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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致力于讨论求解K u r a m o t o 一S王v a s h i二 s k y方程的非线性G a le r k in 方法
,

我们采用了 5 .

个小尺度分量作反馈
,

并给出了收敛性结果
,

分析了误差估计
.

结论表明我们的修正方法是十分

有效的
.

关键词 非线性G a le r k i n 方法 K tl r a m o t o 一S iv a s h in s k y方程 无穷维动力系统

方 程

考虑带周期边界条件的K u r a m o Lo 一S iv a s h in s k y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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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 法

设阴
* ,

k〔N是算子A 的特征向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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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
,

非线性 G al er ki n 方法首先于文〔钊中提出
。

当时
,

人们是对称地选取
: 二。

的
.

稍后不久
,

文〔12 〕(亦见文〔6 〕) 就建议将个数。调整为 (d 一 l) , (其中d > 2 )来近似小

尺度分量
.

本文中
,

我们给出了一个比文 仁1 2 〕或 〔6〕大得多的范围来调整个数
.

事实上
,

我

们用的个数是二的非线性函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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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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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些 引 理

为了证明第三节中的定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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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我们完成了结论的证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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