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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结合差分方法 与边界积分方程方法
,

提出并研究了一类新的求解发展型方程初边 值 问题

的高阶差分与边界积分方程藕合数值方法
.

对于有界区域问题与无界区域间题给出了数值计算格

式及其误差的先验估计
.

关抽润 高阶差分 边界元 发展方程 祸合方法 误差估计

近年来
,

边界元方法在 发展型 问题中的应用有了很大的进展
.

对于发展型 问题的边界元

方法通常有两种类型
,

一种是利用发展方程的基本解导出时
一空边 界积分方程和 边 界变分方

程
。

第二种是利 用积分变换或差分离散化将发展方程转换成椭圆型方程
.

对于前者
,

其应用

与理论研究已相当完整
.

而对于后者
,

其理论研究成果相当贫乏
.

在〔1 〕中
,

作者对于一类

半线性抛物型初边值问题给出了一类差分一边界有限元祸合方法及其先验误差 估 计
,

其误差

关于时间步长是一阶精度
.

本文中
,

我们对于抛物型初边值问题给出一 类 C r a n k一N ico lso n

型差分一边界有限元祸合方法及其先验误差估计
,

其误差关于时间步长是二阶精度
.

设口是空间R
“中的有界区域

,

厂是其边界曲面
,

口
‘
= R

3

\O是 O ~ 口 U厂 的外补区域
.

考

虑抛物型方程初边值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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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首先用C r a n k 一N ic ol so n 差分格式离散时间变量
,

将(P )转换成差分微分方程
,

然后利用

边界有限元方法求解
,

得到 (P)的近似解
.

一
、

差分二边界积分方程与变分公式

取
:
为时间步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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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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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的解的积分表达式
,

从而得到边界积分方

程
.

我们用边界有限元方法求边界积分方程的近似解
.

设犷。 是 H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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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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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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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另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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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得到类似的逼近格式与误差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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