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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阶精度的群速度直接控制紧致格式

及其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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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差分数值解产生非物理振荡的直接原因是在于非均一的波群的群速度，因此本文利用直接群速度控制

的方法重新构造具有六阶精度的紧致型差分格式，以达到改善激波数值解的目的。对所构造的格式的精度及

数值解随控制参数变化的行为进行了分析。最后文中给出了一些典型算例，证明了文中所构造的格式具有方

法简便，物理含义清楚，精度高，网格基架点小，和捕捉激波能力较强的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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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 言

我们知道，即使初始条件是光滑的，气动方程

的解随着时间的推移解中也可能有间断产生［#］。

因此对激波的捕捉便成为计算流体力学的一个重

要的研究内容。本文的目的即希望能在激波捕捉

的方法上进行一些有效的探索。

近年来，在改善激波附近数值解的分辨率方

面已取得了很大进展，如 U8G 格式，[*> 格式，

*I8G 格式，6Q, 格式等［#］，此外还包括马延文和

傅德薰提出的高精度迎风紧致型格式［!］。这些格

式均有着较高的精度和激波分辨率。但是存在着

这样一个事实，即利用通常的高于一阶精度的格

式求解激波问题时，在激波附近的数值解中总有

非物理的振荡产生［)，4］。事实表明这些格式仍没



能很好地解决激波附近的数值解中产生非物理振

荡的问题，且它们多为传统型的差分格式。

分析可知，数值振荡产生的直接原因是在于

非均一的波群的群速度［!］。最近，马延文和傅德

薰 提 出 了 群 速 度 直 接 控 制 的 四 阶 精 度 紧 致 格

式［"］，并证明该格式有着很好的激波捕捉能力。

作者在这个思想基础上，从六阶精度的紧致格式

和五阶精度的迎风紧致格式出发［#］，引入一个函

数用以控制数值解的群速度，构造了具有六阶精

度的群速度直接控制紧致格式，使得在激波之前

格式为慢型，而在激波之后格式为快型，以完善激

波解［$］。

本文格式具有方法简便，物理含义清楚，精度

高，网格基架点小，和捕捉激波能力较强的优点。

比如与典型的捕捉激波的 %&’ 格式相比较，%&’
格式是一个五点格式，在一般区域具有二阶逼近

精度，而在极值点和拐点只有一阶逼近精度［(］。

本文所构造的格式也是一个五点格式，在一般区

域却可达六阶精度，在极值点和拐点也还具有五

阶精度。

文中进一步对所构造的格式的精度及数值解

随控制参数变化的行为进行了分析，最后给出了

部分算例。

! 依赖于自由参数的紧致差分

考虑如下的模型方程及其对应的半离散化方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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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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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和$是自由参数，并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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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 为加入的耗散项。显然，在（0）式中，

若$1 )，当取##) 时得到六阶精度的紧致差分

格式，当取#1 2 ( - " 时得到五阶精度的迎风紧致

差分格式。

" 直接群速度控制紧致格式

对于自左向右运动的 345 激波，其左侧称为

波后，其右侧称为波前。如果在波前使用慢型格

式，而在波后使用快型格式，那么激波解将得到改

善。通过以上的分析，当取#值为零或较小时格

式为慢型，当取#值较大时格式为混合型，但总

的呈现出快型格式的特性。为了实现这一目的，

将格式（0）写成如下的守恒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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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 ’ " %#）称为激波结构函数。显然，在一

个自左向右运动的 ()* 激波的左侧有 ((（ )# ’ " %#）

+ $，在其右侧有 ((（ )# ’ " %#）, $。当取 ((（ )# ’ " %#）

+ $ 时，"取较大值，格式在波后主要呈现快型格

式的特性，当取 ((（ )# ’ " %#）, $ 时，"取零或较小

值，格式在波前呈现慢型格式的特性。由此即达

到了改善激波数值解的目的。

! 差分格式的精度分析

通常有两种分析方法，-./012 级数展开法和

3142562 分析法。本文即从这两个方面对问题进行

讨论［#］。

! "# $%&’() 级数展开法

首先讨论在一般区域，即不过极值点或拐点

时的格式精度。

先来看（%）式。我们知道函数 37 ’ "和 87 ’ "在 7
点的 *+,-./ 级数展开表达式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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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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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此类推，可得到其它各点的函数在 7 点的 *+,-./
级数展开表达式。将它们代入（%）式，并对比该式

的左右两边后可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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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格 式（%）的 逼 近 精 度 的 量 级 是 :（!";!）’ :
（#";!）。由（<）式和（=）式知道，在解的光滑区有：

"# ’" %# 2 #! ，$# ’" %# 2 #!
即： " 2 #! ，$ 2 #!
则（"%）式可写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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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在一般区域，格式（%）在光滑区具有六阶逼近精

度。至于（!）式，它是（%）式的守恒形式，具有同样

的逼近精度。

下面再来分析一下在极值点或拐点附近的格

式精度。

观察（?）式，显然，在过极值点或拐点时，@@
（47 ’ " A #）将改变自己的符号。因此，在极值点或拐

点!7 ’ " A # 或!7 B " A # 中 有 一 个 为 零，同 样#7 ’ " A # 或

#7 B " A #中也有一个为零。这里只讨论方程（"）中 C
+ $ 的情况。设!7 ’ " A # D $，!7 B " A # + $，且取!7 B " A # D
!，!为常数；同样可设#7 B " A # D $，#7 B " A # + $，且取

#7 B " A # D#，#为常数。此时（!）式变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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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地，对（"!）式在各点进行 -./012 级数展开后

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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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式 的 逼 近 精 度 的 量 级 是 :（!";9）’ :
（#";9）。同样地由（<）式和（=）式知道，在解的光

滑区可将（">）式写为：

0#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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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式和（">）式，说明在极值点或拐点

附近，格式（%）和（!）在光滑区发生了降阶，由六阶

精度降成了五阶精度。

! "* !"#$%&$ 分析法

也就是对数值解的行为进行分析。

首先讨论在光滑区数值解的行为与自由参数

!及#之间的关系。这里只讨论（"）式中 C + $ 的

情况。设 8 D C4，取初值为：

)（!，3）& 6;E（ 45!） （"?）

则（"）式的准确解为：

)（!，3）& 6;E［ 45（! $ 63）］ （"=）

取初值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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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式的准确解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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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 & 5#!
若设： 0# & 845!#
其中：

78 & 7/ ’ 474 ， "# & 845!#
并将之代入（%）式，则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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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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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得到：

() " !·& # %·’
!+ # %+

(* " !·& $ %·’
!+ # %+

’（!）"
+(*（!）

+













!

（+-）

其中：./（!）反映了数值解的耗散特性，.(（!）则与

数值波的传播方向有关，0（!）为群速度［+］。对于

模型方程（&）的准确解，有 ./（!）1 ’，.(（!）1!，0
（!）1 &。根据以上表达式，分别作出在不同自由

参数"和#的情况下，数值解的 ./（!），.(（!）和 0
（!）随!的变化曲线，并与对应的准确解进行比

图 & #1 ’ 时 ./ 随!的变化曲线

,*- .& /01 23)41 56 ./ 47)8*9- :*;0!:019#1 ’

较。图 & 2 图 , 分别给出了在#1 ’ 时，在不同的"
取值条件下，./（!），.(（!）和 0（!）随!的变化曲

线。图 - 2 图 " 则分别给出了在"1 ’3+ 时，在不

同的#取值条件下，./（!），.(（!）和 0（!）随!的变

化曲线。

由图 & 2 图 , 可以看出：对于低波数和中波

数分量，数值解有着很好的逼近精度。随着波数

增加，数值解偏离于准确解的程度加大，从而导致

对应于不同的波数分量，在数值解中产生了错位，

随即产生了非物理的振荡。其中群速度 0（!）随!
的变化曲线反映了高波束的这种非物理振荡的传

播速度。随着"取值的不同，差分格式所能模拟

的波数范围也有所不同。当取"值为零或较小

时，高波束的传播方向与物理波的传播方向相反，

格式表现为慢型；当取"值较大时，高波束有两种

传播方向，但总体上与物理波的传播方向一致，格

式是混合型的，但总的呈现为快型。因而可通过

参数"来控制数值解的群速度，使得激波前后满

足对不同类型格式的要求。同时，高波数所对应

的 ./（!）很大，即满足了格式的耗散性要求，因而

使得这些难以控制的高频波有着很小的幅值，抑

制了数值误差的增长。

图 + #1 ’ 时 .( 随!的变化曲线

,*- .+ /01 23)41 56 .( 47)8*9- :*;0!:019#1 ’

图 , #1 ’ 时群速度 0 随!的变化曲线

,*- ., /01 23)41 56 0 47)8*9- :*;0!:019#1 ’

图 - 引入耗散项时 ./ 随!的变化曲线

,*- .- /01 23)41 56 ./ 47)8*9- :*;0!:019#!’

在实际计算中，为了使激波附近的解具有较

’’+



图 ! 引入耗散项时 "# 随!的变化曲线

!"# $! %&’ ()*+’ ,- "# +.*/"0# 1"2&!1&’0"!$

图 % 引入耗散项时群速度 & 随!的变化曲线

!"# $% %&’ ()*+’ ,- & +.*/"0# 1"2&!1&’0"!$

好的光滑性，往往需加入耗散项，以增加格式的耗

散。为了说明问题，在此仅讨论#’ $() 的情况

下，随参数"的不同数值解的行为所发生的变化。

图 * + 图 % 说明：随参数"值的增加，高波数

对应的 ",（!）在增长，即格式的耗散性有所增加。

对比图 - + 图 . 和图 * + 图 %，进一步知道对于适

当的"值，格式的精度并没有受到影响，却能使难

以控制的高波数对应的 ",（!）有所增加，从而更

好地抑制了它们的幅值。

进而再分析在极值点和拐点附近数值解的行

为。同样可求出对应于（-!）式的 ",（!），"#（!）和

&（!），分别给出在不同#和"情况下的 ",（!），"#

（!）和 &（!）随!的变化曲线，并与对应的准确解

进行比较。图 / + 图 0 分别给出了在"’ $ 时，在

不同#取值条件下，",（!），"#（!）和 &（!）随!的变

图 0 "’ $ 时变点处的群速度 & 随!的变化曲线

!"# $0 %&’ ()*+’ ,- & +.*/"0# 1"2&!1&’0"’ $

化曲线。图 -$ + 图 -) 则分别给出了在#’ $()
时，在不同"取值条件下，",（!），"#（!）和 &（!）随!
的变化曲线。

对比图 * + 图 % 和图 -$ + 图 -)，分析可知：在

变号点附近，格式有着很好逼近精度的波数的范

围减小了，即格式的精度降低了；同时还说明格式

-$)



图 !" 引入耗散项时变点处的 #$ 随!的变化曲线

!"# $!" %&’ ()*+’ ,- #$ +.*/"0# 1"2&!1&’0"!"

图 !! 引入耗散项时变点处的 #% 随!的变化曲线

!"# $!! %&’ ()*+’ ,- #% +.*/"0# 1"2&!1&’0"!"

图 !& 引入耗散项时，变点处的群速度 ’ 随!
的变化曲线

!"# $!& %&’ ()*+’ ,- ’ +.*/"0# 1"2&!1&’0"!"

（(）和（)）中耗散项的引入，并没有影响到精度，却

能更好地抑制高波数的幅值，达到改善激波数值

解的目的。

进一步从所构造的格式可以看出，该格式的

精度较高，在一般区域具有六阶精度（在极值点和

拐点附近降为五阶精度），且所需网格基架点小

（只有五个点）。通常的 %34 格式在一般区域只

具有二阶精度（在极值点和拐点附近降成一阶精

度），但也需五个基架点。后面的算例可进一步证

明，本文方法对激波有较强的捕捉能力。

! 算 例

为了验证上文所构造的差分格式是一种具有

高精度的，能够提高激波附近数值解的分辨率的

格式，将在这一节中给出一些典型算例。首先简

要说明一下求解一维欧拉方程的数值方法。在时

间方向上采用三步三阶精度的 5)0#’67)22. 方法。

在空间上，先对流通矢量进行 82’#’*69.*:"0# 分

裂［*］，再利用式（)）求解一阶导数。

! "# $%& 模型的计算

求解一维的欧拉方程。计算区域 ;"［"，!］。

初始条件为：在区域［"，"+)］，< , !，! , !，) , "；

在区域［"+)，!］，< , "+!，!, "+!&)，) , "。计算网

格点 = , !""。图 !( - 图 !) 给出了在 2 , "+!. 时

刻压力、密度以及速度的分布。通过与标准的

/0’ 解进行比较，可以看出，在激波和接触间断

图 !( /0’ 模型的压力分布

1%23!( 456 78$96 :; <$6==8$6 :; /0’ >:?6@

&"&



图 !" #$% 模型的密度分布

&’()!" *+, -./0, 12 3,45’67 12 #$% 813,9

图 !: #$% 模型的速度分布

&’()!: *+, -./0, 12 0,91-’67 12 #$% 813,9

图 !; 对 !" < = #> 时的定常激波解

&’()!; *+, 519.6’145 12 6+, 56,?37 5+1-@
?6 !" < =A>

附近压力和密度的分辨率是很好的。

! "# 一维定常激波解的计算

同样是对一维欧拉方程进行计算。求解域 $
!［>，!］。设 % <!，&，’，则初始条件为：在 $!

［>，>A":］区间，% < 均匀来流；在 $!［>A":，>A::］

区间，% < 线性插值；在 $!［>A::，!］区间，% <

图 !B 对 !" < CA> 时的定常激波解

&’()!B *+, 519.6’145 12 6+, 56,?37 5+1-@
?6 !" < CA>

图 !D 二维激波反射问题 ( < >A=:，>A:，>AB: 时

的压力分布

&’()!D *+, 3’56/’E.6’14 12 F/,55./, ?6 ( < >A=:，

>A:，>AB: 21/ 6+, =G% 5+1-@ /,29,-6’14

图 !H 二维激波反射问题 ( < >A=:，>A:，>AB: 时

的密度分布

&’()!H *+, 3’56/’E.6’14 12 3,45’67 ?6 ( < >A=:，

>A:，>AB: 21/ 6+, =G% 5+1-@ /,29,-6’14

利用 IGJ 关系式。计算网格点 ) < !>!。图 !; K

C>=



图 !" 分别给出了 #$! " #$% 和 #$! " &$% 时的

计算结果。其中图中所示的压力分布表示的是压

力比 % & ’!。对比可知，#$! " &$% 时的压力比

是比较大的。

! "# 二维激波反射问题

求解二维的欧拉方程。计算域 (!［%，’］，)
!［%，(］。激波入射角取! " #)*，来流的马赫数

#$! " #$)，计算网格 ( * ) " (%( * +(。图 (, 和

图 () 分别给出了 ) " %$#+，%$+%，%$-+ 时压力和密

度随 ( 的变化曲线。可见，本文的格式对于激波

的分辨率是很好的。

$ 结 论

本文利用群速度直接控制的方法构造了具有

六阶精度的紧致型格式。该方法有着精度高，所

需网格基架点少，对激波捕捉能力强和应用简便

的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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