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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将论文〔l] 推广到离散型的多中心泰勒定理
,

即多中心牛顿定理
.

从而得到相应 的 论文

〔2〕
.

即高阶差分的插值公式
,

并给出其应用
.

关. 佣 牛顿擂值公式 多中心牛顿多项式 多中心牛顿定理 高阶差分擂值公式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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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顿插值公式简述

我们记 戈: 。= 戈 : + kl; (为> o )

也可以定义k < 0的情况
.

我们定义以11为分距的差分 (第~ 阶) 。

△l: f(戈)= f(火 + 11 )一 f(x )

约定高阶差分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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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顿公式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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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1 设函数j( x) 有表 1数据
,

计算j( 22 )= ?

由牛顿公式 I得知
,

取 x : 二 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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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多中心牛顿多项式

我们记x ‘举 (互异)
,

h‘(‘二 l , 2 ,

⋯
, 。) 为正整数

,

1. (i , 1 , 2 ,

⋯
, n
) 为正实数

,

称为步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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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j(劝关于O (x )的多中心的牛顿多项式
.

定理 1 设尸(x )是一个多项式
,

其次数a( p )~ t《S
,

这里S = E h‘,
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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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2 在定理 l中
,

取。二 2 ,

h: 二 2 ,

瓜二 1和尸(劝 = 昭
么+ 叙+ c ,

则我们可得

p ‘·,
.

一

{(祭 )
。:一。 +

[(争)
。: _ 1 一

(争)
。 : _ 。

]
一

}
一

磷薰黝
。

牙
州竺于止

耀攀
土三‘

畔雀煮
兰
件)

一

(兴笋
早

习厚;滓)

物拳料蒸幸
‘旱’滓

一 ‘

’ (2
.

7 )

三
、

多中心牛顿定理

定理 2 设f(x )是闭区间〔
a ,

b」上具有S 阶导数的函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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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 (i二 x
,
2

,

⋯
, n , j, 0 , 1 ,

⋯
,
h。一 l)

,

则存在一个值C〔(m
,

M )

狄里 M = m a x fx 。

+ 了l
‘ .
劣)

.

协 = 现in (x
‘

+ 11
, .

x )
.

1 桩 i‘” 1“‘ .

0 石j‘h ‘一 1 0石j‘ h , 一 1

了心8 1 1 , 、
八J 确 了1 1 、 J

、 ‘

飞 ‘ )

倪 JT , , B L万, == 一了厂
一

·

Q (二 )n z夕
。

n (h, ! )
了一 1

(3
.

1 )

‘、.尸‘
Q白

.

口曰
尹尸t、

这里 左, , ,
(x )二 f(x )一。(x )艺 frc之{〕/ C亡: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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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中心牛顿插值公式

公式 ! (牛顿插值公式 )
:
设了(x) 是闭区间〔。

,

6] 上的函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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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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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称为函数f(劝关于Q (x) 的牛顿插值公式
.

特别当了(劝具有S 阶导数时
,
则我们还可以有余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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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3 利用公式 I
,

我们计算<例 l>

解 在公式 l 中我们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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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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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易知它们相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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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4 在公式 ! 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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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著名的拉格朗 日插值公式
,

且与〔2 〕方法得出的结果一致
.

例5 在公式 l 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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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的定理 1 ,

定理 2和公式 l我们可以如同论文 [l 〕
,

[幻类似地加以证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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