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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引入一个变换和选准试探函数，进行求偏导数运算，将非线性偏微分方程化为代数方程，然后用待定系数

法确定相应的常数，最后得到其解析解 )不难看出，这种方法特别简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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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引 言

寻求非线性偏微分方程的解析解和数值解一直

是广大物理学家和数学家致力于研究的重要课题，

目前虽然已经发展了许多比较成熟的方法［#—#$］，用

于求解非线性偏微分方程，但不能说解非线性偏微

分方程的任务已经完成，依然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
本文通过引入一个变换，只要选准试探函数，就

可简洁地求得非线性偏微分方程的解析解 )

& ; 基本思想

本文基于 >=?@/A=35 变换［##］和文献［#&］所提出

的“试探函数法”的思想，研究如下一类非线性偏微

分方程的解析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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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求解上述方程，引入变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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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和 %（#，"）为试探函数 )
只要试探函数 $（ %）和 %（ #，"）选得准确，就可

将非线性偏微分方程（#）化为代数方程，从而求解相

当简洁 )考虑到非线性偏微分方程一般为波动方程，

其解含有相位因子（&#/$"），因此，把试探函数 %（ #，

"）选为如下形式：

% C 5（ &#D$"）) （’）

至于试探函数 $（%）则应根据具体的方程灵活选择，

下面应用这个思想来求解几个非线性偏微分方程 )

’ ; 应用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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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取试探函数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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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 为待定常数 )
由（&），（’），（G）式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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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式代入（"）式得代数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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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使（!"）式对任意 ! 都成立，必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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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立（!!），（!’）式解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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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式代入（)）式求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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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双曲正割函数的定义，可将（!#）式化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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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式还可求得波速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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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取试探函数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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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8）—（’’）式代入（!5）式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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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式代入（!8）式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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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双曲正切函数的定义，可将（’5）式化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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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式还可求得波速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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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取试探函数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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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照前面相同的方法可求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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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再赘述 (
以上一些结果与文献［!!］的结果完全一样，说

明本文的方法是可行的 (

# (结 论

本文将 ?@AB>C@6, 变换法和“试探函数法”的思

想结合起来，通过选取准确的试探函数，简洁地求得

了一类非线性偏微分方程解析解 (这种方法是否适

用于求解其他非线性偏微分方程，试探函数的选取

是否有规律可循，值得今后进一步探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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