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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首先介绍带参数微分方程边值问题的追赶法 (包括共扼方法及拟线性化方法)
,

然 后用追

赶法计算流体力学润滑方程定解问题的一个实例
.

其数值结果比较满意
。

一
、

带参数微分方程两点边值问题的追赶法

所谓带参数微分方程两点边值问题是求下述方程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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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 + d夕牙

左, (o )
} (2

.

1 9 )

当 m “ ‘

{l6 嵘(l) 卜 阴
月

,

2}< ‘ 终止迭代
·

由所求得的参数 D
。

及所缺少的初值条件头(0)
,

结合已给的初值条件 夕1

(0 )
, 夕2

(0)
,

于是得原方程 (2. 14 ) 的数值积分所需要的完整的一组

初值条件
,

从而解出方程组 (2
、

14 )
,

即带参数的非线性方程 (2
.

的第一式解出
.

(I ) 拟线性化方法
技第一节中所述的拟线 : 化方法将 ;卜线

J

、芳程组 (
泛

.

, ‘) 转化为如下的拟线性方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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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l(
· 十” = y梦

几十 ” ,

夕歹
“千” = 夕孑

“+ ”

g 梦
左+ ‘, = 一 ZR e 斧夕尹

, , 歹
儿+ ” + D 0(

‘十” + R e 关 [ , 矛
左, ]

“

(k二0
,

i
,

} (2
.

2 0 )

2
,

⋯ )

详细的算法见第一节
,

这里不再赘述
。

为了对共扼法与拟线性化方法的计算结果进行比较
,

给定边 值 条 件
: 刀1

(0 ) , 。
,

夕:

(0)

= 0 , 9 1

(i )二一 0
.

1 7 1 0 9 1 , , 2

(1 )= 0 ,

取积分步长 H = 0
.

0 5
,

选取所缺少的原始 迭 代 初 值

块(0) = 一 0
.

7 5
,

R 尹一 2
,

M 二 2 ,

瓜/h
。
= 2

,

经四次迭代结果如下
:

下丁由上可看出用共辘法和拟线性化方法所计算的结果很接近
.

以上所述是关于带参数的非线性方程 (2
.

9 )第一式的解法
,

至于其余的线性方程的解法

参阅第一节中关于线性边值问题 P
,

的共辆方法来求解
,

这里不再重述
。

至此
,

常微分方程组 (2
.

9) 全部解出
,

即润滑问题的方程 (2
.

2 ) 解得
。

根 据所求得的

压力分布 P(牙)
,

我们不难计算出惯性项对润滑流的承载能力牙的影 响
,

其结果与文献【4」中

所述的相一致
,

见图2 一 图中砰
2

是考虑惯性项的承载能力
,

砰
, 是不考虑惯性项的承载能力

.

图 2 惯性项对承载能力W 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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