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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性方程组求解仿真实验的实现
＊

张一博，周富照，左同亮，杨　培，郭红玲
（长沙理工大学数学与计算科学学院，湖南 长沙　４１０１１４）

摘　要：利用计算机运算速度快、储存能力强的特点，设计了一个线性方程组求解的辅助教学系统．首先根据线性方程

求解的主要方法分别设计算法，对每种算法 选 择Ｃ＋＋语 言 进 行 编 程 和 调 试，形 成 程 序 库．然 后 运 用 ＶＣ＋＋提 供 的 强 大

ＭＦＣ控件建成仿真实验系统，该系统能结合授课课件对线性方程组求解中的数值实例进行实时演示．
关键词：线性方程组；ＭＦＣ控件；仿真实验

中图分类号：ＴＰ３１１．１　　　　　　 文献标志码：Ａ

《数值分析》是一门研究用计算机求解各种数学问题的数值计算方法及其理论的课程［１］．国内高校理

工科专业大部分都开设了这门课程，这门课程包含理论教学和上机实验两部分．传统《数值分析》教学面临

诸如涉及知识点多、缺乏合理教学工具、理论教学与上机实验脱节［２］等问题，因此建立一套针 对《数 值 分

析》课程的教学辅助系统，用来解决学生教材看不懂、板书消化慢、实践能力差、面对大规模计算实例机会

少的困难，是十分有必要的．
笔者利用计算机运算速度快、储存能力强等特点，初步研发了一套关于线性方程组求解的仿真实验系

统，该系统能结合多媒体教学课件，帮助教师直观演示大规模线性方程组求解的相关过程，使学生对高度

抽象的理论有直观形象的认识；并且该系统有很好的师生交互界面，能在算法、程序、运算过程、运算结果

和教学内容之间切换，这样可使师生从复杂繁琐的低级计算中解放出来，腾出更多时间用在基本思想和基

本方法的掌握上［２］．

１　仿真实验系统设计步骤

１．１主要算法及程序

首先对《数值方法》中关于线性方程组求解的直接法和迭代法的主要方法进行总结，选择直接方法中

的Ｇａｕｓｓ消去法、列主元消去 法、Ｄｏｏｌｉｔｔｌｅ分 解 法、平 方 根 法、追 赶 法，迭 代 法 中 的Ｊａｃｏｂｉ迭 代 法、Ｇａｕｓｓ－
Ｓｅｉｄｅｌ迭代法；然后对每种方法设计计算机算法，根据每种算法写出相应的Ｃ＋＋程序并进行调试和运行，
运行通过后建成线性方程组求解的程序库．
１．２系统界面设计

系统主要利用 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　Ｖｉｓｕａｌ　Ｃ＋＋进行编程，大量采用 ＭＦＣ标准控件［３］进行可视化设计．系统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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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流程包含［３］：
（１）建立 ＭＦＣ　ＡｐｐＷｉｚａｒｄ（ｅｘｅ）工程，选择单文档对话框模板；
（２）修改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Ｖｉｅｗ中 Ｍｎｅｕ文件夹下的文本对话框，在菜单栏中添加所需的菜单项目，建立超

链接；
（３）在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Ｖｉｅｗ中的Ｄｉａｌｏｇ文件夹中添加属性对话框，并将其与文本对话框中所对应的菜单项

超链接结合；

图１　界面设计操作流程

（４）在属性对话框中添加控件；
（５）对每 一 个 控 件 对 应 函 数 编 程，并 植 入 线 性

方程组求解的相关程序；
（６）调 试 运 行 工 程，得 到 一 个“线 性 方 程 组 求

根．ｅｘｅ”可执行文件．
操作流程如图１所示．

２　系统操作说明

２．１仿真实验系统操作流程

图２　线性方程组求解的初始界面

点击“线 性 方 程 组 求 解．ｅｘｅ”可 执 行 文 件 运 行

系统，得到初始 界 面（见 图２）．点 击 菜 单 栏 中 的“线

性方程组求解”菜单项，显示 出 一 个 二 级 菜 单（见 图

３）．例如，要对追赶法进行仿 真 实 验，点 击“直 接 法”
弹出菜单栏下的选项“追赶法”（见图４）．

在上述操作完成后，程序会自动弹出相应算 法

的对话框，即程序主界面．算法主界面的操作将在实

例中加以说明．

图３　线性方程组求解的二级菜单界面 图４　线性方程组求解———直接法对应的界面

２．２实例操作

线性方程组的求解方法大体分为直接法和迭代法２种，由于各类直接法与各类迭代法在求解方式和

基本原理上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因此以下只对方程组求法中较具有代表性的追赶法（直接法）、雅克比迭代

法进行实例说明．
实例１［４］　已知一个三对角方程组Ａｘ＝ｂ，其中Ａ为５阶三对角矩阵，ｂ为常数向量，求方程组的解：

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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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步骤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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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点击“线性方程组求解．ｅｘｅ”可执行文件运行系统，得到初始界面（见图２）；
（ⅱ）点击图２中的“线性方程组求解”菜单项，显示出一个二级菜单（见图３）；
（ⅲ）点击“线性方程的求解”菜单栏下的“直接法”，弹出菜单栏下的选项，再点击“追赶法”选项（见图

４），弹出“追赶法”对话框（见图５）．

图５　“追赶法”求解运行界面

（ⅳ）依照对话框右侧的输入规范指导，将系数矩阵Ａ中的主对角元素向量，上、下对角线元素向量，
常数向量依次输入相应 的 文 本 框 内；点 击“计 算”按 钮，运 算 结 果 就 会 在“输 出 结 果”文 本 框 中 输 出（如 图

６）．滑动“输出结果”右侧滚动条可以显示出所有结果．

图６　实例１运算结果

实例２［４］　用Ｊａｃｏｂｉ迭代法求解下列线性方程组：

５ｘ１＋２ｘ２＋ｘ３＝－１２，

－ｘ１＋４ｘ２＋２ｘ３＝２０，

２ｘ１－３ｘ２＋１０ｘ３＝３
烅
烄

烆 ．
操作步骤与实例１类似．选择“线性方程组的求解”目录下的“迭代法”菜单栏下的“Ｊａｃｏｂｉ迭代法”，弹

出“Ｊａｃｏｂｉ迭代法对话框，依次按照对话框右侧输入规范指导输入系数矩阵和常数向量．点击“求解”则可

以弹出经过Ｊａｃｏｂｉ迭代运算得出的方程组的解（见图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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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实例２运算结果

３　结语
笔者只针对数值方法或计算方法中的线性方程组求解的辅助教学系统进行初步讨论，采用ＶＣ＋＋环

境设计．至于计算方法中其他内容的辅助教学系统的研究也已展开，希望随着研究的深入，《数值分析》的

辅助教学系统从界面设计到操作会更加美观和方便，并且能提供更多的课程信息．［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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