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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利用待定系数法讨论了求解一类二阶常系数微分方程的特解#得到了求解该类问题的一般公

式#并给出了证明和算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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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解二阶常系数线性常微分方程是常微分方程和高等数学的一个重要内容#而教材中介绍的方法主要

有比较系数法.复数法.拉普拉斯变换法与常数变易法等*#LB+

+但是这些方法的运算量都比较大+对一类特殊

的二阶常系数非齐次线性常微分方程#给出一种直接求特解的一般公式#将使得求特解变得更容易#学生更

容易掌握该方法+

二阶常系数非齐次线性常微分方程的一般形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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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确定的实常数"时求特解的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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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明(为求非齐次方程!#"的一个特解#用复数法先求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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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式!E"!B"和!C"代入方程!#"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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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定理 # 可以直接得到方程的特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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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定理 # 可得到方程的特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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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由叠加原理知#原方程的特解为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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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得到类似的结论#原方程的特解 3

(则可由以下定理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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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由于考虑的是二阶常微分方程#因此不可能出现复重根的情况%

证明过程和定理 # 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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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待定系数法和比较系数法#推导出求解一类二阶常系数非齐次线性微分方程特解的一般公式#并

用理论和实例证明了该算法的正确性#该算法的优点是计算简单#使学生更容易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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