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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对一类无摩擦的弹性接触问题，得到了求其数值解的自适应交替方向乘子法．由该问题导出相应的变分问

题，引入辅助变量将原问题转化为一个基于增广 Ｌａｇｒａｎｇｅ 函数表示的鞍点问题，并采用交替方向乘子法求解；为了

提高算法性能，提出了利用边界迭代函数自动选取合适罚参数的自适应法则．该算法的优点是每次迭代只需计算一

个线性变分问题，同时显式计算了辅助变量和 Ｌａｇｒａｎｇｅ 乘子．对算法的收敛性进行了理论分析，最后用数值结果验

证了该算法的可行性和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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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　 　 言

弹性接触问题广泛存在于机械工程、土木工程等领域，比如堤坝的结合［１⁃３］等．弹性接触问题最大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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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具有很强的非线性性，这就使得理论分析和数值计算难以进行，一般只能通过一些适当的数值方法求得

近似解，如常用的 Ｕｚａｗａ 算法［４⁃５］、交替方向乘子法［６⁃８］、 增广 Ｌａｇｒａｎｇｅ 法［９⁃１０］ 和投影算法［１１⁃１２］ 等．这些方法

利用变分不等式理论，将非线性弹性接触问题转化为一个对应的线性变分形式进行迭代求解．本文研究的是

一个由区域 Ω 代表的线性弹性体和一个刚性基础支撑的弹性接触问题，其中 Ω ∈ Ｒ２ ．区域 Ω 的边界 Γ（Γ ＝
ΓＤ ∪ΓＮ ∪ΓＣ） 是光滑的．假设弹性体固定在ΓＤ 上，且 ｍｅａｎ（ΓＤ） ＞ ０．边界ΓＣ 是Γ的一部分，它也是 Ω和

基础支撑的接触面．ΓＣ 和刚性基础支撑之间的障碍函数用 ｇ 表示．在本文中考虑很小的形变，应变张量为

（ｕ） ＝ （Ñｕ ＋ ÑｕＴ） ／ ２，其中 ｕ ＝ （ｕ１（ｘ），…，ｕｄ（ｘ）） 为位移场．根据 Ｈｏｏｋｅ 定律可知，应力张量和位移场的线

性关系为

　 　 σ（ｕ） ＝ Ｃ（ｕ），
其中 Ｃ ＝ （Ｃ ｉｊｋｌ） 是（四阶） 弹性模张量，它是对称正定的．设 ｎ表示Ω在Γ上的单位外法向量，ｔ表示Ω在Γ 上

的单位切向量，则
　 　 ｕｎ ＝ ｕ·ｎ， ｕｔ ＝ ｕ － ｕｎｎ，
　 　 σ ｎ（ｕ） ＝ （σ ｎ（ｕ）ｎ）·ｎ， σ ｔ（ｕ） ＝ σ（ｕ）ｎ － σ ｎ（ｕ）ｎ ．
考虑弹性接触问题［７⁃８］，即寻找位移场 ｕ 满足以下条件：

　 　

－ ｄｉｖ σ（ｕ） ＝ ｆ， 　 　 ｉｎ Ω，
ｕ ＝ ０， ｏｎ ΓＤ，
σ（ｕ）ｎ ＝ ｔ， ｏｎ ΓＮ，
ｕｎ － ｇ ≤ ０， σ ｎ（ｕ） ≤ ０， （ｕｎ － ｇ）·σ ｎ（ｕ） ＝ ０， ｕｔ ＝ ０， ｏｎ ΓＣ，

ì

î

í

ï
ïï

ï
ïï

（１）

其中 ｆ 是已知的体积力， ｔ 是已知的表面牵引力．对这个问题，本文将在已有交替方向乘子法的基础之上，提
出计算效果更好的自适应交替方向乘子法［１３⁃１８］ ．

１　 增广 Ｌａｇｒａｎｇｅ 乘子法

为了方便后面叙述，先引入以下记号：
　 　 Ｖ ＝ { ｖ ∈ Ｈ１（Ω） ２， ｖ ＝ ０， ｏｎ ΓＤ } ，
　 　 Ｋ ＝ { ｖ ∈ Ｖ， ｖｎ － ｇ ≤ ０， ｏｎ ΓＣ } ，

　 　 （ｘ） ＋ ＝
ｘ，　 　 ｘ ＞ ０，
０，　 　 ｏｔｈｅｒｓ，{

　 　 ｌ（ｖ） ＝ ∫
Ω
ｆ·ｖｄｘ ＋ ∫

ΓＮ
ｔ·ｖｄΓ，

　 　 Ｊ（ｖ） ＝ １
２

ａ（ｖ，ｖ） － ｌ（ｖ），

双线性形式为

　 　 ａ（ｕ，ｖ） ＝ ∫
Ω
σ（ｕ） ∶ ε（ｖ）ｄｘ ．

根据文献［７］可知，弹性接触问题（１）可以转化为限制性极小值问题，寻找 ｕ ∈ Ｋ 满足不等式：
　 　 Ｊ（ｕ） ≤ Ｊ（ｖ），　 　 ∀ｖ ∈ Ｋ ． （２）

由文献［１，９］可引入 Ｌａｇｒａｎｇｅ 乘子 λ ∈ Ｌ２（Ω）， 得问题（１）的变分形式：
　 　 ａ（ｕ，ｖ） ＝ ｌ（ｖ） － （λ，ｖｎ）， （３）

其中双线性形式在 Ｖ × Ｖ 上满足以下条件：
　 　 ａ（ｕ，ｕ） ≥ α‖ｕ‖２

Ｖ，
α 的选取不依赖于 ｕ 的选取，且均大于零．

为了通过交替方向乘子法解决问题（２），需要构造一个用增广 Ｌａｇｒａｎｇｅ 函数表示的鞍点问题．根据文献

［１３］，定义集合

　 　 Ｋ ＝ { ｑ ∈ Ｌ２（ΓＣ），ｑ － ｇ ≤ ０， ｏｎ Γ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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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特征函数 ＩＫ ∶ Ｌ２（ΓＣ） → Ｒ ∪ { ＋ ∞ } ，

　 　 ＩＫ ＝
０，　 　 　 ｐ ∈ Ｋ，
＋ ∞，　 　 ｏｔｈｅｒｓ ．{

所以问题（２）就等价于下面的限制性极小值问题，寻找 （ｕ，ｐ） ∈ Ｖ × Ｌ２（ΓＣ） 满足

　 　 Ｊ（ｕ） ＋ ＩＫ（ｐ） ≤ Ｊ（ｖ） ＋ ＩＫ（ｑ），　 　 ∀（ｖ，ｑ） ∈ Ｖ × Ｌ２（ΓＣ）， （４）
　 　 ｕｎ － ｐ ＝ ０． （５）

根据式（４）和（５）可以得到增广 Ｌａｇｒａｎｇｅ 函数：

　 　 Ｌρ（ｖ，ｑ；λ） ＝ Ｊ（ｖ） ＋ ＩＫ（ｑ） ＋ （ｖｎ － ｑ，λ）ΓＣ
＋ ρ

２
‖ ｖｎ － ｑ‖２

ΓＣ
， （６）

其中 ρ ＞ ０ 为罚参数．考虑由式（６）表示如下鞍点问题：
　 　 Ｌρ（ｕ，ｐ；μ） ≤ Ｌρ（ｕ，ｐ；λ） ≤ Ｌρ（ｖ，ｑ；λ），　 　 ∀ { ｖ，ｑ；λ } ∈ Ｖ × Ｌ２（ΓＣ） × Ｌ２（ΓＣ）， （７）

然后可以求解问题（２）和（７）．
引理 １［６⁃８］ 　 设 { ｕ，ｐ；λ } 是 Ｌρ 在 Ｖ × Ｋ × Ｌ（ΓＣ） 上的鞍点，则 ｕ 是问题（２） 的解，且 ｐ ＝ ｕｎ ．
由引理 １ 和文献［６⁃８］中的交替方向乘子法（ＡＤＭＭ１）可知，要想求解问题（２），只需要求解增广 Ｌａ⁃

ｇｒａｎｇｅ 函数 Ｌρ 的鞍点 { ｕ，ｐ；λ } ．即先由给定的初始值和迭代公式计算位移，再计算辅助变量，最后更新 Ｌａ⁃
ｇｒａｎｇｅ 乘子，以此顺序迭代直至达到终止条件．

由文献［１３⁃１４］知，可以通过改变辅助变量和位移场的计算顺序对算法进行优化，并采用交替方向乘子

法计算该鞍点问题．算法过程如下：
第 １ 步　 给定初始值 { ｕ０，λ ０ } ∈ Ｖ × Ｌ２（ΓＣ），ρ ＞ ０，置 ｋ ＝ ０．
第 ２ 步　 求辅助变量 ｐｋ＋１ ∈ Ｌ２（ΓＣ）：
　 　 Ｌρ（ｕｋ，ｐｋ＋１；λ ｋ） ≤ Ｌρ（ｕｋ，ｑ；λ ｋ），　 　 ∀ｑ ∈ Ｌ２（ΓＣ） ． （８）
第 ３ 步　 求解位移 ｕｋ＋１ ∈ Ｖ：
　 　 Ｌρ（ｕｋ＋１，ｐｋ＋１；λ ｋ） ≤ Ｌρ（ｖ，ｐｋ＋１；λ ｋ），　 　 ∀ｖ ∈ Ｖ ． （９）
第 ４ 步　 更新 Ｌａｇｒａｎｇｅ 乘子：
　 　 λ ｋ＋１ ＝ λ ｋ ＋ ρ（ｕｋ＋１

ｎ － ｐｋ＋１） ． （１０）
第 ５ 步　 给定某种判定条件，若满足则停止迭代得到数值解 ｕｋ＋１

ｎ ； 否则，置 ｋ ＝ ｋ ＋ １， 返回第 ２ 步．
在上面的算法中，已经由迭代过程求得 ｕｋ

ｎ 和 λ ｋ（其中 ｕｋ＋１
ｎ ＝ ｕｋ＋１·ｎ）， 再根据极小值问题（８）就可以求得

辅助变量 ｐｋ＋１ ．由已求得的λ ｋ，ｐｋ＋１ 和给定的 ρ ＞ ０，代入极小值问题（９）就可以求得唯一解 ｕｋ＋１
ｎ

［７］ ．根据这个

求解思路设计了下面的算法 １（ＡＤＭＭ２）．
算法 １　 交替方向乘子法（ＡＤＭＭ２）
第 １ 步　 给定初始值 λ ０，ｕ０，ρ ＞ ０，置 ｋ ＝ ０．
第 ２ 步　 计算辅助变量 ｐｋ＋１ ∈ Ｌ２（ΓＣ）：

　 　 ｐｋ＋１ ＝ ｕｋ
ｎ ＋ １

ρ
［λ ｋ － （λ ｋ ＋ ρ（ｕｋ

ｎ － ｇ）） ＋］ ． （１１）

第 ３ 步　 计算位移 ｕｋ＋１ ∈ Ｖ：
　 　 ａ（ｕｋ＋１，ｖ） ＋ ρ（ｕｋ＋１

ｎ ，ｖｎ）ΓＣ
＝ ｌ（ｖ） ＋ （ρｐｋ＋１ － λ ｋ，ｖｎ）ΓＣ

，　 　 ∀ｖ ∈ Ｖ ． （１２）
第 ４ 步　 计算 Ｌａｇｒａｎｇｅ 乘子：
　 　 λ ｋ＋１ ＝ λ ｋ ＋ ρ（ｕｋ＋１

ｎ － ｐｋ＋１） ． （１３）
第 ５ 步　 给定某种判定条件，若满足则停止迭代得到数值解 ｕｋ＋１； 否则，置 ｋ ＝ ｋ ＋ １， 返回第 ２ 步．

２　 自适应交替方向乘子法

我们注意到算法 １ 对任何固定的罚参数 ρ ＞ ０ 都是无条件收敛的［１４］ ．但是，如果罚参数过大或者过小，
都会影响算法的收敛速度．为了改善算法的性能，我们对罚参数应用了自适应法，则得到可变罚参数 ρ ｋ ．接下

１９９第 ８ 期　 　 　 　 　 　 　 　 　 　 　 袁欣，等：无摩擦弹性接触问题的自适应交替方向乘子法



来我们假设一个非负序列 { ｓｋ } ， 满足

　 　 ∑
＋∞

ｋ ＝ ０
ｓｋ ＜ ＋ ∞ ．

在算法 １ 中让罚参数在迭代过程中自动选取，可以得到如下罚参数自适应交替方向乘子法（ＳＡＤＭＭ），
由此得到变参数序列 { ρ ｋ } ，以此序列代替固定参数 ρ ．

算法 ２　 自适应交替方向乘子法（ＳＡＤＭＭ）
第 １ 步　 给定初始值 λ ０，ｕ０，ρ ＞ ０，罚参数 ρ ０ ＝ ρ，置 ｋ ＝ ０．
第 ２ 步　 计算辅助变量 ｐｋ＋１ ∈ Ｌ２（ΓＣ）：

　 　 ｐｋ＋１ ＝ ｕｋ
ｎ ＋ １

ρ ｋ
［λ ｋ － （λ ｋ ＋ ρ ｋ（ｕｋ

ｎ － ｇ）） ＋］ ． （１４）

第 ３ 步　 计算位移 ｕｋ＋１ ∈ Ｖ：
　 　 ａ（ｕｋ＋１，ｖ） ＋ ρ ｋ（ｕｋ＋１

ｎ ，ｖｎ）ΓＣ
＝ ｌ（ｖ） ＋ （ρ ｋｐｋ＋１ － λ ｋ，ｖｎ）ΓＣ

，　 　 ∀ｖ ∈ Ｖ ． （１５）
第 ４ 步　 计算 Ｌａｇｒａｎｇｅ 乘子：
　 　 λ ｋ＋１ ＝ λ ｋ ＋ ρ ｋ（ｕｋ＋１

ｎ － ｐｋ＋１） ． （１６）
第 ５ 步　 选取罚参数 ρ ｋ＋１， 使得

　 　 １
１ ＋ ｓｋ

ρ ｋ ≤ ρ ｋ＋１ ≤ （１ ＋ ｓｋ）ρ ｋ ． （１７）

第 ６ 步　 给定某种判定条件，若满足则停止迭代得到数值解 ｕｋ＋１； 否则，置 ｋ ＝ ｋ ＋ １， 返回第 ２ 步．
为了证明算法 ２ 的收敛性，先给出以下引理和定理．

引理 ２［１４，１８］ 　 如果序列 { ｓｋ } 满足 ｓｋ ≥ ０，并且∑ ＋∞

ｋ ＝ ０
ｓｋ ＜ ＋ ∞，则∏ ＋∞

ｋ ＝ ０
（１ ＋ ｓｋ） ＜ ＋ ∞ ．

定义以下符号：

　 　 Ｃｓ ∏
＋∞

ｋ ＝ ０
（１ ＋ ｓｋ） ．

由算法 ２ 的第 ５ 步可知，罚参数 ρ ｋ ∈ ［ρ ０ ／ Ｃｓ，Ｃｓρ ０］ 是有界的，设
　 　 ρ Ｌ ｉｎｆ { ρ ｋ } ＋∞

ｋ ＝ ０ ＞ ０， ρＵ ｓｕｐ { ρ ｋ } ＋∞
ｋ ＝ ０ ＜ ＋ ∞，

根据算法的原理和问题的性质，可得算法 ２ 的收敛结果．
定理 １　 设 { （ｕｋ，ｐｋ），λ ｋ } 是由算法 ２ 产生的序列，则有

　 　 ρ ２
ｋ‖ ｕｋ

ｎ － ｐｋ＋１‖２
ΓＣ

－ ２ρ ２
ｋ（δλ ｋ＋１，δｕｋ＋１

ｎ ）ΓＣ
≤

　 　 　 　 ‖δλ ｋ‖２
ΓＣ

＋ ρ ２
ｋ‖δｕｋ

ｎ‖２
ΓＣ

－ （‖δλ ｋ＋１‖２
ΓＣ

＋ ρ ２
ｋ‖δｕｋ＋１

ｎ ‖２
ΓＣ
），

其中 { ｕ，λ } 是问题（３）的解．
证明　 令 δｕｋ ＝ ｕｋ － ｕ，δｐｋ ＝ ｐｋ － ｐ，δλ ｋ ＝ λ ｋ － λ， 根据式（３）和（１５）可得

　 　
ａ（ｕ，ｖ） ＝ ｌ（ｖ） － （λ，ｖｎ）ΓＣ

，　 　 ∀ｖ ∈ Ｖ，

ａ（ｕｋ＋１，ｖ） ＋ ρ ｋ（ｕｋ＋１
ｎ ，ｖｎ）ΓＣ

＝ ｌ（ｖ） ＋ （ρ ｋｐｋ＋１ － λ ｋ，ｖｎ）ΓＣ
，　 　 ∀ｖ ∈ Ｖ ．{

两式相减可得

　 　 ａ（δｕｋ＋１，ｖ） ＋ ρ ｋ（ｕｋ＋１
ｎ ，ｖｎ）ΓＣ

＝ （ρ ｋｐｋ＋１ － λ ｋ ＋ λ，ｖｎ）ΓＣ
，

即

　 　 ａ（δｕｋ＋１，ｖ） ＝ （ρ ｋ（ｐｋ＋１ － ｕｋ＋１
ｎ ） － δλ ｋ，ｖｎ）ΓＣ

，　 　 ∀ｖ ∈ Ｖ ． （１８）
在式（１８）中取 ｖ ＝ δｕｋ＋１， 则

　 　 ａ（δｕｋ＋１，δｕｋ＋１） ＝ （ρ ｋ（ｐｋ＋１ － ｕｋ＋１
ｎ ） － δλ ｋ，δｕｋ＋１

ｎ ）ΓＣ
，　 　 ∀ｖ ∈ Ｖ ． （１９）

由于 ｐ ＝ ｕｎ 在 ΓＣ 上成立，则代入式（１９）得到

　 　 ａ（δｕｋ＋１，δｕｋ＋１） ＝ （ρ ｋ（δｐｋ＋１ － δｕｋ＋１
ｎ ） － δλ ｋ，δｕｋ＋１

ｎ ）ΓＣ
，　 　 ∀ｖ ∈ Ｖ， （２０）

而且由式（１６）有
　 　 δλ ｋ＋１ ＝ δλ ｋ ＋ ρ ｋ（δｕｋ＋１

ｎ － δｐｋ＋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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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由以上两式，并根据双线性形式 ａ（·，·） 的性质可知

　 　 ａ（δｕｋ＋１，δｕｋ＋１） ＝ － （δλ ｋ＋１，δｕｋ＋１
ｎ ）ΓＣ

≥ α‖δｕｋ＋１‖Ｖ ≥ ０． （２１）
因为在边界 ΓＣ 上有 λ ≥ ０，ｕｎ － ｇ ≤ ０，（ｕｎ － ｇ，λ）ΓＣ

＝ ０ 成立，由此可得到以下两个不等式：
　 　 ρ ｋ（ｕｎ － ｇ，（λ ｋ ＋ ρ ｋ（ｕｋ

ｎ － ｇ）） ＋ － λ）ΓＣ
≤ ０， （２２）

　 　 （λ ｋ ＋ ρ ｋ（ｕｋ
ｎ － ｇ） － （λ ｋ ＋ ρ ｋ（ｕｋ

ｎ － ｇ）） ＋，（λ ｋ ＋ ρ ｋ（ｕｋ
ｎ － ｇ）） ＋ － λ）ΓＣ

≥ ０． （２３）
由式（２２）、（２３）可得

　 　 （λ ｋ ＋ ρ ｋδｕｋ
ｎ － （λ ｋ ＋ ρ ｋ（ｕｋ

ｎ － ｇ）） ＋，（λ ｋ ＋ ρ ｋ（ｕｋ
ｎ － ｇ）） ＋ － λ）ΓＣ

≥ ０． （２４）
由式（１４）有

　 　 （λ ｋ ＋ ρ ｋ（ｕｋ
ｎ － ｇ）） ＋ ＝ λ ｋ － ρ ｋ（ｐｋ＋１ － ｕｋ

ｎ），
代入式（２４）可以得到

　 　 （λ ｋ ＋ ρ ｋδｕｋ
ｎ － λ ｋ ＋ ρ ｋ（ｐｋ＋１ － ｕｋ

ｎ），λ ｋ － ρ ｋ（ｐｋ＋１ － ｕｋ
ｎ） － λ）ΓＣ

≥ ０，
化简可得

　 　 （ρ ｋδｕｋ
ｎ ＋ ρ ｋ（ｐｋ＋１ － ｕｋ

ｎ）， － ρ ｋ（ｐｋ＋１ － ｕｋ
ｎ） ＋ δλ ｋ）ΓＣ

≥ ０，
变换化简得到

　 　 ρ ｋ（δλ ｋ － ρ ｋδｕｋ
ｎ，ｕｋ

ｎ － ｐｋ＋１）ΓＣ
≤－ ρ ２

ｋ‖ ｕｋ
ｎ － ｐｋ＋１‖２

ΓＣ
＋ ρ ｋ（δｕｋ

ｎ，δλ ｋ）ΓＣ
． （２５）

由式（１６）和 ｐ ＝ ｕｎ 在 ΓＣ 上成立，可得

　 　 λ ｋ＋１ － λ ＝ λ ｋ － λ ＋ ρ ｋ（ｕｋ＋１
ｎ － ｕｎ ＋ ｕｎ － ｕｋ

ｎ ＋ ｕｋ
ｎ － ｐｋ＋１），

即

　 　 δλ ｋ＋１ ＝ δλ ｋ ＋ ρ ｋ（δｕｋ＋１
ｎ － δｕｋ

ｎ ＋ ｕｋ
ｎ － ｐｋ＋１），

整理等式两边后得到

　 　 δλ ｋ＋１ － ρ ｋδｕｋ＋１
ｎ ＝ δλ ｋ － ρ ｋδｕｋ

ｎ ＋ ρ ｋ（ｕｋ
ｎ － ｐｋ＋１），

两边同时取范数并由式（２５）可得

　 　 ‖δλ ｋ＋１ － ρ ｋδｕｋ＋１
ｎ ‖２

ΓＣ
＝

　 　 　 　 ‖δλ ｋ － ρ ｋδｕｋ
ｎ ＋ ρ ｋ（ｕｋ

ｎ － ｐｋ＋１）‖２
ΓＣ

＝
　 　 　 　 ‖δλ ｋ － ρ ｋδｕｋ

ｎ‖２
ΓＣ

＋ ρ ２
ｋ‖ ｕｋ

ｎ － ｐｋ＋１‖２
ΓＣ

＋ ２ρ ｋ（δλ ｋ － ρ ｋδｕｋ
ｎ，ｕｋ

ｎ － ｐｋ＋１）ΓＣ
≤

　 　 　 　 ‖δλ ｋ － ρ ｋδｕｋ
ｎ‖２

ΓＣ
＋ ρ ２

ｋ‖ ｕｋ
ｎ － ｐｋ＋１‖２

ΓＣ
＋ ２ρ ｋ（δｕｋ

ｎ，δλ ｋ）ΓＣ
－ ２ρ ２

ｋ‖ ｕｋ
ｎ － ｐｋ＋１‖２

ΓＣ
＝

　 　 　 　 ‖δλ ｋ － ρ ｋδｕｋ
ｎ‖２

ΓＣ
－ ρ ２

ｋ‖ ｕｋ
ｎ － ｐｋ＋１‖２

ΓＣ
＋ ２ρ ｋ（δｕｋ

ｎ，δλ ｋ）ΓＣ
，

即定理得证．
定理 ２　 设 { ｕｋ，ｐｋ，λｋ } 是算法 ２ 产生的序列，则在 Ｖ 上 ｕｋ → ｕ，在 Ｌ２（ΓＣ） 上 ｐｋ → ｐ，在 Ｌ２（ΓＣ） 上 λｋ⇀λ ．

　 　 证明　 由于 ｓｋ ≥ ０， ０ ＜ ρ ｋ＋１ ≤ （１ ＋ ｓｋ）ρ ｋ， 可得

　 　 ‖δλ ｋ＋１ － ρ ｋ＋１δｕｋ＋１
ｎ ‖２

ΓＣ
＝

　 　 　 　 ‖δλ ｋ＋１‖２
ΓＣ

＋ ρ ２
ｋ＋１‖δｕｋ＋１

ｎ ‖２
ΓＣ

＋ ２ρ ｋ＋１（δλ ｋ＋１， － δｕｋ＋１
ｎ ）ΓＣ

≤
　 　 　 　 （１ ＋ ｓｋ） ２‖δλ ｋ＋１‖２

ΓＣ
＋ （１ ＋ ｓｋ） ２ρ ２

ｋ‖δｕｋ＋１
ｎ ‖２

ΓＣ
＋

　 　 　 　 ２（１ ＋ ｓｋ） ２ρ ｋ（δλ ｋ＋１， － δｕｋ＋１
ｎ ）ΓＣ

＝
　 　 　 　 （１ ＋ ｓｋ） ２‖δλ ｋ＋１ － ρ ｋδｕｋ＋１

ｎ ‖２
ΓＣ

． （２６）
由定理 １ 可知

　 　 ‖δλ ｋ＋１ － ρ ｋδｕｋ＋１
ｎ ‖２

ΓＣ
≤

　 　 　 　 ‖δλ ｋ － ρ ｋδｕｋ
ｎ‖２

ΓＣ
－ ρ ２

ｋ‖ ｕｋ
ｎ － ｐｋ＋１‖２

ΓＣ
－ ２ρ ｋ（δλ ｋ， － δｕｋ

ｎ）ΓＣ
．

从而由式（２６）有
　 　 ‖δλ ｋ＋１ － ρ ｋ＋１δｕｋ＋１

ｎ ‖２
ΓＣ

≤
　 　 　 　 （１ ＋ ｓｋ） ２‖δλ ｋ＋１ － ρ ｋδｕｋ＋１

ｎ ‖２
ΓＣ

≤
　 　 　 　 （１ ＋ ｓｋ） ２‖δλ ｋ － ρ ｋδｕｋ

ｎ‖２
ΓＣ

－ （１ ＋ ｓｋ） ２ρ ２
ｋ‖ ｕｋ

ｎ － ｐｋ＋１‖２
Γ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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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１ ＋ ｓｋ） ２ρ ｋ（δλ ｋ， － δｕｋ
ｎ）ΓＣ

≤
　 　 　 　 （１ ＋ ｓｋ） ２‖δλ ｋ － ρ ｋδｕｋ

ｎ‖２
ΓＣ

－ ρ ２
ｋ‖ ｕｋ

ｎ － ｐｋ＋１‖２
ΓＣ

－ ２ρ ｋ（δλ ｋ， － δｕｋ
ｎ）ΓＣ

． （２７）

令 ξ ｋ ＝ ２ｓｋ ＋ ｓ２ｋ，由罚参数的选取规则和∑ ＋∞

ｋ ＝ ０
ｓｋ ＜ ＋ ∞，可得∑ ＋∞

ｋ ＝ ０
ξ ｋ ＜ ＋ ∞ 和∏ ＋∞

ｋ ＝ ０
（１ ＋ ξ ｋ） ＜ ＋ ∞ ．定义

以下符号：

　 　 Ｃ０ ＝ ∑
＋∞

ｋ ＝ ０
ξ ｋ， Ｃｐ ＝ ∏ ＋∞

ｋ ＝ ０
（１ ＋ ξ ｋ） ．

由式（２１）和（２７）可得

　 　 ‖δλ ｋ＋１ － ρ ｋ＋１δｕｋ＋１
ｎ ‖２

ΓＣ
≤

　 　 　 　 （１ ＋ ｓｋ） ２‖δλ ｋ － ρ ｋδｕｋ
ｎ‖２

ΓＣ
＝

　 　 　 　 （１ ＋ ξ ｋ）‖δλ ｋ － ρ ｋδｕｋ
ｎ‖２

ΓＣ
≤

　 　 　 　 ∏
ｋ

ｉ ＝ ０
（１ ＋ ξ ｉ）‖δλ ０ － ρ ０δｕｎ

０‖２
ΓＣ

≤

　 　 　 　 Ｃｐ·‖δλ ０ － ρ ０δｕｎ
０‖２

ΓＣ
，　 　 ∀ｋ ≥ １， （２８）

即存在一个常数 Ｃ ＞ ０ 使得下面不等式成立：
　 　 ‖δλ ｋ＋１ － ρ ｋ＋１δｕｋ＋１

ｎ ‖２
ΓＣ

≤ Ｃ，　 　 Ｃ ＞ ０． （２９）
根据式（２７）可得

　 　 ２∑
＋∞

ｋ ＝ ０
ρ ｋ（δλ ｋ， － δｕｋ

ｎ）ΓＣ
＋ ∑

＋∞

ｋ ＝ ０
ρ ２
ｋ‖ ｕｋ

ｎ － ｐｋ＋１‖２
ΓＣ

＝

　 　 　 　 ∑
＋∞

ｋ ＝ ０
［２ρ ｋ（δλ ｋ， － δｕｋ

ｎ）ΓＣ
＋ ρ ２

ｋ‖ ｕｋ
ｎ － ｐｋ＋１‖２

ΓＣ
］ ≤

　 　 　 　 ∑
＋∞

ｋ ＝ ０
［（１ ＋ ｓｋ） ２‖δλ ｋ － ρ ｋδｕｋ

ｎ‖２
ΓＣ

－ ‖δλ ｋ＋１ － ρ ｋ＋１δｕｋ＋１
ｎ ‖２

ΓＣ
］ ＝

　 　 　 　 ∑
＋∞

ｋ ＝ ０
［（１ ＋ ξ ｋ）‖δλ ｋ － ρ ｋδｕｋ

ｎ‖２
ΓＣ

－ ‖δλ ｋ＋１ － ρ ｋ＋１δｕｋ＋１
ｎ ‖２

ΓＣ
］ ＝

　 　 　 　 ∑
＋∞

ｋ ＝ ０
（‖δλ ｋ － ρ ｋδｕｋ

ｎ‖２
ΓＣ

－ ‖δλ ｋ＋１ － ρ ｋ＋１δｕｋ＋１
ｎ ‖２

ΓＣ
） ＋ ∑

＋∞

ｋ ＝ ０
ξ ｋ‖δλ ｋ － ρ ｋδｕｋ

ｎ‖２
ΓＣ

≤

　 　 　 　 ‖δλ ０ － ρ ０δｕ０
ｎ‖２

ΓＣ
＋ ∑

＋∞

ｋ ＝ ０
ξ ｋ‖δλ ｋ － ρ ｋδｕｋ

ｎ‖２
ΓＣ

． （３０）

由式（２１）、（２７）和（３０），结合式（２１），我们可以得到

　 　 ∑
＋∞

ｋ ＝ ０
２αρ Ｌ‖δｕｋ‖２

Ｖ ＋ ∑
＋∞

ｋ ＝ ０
ρ Ｌ‖ ｕｋ

ｎ － ｐｋ＋１‖２
ΓＣ

≤

　 　 　 　 ２∑
＋∞

ｋ ＝ ０
ρ ｋ（δλ ｋ， － δｕｋ

ｎ）ΓＣ
＋ ∑

＋∞

ｋ ＝ ０
ρ ２
ｋ‖ ｕｋ

ｎ － ｐｋ＋１‖２
ΓＣ

≤

　 　 　 　 ‖δλ ０ － ρ ０δｕ０
ｎ‖２

ΓＣ
＋ ∑

＋∞

ｋ ＝ ０
ξ ｋ‖δλ ｋ － ρ ｋδｕｋ

ｎ‖２
ΓＣ

≤

　 　 　 　 Ｃ ＋ Ｃ·∑
＋∞

ｋ ＝ ０
ξ ｋ ≤ （１ ＋ Ｃ０）·Ｃ ． （３１）

由级数收敛的必要条件可知

　 　 ｌｉｍ
ｋ→∞

‖δｕｋ‖Ｖ ＝ ０，

　 　 ｌｉｍ
ｋ→∞

‖ ｕｋ
ｎ － ｐｋ＋１‖ΓＣ

＝ ０．

所以在 Ｖ 上，ｕｋ → ｕ ．因为在边界 ΓＣ 上有 ｐ ＝ ｕｎ， 则

　 　 ｌｉｍ
ｋ→∞

‖ｐｋ＋１ － ｐ‖ΓＣ
≤ ｌｉｍ

ｋ→∞
‖ｐｋ＋１ － ｕｋ

ｎ‖ΓＣ
＋ ｌｉｍ

ｋ→∞
‖ ｕｋ

ｎ － ｐ‖ΓＣ
＝

　 　 　 　 ｌｉｍ
ｋ→∞

‖ｐｋ＋１ － ｕｋ
ｎ‖ΓＣ

＋ ｌｉｍ
ｋ→∞

‖ ｕｋ
ｎ － ｕｎ‖ΓＣ

＝ ０，

４９９ 应　 用　 数　 学　 和　 力　 学　 　 　 　 　 　 　 　 　 　 　 　 ２０２３ 年　 第 ４４ 卷



所以在 Ｌ２（ΓＣ） 上有 ｐｋ＋１ → ｐ ．
对于任意 ｋ ≥ １， 由于

　 　 ‖δλ ｋ＋１ － ρ ｋ＋１δｕｋ＋１
ｎ ‖２

ΓＣ
≤ Ｃｐ·‖δλ ０ － ρ ０δｕ０

ｎ‖２
ΓＣ
，

所以可以得到

　 　 ‖δλ ｋ＋１‖２
ΓＣ

＋ ‖ρ ｋ＋１ ｕｋ＋１
ｎ ‖２

ΓＣ
＋ ２ρ ｋ＋１（δλ ｋ＋１， － δｕｋ＋１

ｎ ）ΓＣ
≤ Ｃｐ·‖δλ ０ － ρ ０δｕ０

ｎ‖２
ΓＣ
，

结合式（２１）可得序列 { λ ｋ } 是有界序列，可证 λ ｋ⇀λ ［１４］ ．从而定理得证．
综上，算法 ２ 的收敛性得证．

注 １　 若在算法 ２ 的第 ５ 步中令 ｓｋ ＝ ０，则 ρ ｋ ＝ ρ０ ．因此算法 ２ 为固定罚参数情形，即为算法 １，故同理可证算法 １ 也是收

敛的．

３　 罚参数的自适应法则

利用自适应交替方向乘子法求解无摩擦单侧弹性接触问题，迭代过程中通过迭代函数自动调整罚参数，
用变参数 ρ ｋ 代替固定参数 ρ ［１０⁃１１，１４⁃１５］，从而达到提高算法效率的目的．下面具体考虑算法 ２ 中选取罚参数 ρ ｋ

的自适应法则．由定理 １ 的结论可知序列 { ｕｋ，ｐｋ，λ ｋ } 满足以下不等式：
　 　 ‖δλ ｋ＋１‖２

ΓＣ
＋ ρ ２

ｋ‖δｕｋ＋１
ｎ ‖２

ΓＣ
≤ ‖δλ ｋ‖２

ΓＣ
＋ ρ ２

ｋ‖δｕｋ
ｎ‖２

ΓＣ
．

为了提高算法的收敛速度，利用如下平衡原理：
　 　 ‖δλ ｋ‖ΓＣ

≈ ρ ｋ‖δｕｋ
ｎ‖ΓＣ

，
分别用 λ ｋ＋１ 和 ｕｋ＋１

ｎ 替换 λ 和 ｕｎ 可以得到

　 　 ‖λ ｋ＋１ － λ ｋ‖ΓＣ
≈ ρ ｋ‖ ｕｋ＋１

ｎ － ｕｋ
ｎ‖ΓＣ

．
上面的分析给本文提供了一个选择罚参数 ρ ｋ 的基本思路．给定一个正常数 τ，如果 ρ ｋ‖ ｕｋ＋１

ｎ － ｕｋ
ｎ‖ΓＣ

＞
（１ ＋ τ）‖λ ｋ＋１ － λ ｋ‖ΓＣ

，就在下一次迭代中减小罚参数 ρ ｋ；如果 ρ ｋ‖ ｕｋ＋１
ｎ － ｕｋ

ｎ‖ΓＣ
＜ （１ ／ （１ ＋ τ））‖λ ｋ＋１ －

λ ｋ‖ΓＣ
，就在下一次迭代中增加罚参数 ρ ｋ ．从而得到以下选取罚参数 ρ ｋ＋１ 的自适应法则：

　 　 ρ ｋ＋１ ＝

１
１ ＋ ｓｋ

ρ ｋ，　 　 　 ｗｋ ＜ １
１ ＋ τ

，

（１ ＋ ｓｋ）ρ ｋ， ｗｋ ＞ １ ＋ τ，
ρ ｋ， ｏｔｈｅｒｓ，

ì

î

í

ï
ïï

ï
ïï

其中

　 　 ｗｋ ＝
‖λ ｋ＋１ － λ‖ΓＣ

ρ ｋ‖ ｕｋ＋１
ｎ － ｕｋ

ｎ‖ΓＣ

．

即序列 ρ ｋ 满足

　 　 １
１ ＋ ｓｋ

ρ ｋ ≤ ρ ｋ＋１ ≤ （１ ＋ ｓｋ）ρ ｋ，

序列 { ｓｋ } 按照如下方式得到：

　 　 ｓｋ ＝

τ，　 　 　 　 　 　 　 ｃｋ ＜ ｃｋ＋１， ｃｋ＋１ ≤ ｃｍａｘ，
１

（ｃｋ＋１ － ｃｍａｘ） ２， ｃｋ ＜ ｃｋ＋１， ｃｋ＋１ ＞ ｃｍａｘ，

０， ｏｔｈｅｒｓ，

ì

î

í

ï
ïï

ï
ïï

其中 ｃｍａｘ 是一个正常数，ｃｋ 表示 ρ ｋ 改变的次数，即

　 　 ｃ０ ＝ ０， ｃｋ＋１ ＝
ｃｋ，　 　 　 １

１ ＋ τ
≤ ｗｎ ≤ １ ＋ τ，

ｃｋ ＋ １， ｏｔｈｅｒｓ ．

ì

î

í
ïï

ïï

对于给定的整数 ｃｍａｘ ＞ ０，显然序列 { ｓｋ } 满足∑ ＋∞

ｋ ＝ ０
ｓｋ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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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算 例 分 析

本文使用 ＦｒｅｅＦＥＭ＋＋软件求解算例的位移场、迭代次数和 ＣＰＵ 运行时间．该软件可以对二维和三维偏

微分问题自动建立有限元模型，我们只需要在此基础上定义网格和问题即可进行求解．
为了验证算法的有效性，我们给出两个数值算例．在数值算例中，我们取 τ ＝ ２和 ｃｍａｘ ＝ １００．对所有数值结

算都采用迭代终止条件 ‖ｕｋ＋１ － ｕｋ‖ ≤ １０ －５‖ｕｋ＋１‖ ．
算例 １　 设 Ω ＝ （０，２） × （０，１） 是一个矩形的弹性体，边界由 ΓＤ ＝ { ０ } × （０，１），ΓＮ１

＝ （０，２） × { １ } ，
ΓＮ２

＝ { ２ } × （０，１） 和ΓＣ ＝ （０，２） × { ０ } 四部分组成．弹性体在ΓＤ 上固定不动，即 ｕ ＝ ０，在ΓＮ１
上满足 Ｒｉｅ⁃

ｍａｎｎ 边界条件 σ（ｕ）ｎ ＝ （０， － １０） Ｔ，在ΓＮ２
上满足 σ（ｕ）ｎ ＝ ０．在ΓＣ 上，弹性体Ω和刚性基础支撑之间的障

碍函数 ｇ（ｘ） ＝ ０．０１．材料常数即弹性模量和 Ｐｏｉｓｓｏｎ 比分别为 ２ ０００ 和 ０．３．

图 １　 形变后的弹性体及障碍函数（算例 １） 图 ２　 ｇ ＝ ０．０１ 时的算法迭代次数

Ｆｉｇ． １　 Ｔｈｅ ｄｅｆｏｒｍｅｄ 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ｉｇ． ２　 Ｔｈ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ｉｔ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ｅａｃｈ
ｏｂｓｔａｃｌ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ｅｘａｍｐｌｅ １） ｍｅｔｈｏｄ ｗｉｔｈ ｇ ＝ ０．０１

表 １　 ｇ ＝ ０．０１ 时 ３ 种算法的 ＣＰＵ 运行时间

Ｔａｂｌｅ １　 ＣＰＵ ｔｉｍｅ ｆｏｒ ３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ｗｉｔｈ ｇ ＝ ０．０１

ρ

ＡＤＭＭ１

ｈ ＝ １
１０

ｈ ＝ １
２０

ｈ ＝ １
３０

ｈ ＝ １
４０

ＡＤＭＭ２

ｈ ＝ １
１０

ｈ ＝ １
２０

ｈ ＝ １
３０

ｈ ＝ １
４０

ＳＡＤＭＭ

ｈ ＝ １
１０

ｈ ＝ １
２０

ｈ ＝ １
３０

ｈ ＝ １
４０

１ ３．０８０ ９．３０５ ２９．３４４ ３７．７８８ ５．２１３ １２．８６５ ２４．２８３ ４１．６３９ ０．５６２ １．１７１ ２．６１７ ４．２１４

１０ ２．６７０ ８．６６５ ３４．７２６ ３７．６２９ ５．１３７ １２．３３１ ２３．８１４ ４０．９０９ ０．４５４ １．１３５ ２．３４２ ３．８９１

１０２ ０．６１１ ２．８９０ ６．２２４ １０．１７８ １．４７４ ４．１６９ ７．１５６ １１．３９３ ０．６１０ ０．９８４ ２．１４５ ３．６３２

１０３ ０．２２９ ０．８９６ １．８４２ ３．７６５ ０．５７７ １．２２３ １．９７８ ３．９４３ ０．４２５ ０．６５０ １．３２１ ２．５１６

１０４ ０．３０６ １．２２３ ２．９０５ ５．７４２ ０．５０２ １．２２８ ２．４７９ ４．２８６ ０．４０９ ０．７４３ １．４９６ ２．６９９

　 　 用算法 ２ 求解此算例得到弹性体形变图，如图 １ 所示（数据扩大为原来的 １０ 倍）．为了展示算法的性能，
对 ３ 种算法（ＡＤＭＭ１（文献［８］中的算法 １），ＡＤＭＭ２（本文中的算法 １），ＳＡＤＭＭ（本文中的算法 ２））取相同

的初始罚参数和步长 ｈ ＝ ２０， 考察了迭代收敛速度，如图 ２ 所示．显然，固定罚参数的交替方向乘子法

（ＡＤＭＭ１、ＡＤＭＭ２）对参数的取值非常敏感，数值过大或过小都会减缓算法的收敛速度．而 ＳＡＤＭＭ 的罚参数

自动选取，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算法对参数取值的依赖性．
取不同的初始罚参数 ρ 和步长 ｈ， 采用 ３ 种算法对问题进行数值计算， 所需的 ＣＰＵ 运行时间如表 １ 所

示．图 １ 和表 １ 中数值结果均表明，自适应交替方向乘子法收敛速度及运行速度明显优于固定罚参数交替方

向乘子法，并且对所有的罚参数具有较好的稳定性．
算例 ２　 设 Ω ＝ （０，３） × （０，１） 是弹性体，在边界 ΓＤ ＝ { ０ } × （０，１） 上固定（即 ｕ ＝ ０）；边界 ΓＣ ＝ （０，

３） × { ０ } ； 边界 { ３ } × （０，１） 上已知 Ｒｉｅｍａｎｎ 边界条件为 ｔ ＝ （０， － ２） Ｔ，并且在剩下的边界ΓＮ 上 ｔ ＝ ０．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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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障碍函数为 ｇ（ｘ１） ＝ ０．００３（ｘ１ － １．５） ２ ＋ ０．００１．弹性模量和 Ｐｏｉｓｓｏｎ 比分别为 ５ ０００ 和 ０．４９．

图 ３　 形变后的弹性体及障碍函数（算例 ２） 图 ４　 各算法的迭代次数

Ｆｉｇ． ３　 Ｔｈｅ ｄｅｆｏｒｍｅｄ 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ｏｂｓｔａｃｌｅ Ｆｉｇ． ４　 Ｔｈ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ｉｔ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ｅａｃｈ ｍｅｔｈｏｄ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ｅｘａｍｐｌｅ ２）

表 ２　 ３ 种算法的 ＣＰＵ 运行时间

Ｔａｂｌｅ ２　 ＣＰＵ ｔｉｍｅ ｆｏｒ ３ ｍｅｔｈｏｄｓ

ρ

ＡＤＭＭ１

ｈ ＝ １
１０

ｈ ＝ １
２０

ｈ ＝ １
３０

ｈ ＝ １
４０

ＡＤＭＭ２

ｈ ＝ １
１０

ｈ ＝ １
２０

ｈ ＝ １
３０

ｈ ＝ １
４０

ＳＡＤＭＭ

ｈ ＝ １
１０

ｈ ＝ １
２０

ｈ ＝ １
３０

ｈ ＝ １
４０

１ ４．１１４ １３．７３３ ３５．０５１ ５４．７９１ ４．００８ １３．２２７ ３０．７５３ ５３．３８３ ０．３７８ １．３１３ ３．１２９ ７．０２９

１０ ３．８２７ １３．５０５ ３９．２０１ ６５．８４１ ３．７９２ １２．９１ ２９．４６５ ５２．５６４ ０．３８１ １．２２７ ２．９８２ ６．６４９

１０２ １．５６５ ５．２９４ １６．２４７ ２６．１９６ １．２５６ ５．１３２ １２．３２２ ２２．３９４ ０．３１４ １．１１６ ２．６４５ ５．９８５

１０３ ０．９３３ ２．５５２ ７．５３０ １２．０５１ ０．８７２ ２．３８６ ５．２７６ ８．３８９ ０．２３８ ０．７８６ １．９３２ ５．０１７

１０４ ０．６９９ ２．０５９ ６．００３ １０．１０９ ０．３８４ １．３０６ ３．０５９ ５．４４９ ０．３１５ ０．９４８ ２．３１３ ３．８４９

　 　 对此算例应用算法 ２ 得到形变后的弹性体，如图 ３ 所示（数据扩大为原来的 ２０ 倍）．对 ３ 种算法

（ＡＤＭＭ１、ＡＤＭＭ２、ＳＡＤＭＭ） 取不同的初始罚参数 ρ 和步长 ｈ ＝ ２０， 考察算法收敛速度，数值结果如图 ４ 所

示．从数值结果可以看出，ＡＤＭＭ２ 比 ＡＤＭＭ１ 的迭代次数更少，但是还是没有摆脱对罚参数的依赖性．而
ＳＡＤＭＭ 相对比较稳定，不会因为罚参数的过大或者过小而显著增加迭代次数．为了更全面展示 ＳＡＤＭＭ 的

性能，分别取不同的初始罚参数 ρ 和步长 ｈ， 考察 ３ 种算法的 ＣＰＵ 运行时间，如表 ２ 所示．结果表明自适应交

替方向乘子法具有较好的性能．

５　 结　 　 论

本文提出了求解弹性接触问题的自适应交替方向乘子法，该算法不仅计算简单，并且给出的自适应法则

利用边界迭代函数自动选择合适的罚参数，能有效解决交替方向乘子法的迭代次数高度依赖于罚参数 ρ 的

问题，从而显著提高算法性能．数值结果表明了该算法的有效性．

参考文献（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１］　 韩渭敏， 程晓良． 变分不等式简介： 基本理论数值分析及应用［Ｍ］ ．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２００７．（ＨＡＮ Ｗｅ⁃
ｉｍｉｎ， ＣＨＥＮＧ Ｘｉａｏｌｉａｎｇ．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ｉｅｓ： 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ｎｄ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ａｓｉｃ Ｔｈｅｏｒｙ［Ｍ］ ．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７．（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　 王耀东． 变分不等方程［Ｍ］ ．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１９８７．（ＷＡＮＧ Ｙａｏｄｏｎｇ． Ｅｑ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ｅｑｕａｌｉ⁃
ｔｙ［Ｍ］ ．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８７．（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３］　 赵雪芬， 李星． 带裂纹十次对称二维准晶平面弹性的无摩擦接触问题［Ｊ］ ． 应用数学和力学， ２０１９， ４０（２）： ２２３⁃
２３６．（ＺＨＡＯ Ｘｕｅｆｅｎ， ＬＩ Ｘｉｎｇ． Ａ ｆｒｉｃｔｉｏｎｌｅｓｓ ｃｏｎｔａｃｔ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ｏｆ ２Ｄ ｄｅｃａｇｏｎａｌ ｑｕａｓｉｃｒｙｓｔａｌ ｐｌａｎｅ ｅｌａｓｔｉｃｉｔｙ ｗｉｔｈ

７９９第 ８ 期　 　 　 　 　 　 　 　 　 　 　 袁欣，等：无摩擦弹性接触问题的自适应交替方向乘子法



ｃｒａｃｋｓ［Ｊ］ ．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 ２０１９， ４０（２）： ２２３⁃２３６．（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４］ 　 ＫＡＮＮＯ Ｙ． Ａｎ 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ｅｄ Ｕｚａｗａ ｍｅｔｈｏｄ ｆｏｒ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ｆｒｉｃｔｉｏｎｌｅｓｓ ｃｏｎｔａｃｔ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Ｊ］ ．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Ｌｅｔｔｅｒｓ， ２０２０， １４（７）： １８４５⁃１８５４．
［５］　 ＨＵＡＮＧ Ｚ Ｊ， ＣＨＥＮＧ Ｘ Ｌ． Ａｎ 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ｅｄ ｍｅｔｈｏｄ ｏｆ Ｕｚａｗａ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ｉｎ ｃｏｎｔａｃｔ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Ｊ］ ．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ｓ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ｓ Ｗｉｔｈ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２０２２， １２７：９７⁃１０４．
［６］　 ＧＬＯＷＩＮＳＫＩ Ｒ， ＬＥ ＴＡＬＬＥＣ Ｐ． Ａｕｇｍｅｎｔｅｄ Ｌａｇｒａｎｇｉａｎ ａｎｄ Ｏｐｅｒａｔｏｒ⁃ｓｐｌｉｔｔｉｎｇ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ｉｎ 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 Ｍｅ⁃

ｃｈａｎｉｃｓ［Ｍ］ ／ ／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ａｎｄ 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ｓ． ＳＩＡＭ， １９８９．
［７］ 　 ＫＯＫＯ Ｊ． Ｕｚａｗａ ｂｌｏｃｋ ｒｅｌａｘ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 ｆｏｒ ｔｈｅ ｕｎｉｌａｔｅｒａｌ ｃｏｎｔａｃｔ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ｓ， ２０１１， ２３５ （８）：２３４３⁃２３５６．
［８］　 ＫＯＫＯ Ｊ．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ｎｇ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 ｏｆ ｍｕｌｔｉｐｌｉｅｒ ｆｏｒ ｔｈｅ ｕｎｉｌａｔｅｒａｌ ｃｏｎｔａｃｔ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ｗｉｔｈ ａｎ 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ｃ ｐｅｎａｌ⁃

ｔｙ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Ｊ］ ．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ｌ Ｍｏｄｅｌｌｉｎｇ， ２０２０， ７８：７０６⁃７２３．
［９］　 ＳＴＡＤＬＥＲ Ｇ． Ｐａｔｈ⁃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ａｎｄ ａｕｇｍｅｎｔｅｄ Ｌａｇｒａｎｇｉａｎ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ｆｏｒ ｃｏｎｔａｃｔ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ｉｎ ｌｉｎｅａｒ ｅｌａｓｔｉｃｉｔｙ［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ｓ， ２００７， ２０３（２）：７０６⁃７２３．
［１０］　 ＺＨＡＮＧ Ｓ Ｇ， ＬＩ Ｘ Ｌ． Ｂｏｕｎｄａｒｙ ａｕｇｍｅｎｔｅｄ Ｌａｇｒａｎｇｉａｎ ｍｅｔｈｏｄ ｆｏｒ ｃｏｎｔａｃｔ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ｉｎ ｌｉｎｅａｒ ｅｌａｓｔｉｃｉｔｙ［Ｊ］ ． Ｅｎ⁃

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Ｗｉｔｈ Ｂｏｕｎｄａｒｙ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２０１５， ６１：１２７⁃１３３．
［１１］　 ＺＨＡＮＧ Ｓ Ｇ， ＬＩ Ｘ Ｌ． Ａ ｓｅｌｆ⁃ａｄａｐｔｉｖｅ 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 ｆｏｒ ｃｏｎｔａｃｔ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ＢＥＭ［Ｊ］ ．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Ｍａｔｈ⁃

ｅｍａｔｉｃａｌ Ｍｏｄｅｌｌｉｎｇ， ２０１８， ５５：１４５⁃１５９．
［１２］　 ＺＨＡＮＧ Ｓ Ｇ， ＬＩ Ｘ Ｌ． Ｓｅｌｆ⁃ａｄａｐｔｉｖｅ 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ｂｏｕｎｄａｒｙ ｅｌｅｍｅｎｔ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ｆｏｒ ｃｏｎｔａｃｔ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ｗｉｔｈ Ｔｒｅｓｃａ

ｆｒｉｃｔｉｏｎ［Ｊ］ ．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２０１９， ６８：７２⁃８５．
［１３］　 ＧＬＯＷＩＮＳＫＩ Ｒ． 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ｆｏｒ 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Ｍ］ ． Ｂｅｒｌｉｎ： 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Ｖｅｒｌａｇ， ２００８．
［１４］　 郭楠馨， 张守贵． 自由边界问题的自适应 Ｕｚａｗａ 块松弛算法［ Ｊ］ ． 应用数学和力学， ２０１９， ４０（６）： ６８２⁃６９３．

（ＧＵＯ Ｎａｎｘｉｎ， ＺＨＡＮＧ Ｓｈｏｕｇｕｉ． Ａ ｓｅｌｆ⁃ａｄａｐｔｉｖｅ Ｕｚａｗａ ｂｌｏｃｋ ｒｅｌａｘａｔｉｏｎ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ｆｏｒ ｆｒｅｅ ｂｏｕｎｄａｒｙ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Ｊ］ ．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 ２０１９， ４０（６）： ６８２⁃６９３．（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５］　 ＨＥ Ｂ Ｓ． Ｓｅｌｆ⁃ａｄａｐｔｉｖｅ ｏｐｅｒａｔｏｒ ｓｐｌｉｔｔｉｎｇ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ｆｏｒ ｍｏｎｏｔｏｎｅ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ｉｅｓ［Ｊ］ ． Ｎｕｍｅｒｉｓｃｈｅ Ｍａｔｈ⁃
ｅｍａｔｉｋ， ２０１３， ９４（４）： ７１５⁃７３７．

［１６］　 王欣， 郭科． 一类非凸优化问题广义交替方向法的收敛性［ Ｊ］ ． 应用数学和力学， ２０１８， ３９（１２）： １４１０⁃１４２５．
（ＷＡＮＧ Ｘｉｎ， ＧＵＯ Ｋｅ． Ｃｏｎｖｅｒｇ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ｚｅｄ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ｎｇ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 ｏｆ ｍｕｌｔｉｐｌｉｅｒｓ ｆｏｒ ａ ｃｌａｓｓ
ｏｆ ｎｏｎｃｏｎｖｅｘ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Ｊ］ ．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 ２０１８， ３９（１２）： １４１０⁃１４２５．（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７］　 ＺＨＡＮＧ Ｓ Ｇ， ＧＵＯ Ｎ Ｘ． Ｕｚａｗａ ｂｌｏｃｋ ｒｅｌａｘ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 ｆｏｒ ｆｒｅｅ ｂｏｕｎｄａｒｙ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ｗｉｔｈ ｕｎｉｌａｔｅｒａｌ ｏｂｓｔａｃｌｅ
［Ｊ］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ｓ， ２０２１， ９８（４）： ６７１⁃６８９．

［１８］　 张茂林， 冉静， 张守贵． 具有滑动边界条件 Ｓｔｏｋｅｓ 问题的自适应 Ｕｚａｗａ 块松弛算法［ Ｊ］ ． 应用数学和力学，
２０２１， ４２（２）： １８８⁃１９８．（ＺＨＡＮＧ Ｍａｏｌｉｎ， ＲＡＮ Ｊｉｎｇ， ＺＨＡＮＧ Ｓｈｏｕｇｕｉ． Ａ ｓｅｌｆ⁃ａｄａｐｔｉｖｅ Ｕｚａｗａ ｂｌｏｃｋ ｒｅｌａｘ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 ｆｏｒ Ｓｔｏｋｅｓ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ｗｉｔｈ ｓｌｉｐ ｂｏｕｎｄａｒｙ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Ｊ］ ．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 ２０２１，
４２（２）： １８８⁃１９８．（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８９９ 应　 用　 数　 学　 和　 力　 学　 　 　 　 　 　 　 　 　 　 　 　 ２０２３ 年　 第 ４４ 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