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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讨论时间导数项含小参数的抛物方程
.

我们依B a x B 。亚。B

构造非均匀网格的差分格式
,

并证明了格式的一阶一致收敛性
.

给出了数值结果
.

关性词 差分格式 一致收敛 抛物型方程 非均匀网格

一 已1 性当
.

、 J . 厂万

本文讨论时间变量上含小参数
: 的抛物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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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

数 值 结 果

考虑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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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x p〔一 t / 。〕s in 汀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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