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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拙作《数值分析简明教程》（后文简称《简明教程》）自1984年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以来，迄
今已过去了19个年头。
这期间年年重印，累计已发行30余万册。
作者衷心感谢关注、支持本书的广大老师和同学们。
. 　　承蒙高等教育出版社垂爱，今又推出第二版。
同初版比较，新版正文始终未作大的变动，只是新添了“例题选讲”部分，希望这些资料能更加有利
于读者自学 　　本书追求简明。
数值分析的基本内容是数值算法的设计与分析。
本书坚持这样的观点：对于数值微积分，无论是算法的设计还是算法的分析，其高等数学的基础都是
泰勒公式：一些学术界同行评价本书是“泰勒公式包打天下”。
这种说法是中肯的。
 　　微积分的发明是人类智慧的伟大发展。
什么是微积分？
华人数学家项武义先生精辟地指出：“俗语常常用‘程咬金三斧头’来笑话一个人的招式贫乏，那么
微积分可就只有‘逼近法’这一斧头了！
可是逼近法这一斧头却是无往不利、无坚不摧的！
学徽积分也就是要学会灵活地运用逼近法去简化和解决实际问题。
”（项武义著，微积分大意，人民教育出版社，1978年版） 　　微积分的精华是逼近法。
逼近法的精髓是泰勒公式。
作者在编写数值分析教材的过程中始终坚持这一指导思想。
 　　本书的宗旨是追求精简实用。
关于教材的“简明”，不同时代有不同的内涵与需求。
本书的原型是1978年出版的《工程数学——计算方法》一书。
该书自1978年元月“接受任务”到当年5月在上海通过评审，其出版过程是仓促的。
在上海审稿会上。
参与审稿的诸位先生协助弥补了书稿中的不少缺陷与不足。
西安交通大学游兆永先生在会上建议增补有关曲线拟合方面的内容，并亲自赶写了一份材料附在书后
；后来，作者将这份珍贵的“附录”稍加充实，改写成“曲线拟合的最小二乘法”一节纳入《简明教
程》一书的正文，留作永久的纪念。
 　　正如“初版前言”所指出的，《简明教程》一书得以顺利出版，完全仰仗游兆永先生的鼎力支持
。
游先生以其崇高的威望和博大的胸怀，无微不至地关怀爱护《简明教程》这本小书的命运。
在本书再版的今天，作者深切地怀念良师挚友游兆永先生。
 　　20多年前使用计算机还只是少数人的“专利”，而今己广泛普及，人类已进入信息化时代。
新的世纪新的时代 数值分析（计算方法）教材也应做到“与时俱进”。
作者对《数值分析简明教程》一而再地重版感到忐忑不安，真诚地期盼数值分析（计算方法）的教学
体系今后会有更为新巧的构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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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高等学校教材·数值分析简明教程（第2版） 》在第一版的基础上，经过补充、修改而成。
原书已发行30余万册，深受读者喜爱。
本版继续保持了原书内容精练、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的突出特点，在编排上贯穿了数值算法设计与分
析的思想。
为方便读者深入掌握有关内容，同时为“数值分析”的习题课提供参考资料，第二版新增了“例题选
讲”部分，提炼、归纳了数值分析中最重要的一些方法，并对若干例题进行了解析，使《高等学校教
材·数值分析简明教程（第2版） 》增添新的特色。
　　《高等学校教材·数值分析简明教程（第2版） 》可作为高等院校理工科专业学生的教材，亦可
供工程技术人员阅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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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科学技术的发展提出大量复杂的数值计算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不是人工手算（包括使用算盘以
及计算器之类简单的计算工具）所能胜任的，必须依靠电子计算机。
用电子计算机进行这种科学技术计算的工作，称为科学计算，或简称电算。
　　科学计算的应用范围非常广泛，国防尖端的一些科研项目，如核武器的研制、导弹的发射等，始
终是科学计算最为活跃的领域。
今天，科学计算在工农业生产的各个部门也正在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
　　例如，气象资料的汇总、加工并求得天气图像，这方面工作的计算量大而且时间性强，要求电子
计算机作高速或超高速运算，以对天气作出短期及中期预报。
　　又如，将所设计的船型型体数值表转换成初始数据输入电子计算机，经过计算即可求出外板和肋
骨的展开数据。
在造船工业中用这种方法进行数学放样，既节省了人力物力，又缩短了设计周期。
　　本门课程将着重介绍进行科学计算所必须掌握的一些最基本、最常用的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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