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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细长扩展梁问题的有限元法�

章迪平�， 潘士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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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分析了奇异摄动两点边值细长扩展梁问题的一种有限元方法，并获得了收敛定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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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讨论了下面细长扩展梁问题的一种有

限元解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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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6��（�），���（�）6��（�）��，且����

��（�）���，������当���时，得到不同的误

差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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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是原问题的有限元解�结果表明：用上述有

限元法求两问题的近似解时，得到的数值解会出现

“��(7���”，且)4问题的数值解出现“4�(7���”现象

要比��问题的数值解出现的“��(7���现象严重	

作者在同一条件下，对)4问题及��问题给出

另一种有限元解，所得结果优于文献［�］的结果�

! 准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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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在�������范数意义下�	�

（�）的完备函数空间�

为了书写方便，若�
［�，�］，则在后面省略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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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表示� 上的分段三次�������函

数空间，对���［�，�］，定义局部逼近空间�（��）

是由�（�，�）中在��上紧支撑的函数所构成的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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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标准误差分析技术［�］，可以直接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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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利用（��），就可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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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标注�按“标注”按钮弹出标注窗体，先

输入标注文本，再用鼠标点击定位�

�）打印输出�

�）清空数据，重复上述步骤（输入第二组数

据），生成“车刀冷却曲线”（步骤�，选“否”）�

�）重复步骤�（“设置”为折线图），叠加“车刀

间断工作时热变形折线图”�三图叠加后的结果如

图�所示�

� 结 语

本系统能将实验数据快捷、准确地生成二维图

线，节约了人力和时间，提高了工作准确性，不失为

一个实用的辅助工具�程序结构清晰明了，操作简

单，使用的��编程比较容易掌握，便于进一步功能

扩充或改装�由于其数据管理部分与图线生成、数

据打印部分相对独立，只由数据库联系，因此，可将

它稍作改进后作为一个功能子系统附着于其它系统

图� 车刀热变形实验数据图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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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上，如自动采集数据后存入数据库，需要时用它

进行数据图线化处理和打印数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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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理�表明，��问题和��问题的准确解同样

能较好地被数值解逼近，从而较好地解决了文［�］

中求解��问题时出现的“ �!	"#”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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