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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在讨论带有半线性记忆项抛物型方程半离散格式的基础上
,

构造了空间方向谱离散
,

时

间方向后欧拉方法的全离散格式
,

并给出了误差估计
.

对于记忆项的数值积分
.

采用了梯形公式

与矩形公式结合的方法
,

并估计了数值积分的影响
。

关, 询 抛物型 积分一微分方程 谱方法 向后欧拉法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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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 题 与 算 法

半线性抛物型积分一微分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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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是热传导的数学模型
,

而且它还出现在物理
、

力学和生物学等诸 多应用领域中
,

例如 多

孔粘弹性媒质压缩
、

反应堆动力学
、

传染现象等等
.

形如 (l
.

1) 的方程解的存在唯一性 及 渐

近性态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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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分析整体误差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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