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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木文讨论拟线性抛物型方程奇异摄动问题的差分解法
,

在非均匀网格上建立了线性三层 差 分

格式
,

并证明了在离散的L Z

范数意义下格式的一致收敛性
,

最后给出了一些数值例子
.

关趣词 拟线性抛物型方程 奇异摄动 线性三层差分格式 一致收敛性

一
、

问 题 的 提 出

本文讨论下面的拟线性奇异摄动抛物型方程第一边值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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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有界

.

在这些假定之下
,
我们可知对于固定的

。, 问题 (1
.

1) 、 (1
.

3) 的 解 存 在且唯一 (参见

[ 1〕)
。

我们将用差分方法来解这个问题
.

在非均匀网格上构造三层线性差分格式
, 借助于原问

题的渐近解
, 证明了差分 格式关于小参数

巴的一致收敛性
。

首先我们讨论一下原问题 (1
.

功 ~ (1. 3) 解的一些性质
.

在下面各部分中我们用M表示和

‘, r , 。
无关的正常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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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解 的 性 质

2
.

1 解的一致有界性

设 “一u( x ,

t) 是问题(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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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渐近解

当: ~ 。时
,

摄 动问题(卜峥、(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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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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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如下的估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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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和 [5 〕的引理 1即可证上面的结果
.

三
、

差 分 格 式

3
.

1 非均匀网格

由于问题 ( 1
.

1) 、 ( 1
.

3) 的解在x ~ 。和 x = ] 附近出现抛物边界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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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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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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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方程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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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定义在协上的两个网格函数
。 ,
平有下面的第一差分格林公式 (〔1 1〕第5章 釜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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