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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对含转向点的微分方程边值问题建立了完全指数型拟合差分格式
,

证明了此格式具有一

阶一致收敛性
�

推广了 � �� ��
� 〔几〕的方法

,

简化了证明过程
�

数值结果表明本格式比 ��’��
〔二’

格式

要好
�

口 � ‘、 �

一
�, � 二生二

、 � � 仁二 �

� ���
� � � ‘’对无转向点的二点边值问题构造了一种完全指数型拟合差分格式

,

证 明了它的

解 以� ��� 阶关于
￡ 一致收敛于原连续问题的解

�

他的方法是对〔� 〕中的一致收敛差 分 格 式

的充分条件进行检验
�

对含转向点的 两点边值 问题

� 。�二�笼。� �, � 夕�二��
, 一 � �, �� � ��二� �一 � � , � �� ��

�

��

� �一 � �� �
, “���二 � �� � �

,
�� � � ��

�

� �

� � ��� � � �
‘,
研究了 �

‘

�劣�� � 的情形
,

得到了误差估计
�

� � � � � ��『“’研 究 了 � �� �� 吞戈 , � �戈�

二 � , 。� � 的情形
,
也得到了类似的结论

�

林鹏程
、

颜鹏翔
〔。,改进 了 � � �� � � 〔‘’的 证 明 方

法 � 证明了 ��
‘
�� 〔“’

格式对问题��
�

� � , ��
�

��当 � ���二 � , �
‘

�二�� � , 口�二�� 刀� �具有一阶

的一致收敛性
�

本文对含有转向点问题��
�

��
,

��
�

�� 构造了一种完全指数型拟合差分格式
,

并证明它的

解以 � �� �阶关于
。
一致收敛于原连续问题的解

�

本文的证明方法 比「〔� 〕中的方法要简洁得

多
。

最后的数值例子表明
,

本完全指数型拟合格式的解要比 �
产�� 〔“’

格 式的解更好地逼近于

原连续问题的退化解
�

二
、

连续问题解的性质

我们来研究以下两点边值问题
�

� � “二
�,
� �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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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 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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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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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分格式及其误差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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