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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利用两种简便方法给出了

文【2〕给出的渐近解析式
.

关. 调 常微分方程 渐近解

B r u s s e la t o r

要

极限环的渐近解析式
,

在某些地方
,

它们要优于

极限环 布鲁塞尔振子

一
、

引 言

对应 于没
、

有扩散项的 B r u 。。el a 七o r 的速率方程是以下非线性常微分方程

d % / d t = A 一 (B + 」)x + 劣2刀 ,

d 夕/ d 公二 B 劣 一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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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A和B是正常数
.

文〔1〕证明了当B > 1 十 A、 (1
.

1) 存在唯一极限环而且是渐近稳定

的
.

文〔2〕利用计算机给出了 B r u ss el a t o r 极限环渐近解析式
,
该解析式的优点是逼近于

周期误差较小
,

缺点是渐近解图象有一部分在x 轴下方
,

这与实际情况不符
.

本文利用文〔3〕

一类哈密顿系统周期解的解析形式
,

利用两种简便方法选择其中的参数来逼近 (1
.

1) 的极限

环
,

得到的解析式在某些地方要优于文〔2〕的解析式
.

二
、

第 一 种 方 法

文【3〕讨论了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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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x 一 Zbg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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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方程是哈密顿方程
.

它有无穷条周期轨道
,

我们选择适当参数在这无穷条周期轨道中

找出一条轨道来逼近 (1
.

1) 的极限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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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三个实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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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解周期为

T 二 ZK (k) / 口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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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先给出第一种方法
:

设(1
.

1) 中心和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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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数值解结果可取定初值二。一协
, 夕。二 (f 一卿

。

)/2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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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参数
a ,

最终得到表达式 (2
.

2)
,

它将是(1
.

1) 极限

环的渐近解析式
.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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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种 方 法

方程 (2
.

功有一条异宿轨线
,

限制周期轨道变化区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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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也可得解表达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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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2〕解和我们解的比较见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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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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