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计算方法>>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计算方法>>

13位ISBN编号：9787121114267

10位ISBN编号：7121114267

出版时间：2010-8

出版时间：电子工业出版社

作者：张世禄，何洪英 著

页数：226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计算方法>>

前言

　　计算方法是数学中的一个古老分支，自计算机问世之后，计算方法得到了飞速发展.计算方法是计
算（computing）学科各专业、数学各专业学生的必修课，也是不少理工专业学生的修课和选修课.考
虑到传统关系，主要考虑到课时关系，计算方法不包含有限单元法、快速Fourier变换等算法，也不包
含最优逼近、最优化算法，仍只由数值代数和数值逼近组成。
　　本书的特点如下.　　1.全书所有算法都用带计算过程和计算条件的数学语言描述。
　　计算方法主要是计算机使用的算法，计算机只能直接或间接识别人们用计算机语言编写的程序.程
序也是算法，是计算机使用的算法.程序设计就是将非计算机使用的算法翻译成计算机使用的算法.带
计算过程和计算条件的数学公式和计算机语言有一对一的映射关系，很容易翻译成计算机语言.　　现
有计算方法教材中，有少数算法是用自然语言描述的，例如解f（x）=0的对分法，求三角矩阵特征值
所用的对分法；还有些算法是用表格加算例表述的，例如牛顿插值多项式系数计，不少书中仅给出了
一个具体算例的差商表.一般的计算方法书中，绝大多数算法虽然都是用学公式表示的，但是未明确给
出计算过程和计算条件，不能直接翻译成计算机语言.将算法带计算过程和计算条件的数学公式表示，
不仅方便于程序设计，也便于手算。
　　2.纠正了一般计算方法中不当的提法和结论。
　　现行教材中有些提法和结论是有问题的，有些提法不准确，不能体现实质.例如，在解方程
组Ax=b的直接法的稳定性分析中，一般教材的结论是条件数condp（A）愈大，稳定性愈差，能体现
算法.本书的结论是，直接法的稳定性与算法有关，与方程组系数矩阵本身的特性有关，还与右端扰动
大小有关，但与系数矩阵的条件数没有直接关系.这样既弄清了高斯列主元消元法、全主元法为什么能
求解高斯消元法中所不能求解的问题或者误差很大的问题，又弄清了为什么平方根法、改进平方根法
要求方程组Ax=b中A的本身性能必须较好才能使用原因，这样提法才和算法有关.又如在求解f（x）=0
的牛顿法收敛性定理中，一般认为定理［f（a）f（b）0］理论性强，用处大，而定理在根的邻域内牛
顿法收敛且是二阶收敛实用性差.我们的结论正好相反，原因是牛顿法并不麻烦，但要鉴别一个二阶导
数不变号尚未见可行的数值算法.恰恰相反，后一定理的可操作性好，因为对任何求根区间，我们总可
以将之划分成等距的n等份，只要n充分大，任何子区间或者有一个根，或者无根，只要有根，该子区
间就是根的邻域，而且前一个定理只能在[a,b]上有一个根才管用，而后者可求所有根（单根）.再如在
讲逆幂法的功能时，不少书讲逆幂法的功能是求A按模最小特征值及对应特征向量，实际上应强调是
求1?A的按模最大特征值及特征向量为好.因为数学上只关心按模最大特征值.工程物理问题只关心固有
频率（基频），或许还关心次频、第三频，所对应特征值为最大特征值、次大特征值等.实际上逆幂法
并不单独使用，它总是和对称矩阵三对角化（镜面反射变换）对分法求指定特征值、原点平移配合使
用的，它所求的特征值是A经过原点平移后的最小特征值，而不是A的最小特征值，一般教材中过分强
调原点平移后会降低按模最大特征值和按模次大特征值之比，实际上原点平移可能改变特征值序号，
还可能增大二者的比，在数值计算中也只和对分法和逆幂法配合使用才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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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计算方法》比较全面地介绍了科学与工程计算中常用的计算方法，具体介绍了这些计算方法的
基本理论与实际应用，同时对这些数值计算方法的计算效果、稳定性、收敛效果、适用范围以及优劣
性与特点也做了简要分析。
全书共11章，主要介绍数值代数和数值逼近中常用的实用算法，书中的所有算法都用带计算过程和计
算条件的数学语言描述。
凡可以手算的算法都附有带计算过程的算例。
书中较为详细地介绍了变带宽压缩存储平方根法和压缩存储Seidel迭代法，并附有C程序。
书中所有算例的结果都用程序验证过，保证无错，书中有些内容是作者的科研成果。
《计算方法》可作为高等院校数学与应用数学、信息与计算科学、应用物理学、计算机科学等专业的
高年级本科生和工科硕士研究生使用，也可供从事科学与工程计算的科技工作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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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测试误差　　所有实际计算问题在计算前都有。
一定量的已知数据，这些数据绝大多数都是由仪器仪表测量出来的，所有仪器仪表都有测量精度，测
量精度决定于该仪器仪表的最小刻度或最小量度。
　　比最小刻度或最小量度小的部分只能用四舍五入法表示，由此带来的误差称为测试误差，测试误
差为该仪器仪表的最小刻度或量度的一一半。
例如木匠用卷尺或角尺测量家具长度，卷尺和角尺的最小刻度为1mm，测试误差为0.5 mm.测试误差实
际上就是最大测试误差，常用绝对值表示。
　　3.舍入误差　　所有工程物理问题的计算都不是人工完成的，而是计算机完成的，所有数都存放
在计算机的存储器里（对于较大型问题及数据较多的问题，原始数据先以文件方式存入外存储器，程
序运行时再读入内存器），存储器由若干字节组成，一个数可存放在一个字节里，也可存放在两个字
节里，还可存放在4个字节里，甚至可存放在16个字节里（4倍精度数）。
即使存放在16个字节里，也不可能存放无理数或超过16个字节所允许的长度的更长数，在计算机中，
整数或长整数是没有误差的，但实（型）数是用尾数和指数表示的，尾数中第1个数表示数符，指数
中第1个数为阶符，尾数和指数的数字（二进制）个数是有限的。
比尾数所容许的个数多的数后面的数字只能舍或入，若尾数（去掉数符）共k位，则对有k+1位数字（
后面介绍）的数的第k+1位用舍入处理（转换成十进制数后为四舍五入），对于阶比指数中所允许的
最大值还大的数，当阶符为正时，溢出当阶符为负时，以0表示，由此所产生的误筹称为舍入误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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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计算方法》特点：全书所有算法都用带计算过程和计算条件的数学语言描述，纠正了一般计算
方法中不当的提法和结论，强调实用和应用，对绝大多数（除压缩存储迭代法外）算法都给出了手算
算例，其计算结论都用程序做了验证。
增加了一些新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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