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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方程求根公式及其推导

王运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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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利用分式线性函数在� 。
处近似����而导出一种求方程����� 。的根的迭代公

式
，
它的变形包括�

����方法
，
在一定的条件下证明了二阶收敛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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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仅讨论一维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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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不妨取�� 。 ，

则由上述系数所构造的分式线性函数即为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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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分式线性函数是一非线性函数
，

但它有线性函数的特点
，
即它的根可以直接解

出
。

因此用它做为��� � � �的近似方程以得到近似点是最合适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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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定条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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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算法是二阶收敛的 证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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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这里的迭代公式 � � �仅仅在分每第二项 上有一常数之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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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好为此文所得 之 公 式 � � �，

� � �时
，

为� ����公式 �� �
。

又由 〔 � 〕 可知��� ��方法具有三阶收敛速率
，
可以设想这

里的方法 ���也应具有较好的收敛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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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

一般情况下可以获得较好的收敛速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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