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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对正交多项式的构造和逼近准 则的研究
,

得到 了一类数据处理 问题的一

种较理想的逼近准则和算法
。

理论分析和模拟计算表明
,

用本文方法处理这类问题有较高的

拟合精度并容易计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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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的工作是寻找
� 次代数多项式 尸 �� �作为 � ��� 的拟合函数

。

本文通过对切贝雪

夫多项式的结构和逼近准则的研究
,

得到了模型 ��� 中 � ��� 的一种理想的拟合方法和算

法 �
解决了估计 了 和确定 � 的问题 � 当观测数据中有少量野值时

,

用本文方法仍能得到

较好的效果
。

� 正交多项式与光滑函数

代数多项式是逼近光滑函数的有力工具
。

由文 � �」知
,

只要取 � 适当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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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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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可能的
。

本文旨在寻找尽可能接近 凡� 的多项式 尸 �� �作为 � �� �的拟合函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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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 从极值问题 (4) 中求 舀是困难的
,

下面我们将问题逐步简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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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算时
,

可用二分法求得 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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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数值例子

以下的数值例子较好地说 明了本文方法的优点 V A X /V M S 上实现计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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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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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
01 )

,

E
e

,
e ,

= 0
;

f (
x

) =
s

i
n x

+
‘’

+ ( l + s x
,

)
一 ‘

我们取
:

该例在
.
0 11一 1 ~ 0

,

1

,

…
,

2 0 0
; e 、

一N (0
,

n
~ 3 1

,

M
= 2 0

; y
(

x
,

) = f (
x

,

) +

e
,

…
,

2 0 0

P (
x

)

_

全瓦t (了 ) ; P ( x ) =

苦~ O

计算结果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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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1 中可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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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P (x )拟合 f (二 )有较好的效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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