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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系统模拟与仿真技术在物流领域中的应用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发展迅速。
本书以系统模拟和仿真的理论与方法为“经”，以各种不同类型的物流系统为“纬”，编织物流系统
模拟与仿真完整的知识体系结构，力求全面、系统地阐述物流系统模拟与仿真的基本理论、方法和实
际应用。
    全书共分九章，第1章介绍了系统模拟与仿真的基本原理和方法；第2章至第7章是关于各类典型物流
系统的模拟与仿真，详细阐述了商贸物流系统、供应链系统、生产物流系统、运输与配送系统、仓储
系统和区域物流系统模拟与仿真的理论和应用，同时介绍了系统动力学和智能优化等技术在物流系统
模拟和仿真中的应用；第8章对应用于物流领域的仿真软件作了概括介绍，并专门介绍了AutoMod
、Flexsim、Extend、Arena、RaLC等主流的仿真软件；第9章介绍了物流系统仿真技术的发展趋势。
     本书融合了作者成功的教学、科研经验，理论与实例钉结合，注重启发性与实用性，适用面广，可
作为物流及相关专业本科生和研究生的教材，也可以作为物流领域的管理和技术人员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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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系统建模与仿真概述　　第一节 系统的定义和分类　　一、系统的定义　　“系统”这个
词来源于古希腊“system”，有“共同”和“给以位置”的含义。
现代关于系统的定义很不统一，一般可以理解为“系统是由两个以上相互区别或相互作用的单元有机
结合起来，完成某一功能的综合体”。
系统是一个非常广泛的概念，自然界、人类社会、企业，甚至一个人都可以看作一个系统。
系统中每一个单元也可以称为一个子系统。
系统与系统的关系是相对的，一个系统可能是另一个更大系统的子系统，而一个系统也可以继续分成
更小的系统。
在现实中，一个机组、一个工厂、一个部门、一项计划、一个研究项目、一套制度等都可以看成是一
个系统。
由定义可知，系统的形成应具备以下条件，即系统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要素组成；各个要素都具有一
定的目标；各要素间相互联系，使系统保持相对稳定；系统具有一定结构，保持系统的有序性，从而
使系统具有特定的功能。
二、系统的特征　　（一）系统的整体性　　组成系统的各个要素不是简单地集合在一起的，而是有
机地组成一个整体，每个元素要服从整体，追求整体最优，而不是每个元素最优。
这就是通常所说的全周观点。
有了系统的整体性，即使在系统中的每个元素并不十分完善，但通过综合、协调，仍然可使整体系统
达到较完美的程度。
反之，如果不考虑整体效果，单纯地追求每个元素达到最好的结果，则从全局看系统可能是最差的系
统。
　　（二）系统的层次性　　系统的层次性是指系统的每个元素本身又可看作一个系统，人们称为系
统的“子系统”。
以国民经济系统为例，它的下面有许多子系统，如工业系统、农业系统、银行系统、商业系统、交通
系统等等。
而交通系统又可分为民航系统、公路系统、铁路系统、水运系统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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