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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 号 四 总 分

分 数

得 分 评卷人
一、单项选择题(每小题4分，共20分)

匣三口1.二一3.141592653⋯的五位有效数字，它的绝对误差限是二的左起第五位的半个单
位，即绝对误差限是( ).

0.0005

0.000005

B. 0.00005

D. 0.0000005

A

C.

_ (x1 +2x2 +x3一。
瞪且 」2·用列主元消去法解线性方程组}2x,十2x2十3x3 =3作第一次消元后得到的第三

                                                t一x】一3x2=2

个方程是( )。

A.一x2 +x3“2

B.一2x2 +x3 =3

C. x2一0. 5x3“一l. 5

D.一2x:十1. 5X3=3. 5

、3.···-······⋯⋯{
x1 +2x2一2x3“1

x1-+2-x3=3 的迭代公式中

2x,+2x:十x3=5

x妾k+1)=( )(k=0，1,2，⋯).

A. 3一斌k) +xck)3

C. 3一x护+‘’+x梦，

B. 3一x(k) +x(k+1)1         3

D. 3一x护千‘’+二;k+1)



瘾州 卜已知当x=1,2
f(1)一f(2)

时的函数值为f(1),f(2)时，则厂(1)}

                        B. f(2)一f(i)

合〔，“，-}- f<2)] D.喜[f (2)一f(1)]
          乙

A.

C.

藏不门。.取*一。.2，用欧拉法求初值问题丁了_一‘y(0-<-x<0. 6’在二一。.。，。.、，。.。处的数
— ly(o)=1

值解的公式yk+i =

A.(1+0. 2x,) yk

C. y*十xkyk

),k=0，1,2.

B. y。十0. 2xkyk

D. (0. 2十xk) yk

得 分 评卷人
二、填空题(每小题4分.共20分)

{画口6.要使俪一‘.472135⋯的近似值的相对误差限小于0. 1 0 o，则近似值至少要取

位有效数字.

匣王口7·设近似值x1 ,x2的绝对误差限分别为。(xl),e(x2),则。(x, x,)=

_ 干‘
'h 3}  18.“线”方程”AX=“的系”矩阵“A一0.

                                                            四.

      0.75

75  1

0. 75

0. 75}那么雅可比迭代矩

75  0.75        1

阵Bo=

匣亚口9.已知数据(1, 3.8),(2, 7.2),(3, 10)，用拟合曲线拟合这些点，计算得法方程组

匣王口10.用牛顿法求方程f(x)一。A[a,b]内的根，已知/f (x)-A[a,b]内不为。,f"(x)在〔。，习

内不变号，那么选择初始值xo满足

，则它的迭代解数列一定收敛到方程_f (x) =0的根.



得 分 评卷人
三、计算题(每小题15分，共30分)

匣亚] 11.已知函数值f(0)=6, f(1)=10, f(3)=46, f(4)=82,f(6) =212，求函数的四阶
均差f(0, 1, 3, 4, 6)和二阶均差f(4, 1, 3).

匣亚]12·设求积公式分(二，dx-̂.-A,f(一，+A, f(0) +A2 f(a，试求待定系数Ao,A,
A:使得该求积公式的代数精度尽量高.

得 分 评卷人
四、计算分析题(每小题15分，共30分)

f'}州 }13.用弦截法求方程x - si。一。.5=0在〔1.4,1.6〕之间的一个近似根，满足

  I --k+1 -xk I <0. 01.保留4位小数.

0州 卜.
夕二x一y十1

已经计算得 x=0. 4时，

y(0. 4)--1. 0704，求x=o. 8

          ty(o)一1

处的数值解.保留4位小数.

用四阶龙”一库塔法求””“问题{
已知四阶龙格一库塔法

公式为K,
                              1， 。h

= f (xk，yk),K2=flx*十-;;-h，y*十 .万Ki), K3
                                                                    白 自

            1， .h
= flx;十o h，yk卞 W K2)，

                            乙 乙

‘;=f(xk+h,yk+hic3), yk+1
        h， .‘

=y*十飞犷kKl十Lice
                  v

T-2K,+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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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单项选择题(每小题4分.共20分)

1. B 2. D 3. C 4.B 5. A

二、填空题(每小题4分.共20分}

6.3

7. I X2}e(x,)+ !x,}e(x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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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f(xo)f"(xo)>0(或f(xo)与f}(xo)同号)

三、计算题(每小题15分，共30分)

    11.解:计算均差列表给出

x& f(xk) 一阶均差 二阶均差 三阶均差 四阶均差
0 6

1 10 4

3 46 18 14/3

4 82 36 6 1/3

6 212 65 29/3 11/15 1/15

(11分)

                      1

J火U，工，S，任，。)=15

_f( 4f ，1，3)=6 (15分)

    87



12.解:因为有三个待定参数，至少列出三个方程，令f(x)=1,x,x2，代人求积公式，得到

2a=A,+A，十AZ

0=一Aoa+A2a
(6分)

2a3
一二:-= H na- rt A 2a"
  3

4a
一3’

解得Ao =A2=尽，A，=
    d

(9分)

求积公式为扮(二)dx ti答If(一a)+4f(0)+f(a) ]J
(13分)

当f(x)二x3，使得求积公式精确成立，故该求积公式具有3次代数精度. (15分)

四、计算分析题(每小题 15分，共30分》

13.解:设f(x) =x一si二一0.5，取xo=1.4,x1“1.6，由f(1.4)二一。。0855<0, f(1. 6)

=0. 1004>0，故f(x)=0在〔1.4, 1.6〕内有根. (3分)

弦截法的公式为:x.+1 =x。一     了(x�) ，____ 、 ，_，。
兀币二万不巧}-tnxn-1) 工。一‘少八”一土’‘ ⋯)(6分)

于是，代人函数了(x)，本题有迭代公式 x�+1 =x.一
x二一sinx。一0.5

x，一x，一1一sinx，十sinx。一1
(x，一x，一I)

              1.6一sinl. 6一0.5
= l. b一 二-言一-二一气尸---，-下一气丁气~~二-丁~.ll

              1. b一 1.4一 sln l. b，一sln l. 4
6一1.4)= 1.4919

}x2一    x1}=。.1081，不满足精度要求.

当n=2时，

(10分)

4919一
    1.4919一sinl. 4919一0. 5

丁--气气丁:，:--.弋，-二--- 二~代尸一叮气:二叫弋尸气一-丁-竺丁--二11
1.4919一 1. 一 sinl. 491，十 sin!. ti

4919一1. 6)“1.4970

I x,一x2!=0. 0051，满足精度要求.

所求方程的解为x' --1. 4970

14.解:h=0.4,x,=0,y,=1，

K1 =x*一yk+1

ice = xk +o. 2一y*一0. 2K, +1

K, =.-k +0. 2一y*一0. 2K2+1

(15分)



as=xk+0. 4一y;一0. 4/C3+1

已知x, =0. 4,y, =1. 0704时，求当x2 =0. 8时，y:的值

a, = x，一yi+1=0. 4一1. 0704+1=0. 3296

Ice =x, +0. 2一yi一0. 21c,+1=0. 4637

a3 =xl +0. 2一y，一0. 2K2+1=0. 4369

Ka =xi +0. 4一yi一0. 4K,+1=0. 5548

            h，
y2 =yI+于(IC, +2K, +2K,+。)
护‘ J二’6、“且’一“乙’“几3’几4产

(5分)

(12分)

      _，_，，0.4，_____ _._ ___._

一1.。/U4一6 kU. Jz9b一Z x 0. 463'/+Z X 0. 4369+0.5548)=1.2494 (1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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