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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l] 研究了非线性热传导方程的波动解
,

即相似变量雪为波动变量‘雪二 a + b x 十曰 )的情形
,

并规定热传导系数也只是雪的函数
.

本文抛弃了这些限制条件
.

从更加普遍的角度去研究非线性热传导方程的相似性解
.

关健词 热传导 非线性 相似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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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动解 优 = a + b x + c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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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T (x
,

t) 为温度
,
寿(x

,

约为 热传导系数
, x 为坐标

, t为时间
.

从一般的角度去寻求式 (1
.

2 )的T (x
,

t) (已知 k (x
,

t) ) 是很不容易的
.

文〔l] 对于下列二

种情形求得了波动解
.

1
.

掩是T 的某已知函数

2
.

k是波动变量的已知函数

即是说
,

文 〔1〕假设式 (1
.

1) 有相似解
,

相似变量为波动变量且 k只是波动变量的巳知函数
.

本文研究相似变量不限于是波动变量的情形
,

并抛弃了热传导系数 k 只是相似变量的函

数的限制
,

从更加普遍的角度 已知 k (
r ,

t) 求T 的相似解
.

如果式 (1
.

1 2 )有相似解
,

相似变量为省(x
,

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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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下
,

我们研究相似变量省(x
,

t) 为各种不同形式时巳知 k (x
,

t)
,

由式 (1
.

3 )求T 的相似性

解
.

首先
,

设

省= a + bx + c t (1
.

4 )

其中
a ,

b及
c
均为任意常数

,

则式 (l
.

3 )成为

kb
Z

共塌, 十
口自

-

d
“
T Z

,

口k 、 d T
二O we 只we we 一 ‘ 】- - ; 屯, = 0
\ O X I 口互

(1
.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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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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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a0 为任意常数

.

关于第一种情况
,

文〔l] 已研究过了
.

的情形
,

文【l] 得到了式 (1
.

5 )的第一次积分

(1
.

6 )

(1
.

7 )

对于工程中的一个问题存= si n 省

普
一 l·

!
阴

}
‘一鲁}

c
‘“

’

/
, S‘n ‘,

] (1
.

8 )

其中 。为积分常数
.

对于第二种情况
,

文【l] 没有涉及
,

我们进行补充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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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f (约为任意 函数
.

利用式 (1
.

7 )
,

则式 (1
.

5 )变为 (设k及b均不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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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m l及阴
:

均为积分常数
.

所以
,

如果热传导系数给定为式 (1
.

9 )的形式
,

则式 (1
.

1 1) 即是相似解
,

相似变量是式

(1
.

4 )
.

设
a 。= 1 ,

j(t) =
a + c t ,

则式 (1
.

9 )成为

k = 一 c / b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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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
,

k = k (劫而成为第一种情形
.

在文【l〕的式 (1 3) 中
,

如令其 刀= 1 ,

A ~ B 二 l ,

则它和式 ( 1
.

12 ) 完全一致
.

但对于式

(1
.

9 )中的f(t) 为 t 的任意 函数的情形
,

文 「l] 中没有涉及
.

即是说
,

文 「l〕研究式 (1
.

1) 的波

动解时
,

同时假定 了热传导系数 k 也只是占二
a + bx + ct 的函数

.

本文则无这后一限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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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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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 ,

(t) 为 t的任意函数
.

所以
,

当热传导系数 k 给定为式 (2
.

3 )的形式时
,

相似解为式 (2
.

6 )
,

当热传导系数掩给

定为式 (2
.

10) 的形式时
,

相似解为式 (2
.

9 )
.

这两种情形的相似变量雪均是按式 (2
.

1) 规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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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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