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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讨论了Bes sel 一N eu m a
的混合型方程特征根系林

.
} (几< 凡< 粉

二 ) 的求解法向题
.

给出

了计算特征根系的表达式和最小根的取值方法
.

这种计算方法的优点是不用多位的 Bes sel 函数

表
,

也不需要计算机就能快速地计算出特征根系林
,
}并具有较高的计算精度

.

一
、

问 题 的 提 出

在数学物理微分方程的求解过程中
,

经常遇到齐次的 B七sse卜N eu m an n 混 合型方程特

征根系林
,
}的求解问题

.

例如图 1 中的两同心圆柱面间充满粘性流体
, 当内画柱面 以角速度

。 突然旋转后带动流体一起运动
,

这是一种 C。此七te 流
,

它的周向速度
。
满足下列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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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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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由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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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J : 为一阶的第一类 B es sel 函数
,

N
,

为一阶的

数
.

方程组(1
.

3 ) 有解
,

必须要 满足下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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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和 6分别是内外柱的半径
.

此外还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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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等
.

求解几
‘是带有普遍性质的问题

.

然而
,

迄今尚未找到计算亢
‘的表达式而只能用迭代法

和用电子计算机计算
,

这样费时又费钱
.

我们在研究了这类方程后
,

提出了一套适用于求解

Be ss el
一
N o u m an

n 混合型方程特征根系林
. }的普遍方法

.

用这种方法能很快地计算出 之
.
值

,

而且具有较高的精度
.

另外
,

这个方法还可容易地确定最小的特征根是兄
。

或是久
:

或是其它的

兄‘
,

即确定特征根系序数‘的最小值im : 。 ,

为确定级数的第一项提供了依据
.

二
、

确定B es s e卜N e

um
a n n 混合方程的特征根系

为了使问题具有普遍性
,

故以下列 Bes se l
一
N e住m a n n 混合型方程作为研究对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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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m (的取值。

, 1 ,

⋯ , a > 1是某实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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