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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 黔 (清华大学)
:

关于 1 9 8 0 年第 3 期 《轴对称圆环壳的一般解》 一文中齐次解的衰减指数 几
,

想 指 出 一

点
:
之有无穷多个根

,

其一般形式是

元= 士〔(刀+ i下) + m i」
,

。 = O ,

士1
,

士 2.
· ·

⋯

在文中 (2
.

3) 式里 C
,

有非零解的充分必要条件是其无穷阶的系数行列式 △(劝 二 0
.

由 这 个

无穷阶行列式
,

很容易看出并证明△(幻以 ‘为周期
.

回到齐次解 犷二 。丸甲

乙 C 声
‘

时
,

当指 数

用另一个根 护 = 久+ mi
,

则 犷 = e( “”
‘, ’

乙 C 声” = 尹
’

乙 C 谓卿
,

其中 益= m 十 。
.

可见 还的

二
~ co 为一 ~ 团

无穷多个根对应的齐次解完全相同
.

只须求出其中一个根
.

文中所求的 之值正是最小根
.

上

述结论与细环壳是一致的 (参看清华大学学报 1 9 7 9年第 1 期 《轴对称圆环壳的复变量方程和

轴对称细环壳的一般解》 )
.

在细环壳中

还= 士(刀+ m i)
,

。一 O
,

士1
,

士2.
· ·

⋯

考虑到上述观点后
,

计算指数 几并不困难
.

陈山林 (清华大学)
:

文 【幻 轴对称圆环壳方程的齐次解为

犷 = e 浇中

乙 C
. e ’”,

假设特征指数 久已经确定
,

则 C
,

可按文 仁1 」的 (2
.

3 a) (2
.

3 b) 式计算
.

不失一般性
,

仅考查
n > o 的情形

,

并取 C
。
= 一 1

.

取系数 C
,

的前 N 项
,

则 (2
.

3a )式可改写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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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凡00C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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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本文见本刊第一卷第三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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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a

一
“一令

〔“+ ‘(n 一 ‘, , 〔“十 ‘(。一 2 , 」

b
:

= (久+ f刀)
,

( 3 )

‘

�..........、廿...........
.

d
.

~ 一 “+ 止孕
~

艺
以 + f( n + 1 ) 〕[几+ 泣( 。 + 2 ) ]

(。 = 1
,

2 ,

⋯
,

N )

实际计算中
,

对于足够大的 N
,

可取 ( 2 ) 式 中
,

C N * , 一 。 我们将讨 论 忽 略 一 d N C、
;

项对

C
,

计算带来的误差
.

2 采用众所周知的追赶法计算 C
,

略去 C N + ,

项
.

按追赶法程序
〔幻 ,

如记

刀
, = b , ,

刀
, 十 , = b

a 二 十 一
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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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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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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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
, (儿一 N 一 1

,

⋯ 2
,

1 ) ( 6 )

如果保留舍去项
,

且记 或
、

C 二为对应的准确值
,

则可得

、、、J/

十

,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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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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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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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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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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丛q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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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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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2
,

1 ) ( 8 )

3 设 C 二与 C
。

的相对误差为 乙
, ,

即

} C 二一C
。

( n = 1
,

2
,

⋯
,

N ) ( 9 )

由 (5 )一 ( 8) 式
,

可以算得

当 N 足够大时
,

可取

如 一

卜
一

且潇上 {
一 }会

一
ck+

:

{

豁
一

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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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
,

由于级数 ( l) 的一致收敛性 【1 1 ,

可以
汕

} c 、
十 ,

荡 } C , !
,

于是 ( 1 0 ) 式为

6、、 }C 、 } ( 1 1)

一般情况
,

可算得

} d
.

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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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

I 卢
。

C 二
+ , 一 C

。 * ,

C
。

} d
.

C
, ‘ ,

{
。

~ {一一兀一
·

若
产

1 口
. ‘ .

i 卢
,

七
。

-



关于
“
轴对称圆环壳的一般解

”

一文的讨论

引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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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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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

我们可以适当选择 几
,

使得 }C
。

}( !C
。

}~ 1 于是
.

当 : 较大时
,

可以认 为 }二
+ ,

}《 1
,

1令卜
1

,

因此 (1 2 ) 式为

d
.

幻 {C
, + 、

}己
。, 、

(1 3 )

上式对于较大的 n 是较准确的
,

当 n 较小时
,

也可沿用作为近似估计 式
,

于是 (1幻 式 中 打

二 1
,

2..
·

N 一 1 最后
,

有

占, 、 !C 二 {

占
。

、 }C
, + :

!氏
+ 、

(, 一 1
,

2 ,

⋯N 一 i ) (1 4 )

当 。< O 时
,

可类似得到

d
_ 二 岛 IC

一 , l

占
。

“ }C卜
,

!占
。 一 ,

(n 二 一 z , 一 2
,

⋯
,

一 N + 1 ) (x s)

注意到 {C
。

I《1 ,

显然有 氏( 氏
, ,

(n > 0) 及 氏( 氏
一 ,

(n < O) 这对于保证 C
。

的计算精 度 无

疑是有利的
,

因为当 占纫 随着 N 的增加而减小时
,

己
,

的减小对所有的
n
都是

t

一致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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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伟长 (清华大学) :

黄黔同志所述各点和作者在细环壳理论中所述基本相同
,

但在计算 久的虚数部分时
,

必

须予以十分注意
,

这一点是重要的
.

陈山林同志所述的收敛证明和误差估计在计算各级系数时是有用 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