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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08的金融危机再一次证明技术创新是企业应对金融危机最有效的手段。
技术创新对于我国制造业意味着企业研发信息化，目前以CAD为主导的产品研发信息化重几何结构、
轻性能设计，强信息集成、弱模型集成，缺乏系统综合创新设计能力，造成制造企业在产品研发方面
核心能力的缺失。
尤其在复杂产品研发过程中，以产品数据管理为核心的PDM／PLM系统强调产品设计数据管理，而
对CAE协同分析仿真过程的支撑相对较弱，不能有效支撑复杂产品系统设计仿真过程中数据、模型、
知识、资源及过程的统一管理。
复杂高性能机电系统对产品设计在理论、方法和技术手段三个层面提出了新的挑战。
对象的本构多域性及复杂性用现有的单领域工具无法解决，这就需要一种以知识可重用、系统可重构
为模式的复杂产品建模、分析、仿真、优化一体化的设计技术，即机、电、液、控、热一体化设计的
多学科设计技术。
欧美于1996年开始有针对性地开展了多领域物理建模与分析，提出了具有普适性、可拓展的多领域物
理建模语言Modelica，并成立了开放的国际Modelica合作组织，旨在为新一代复杂机电系统设计方法与
技术提供模型知识的表达、计算的规范。
Modelica被认为是IT技术与工业领域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基础创新，近年来该技术在一批重要行业典型
产品的开发中得到成功应用，得到国际研究机构及工业界的认同，发展迅猛。
2006年6月法国达索系统宣布以Modelica为技术标准实施“knowledge inside”，国外许多重要企业及研
究机构已宣布以Modelica为模型表达标准，如欧共体组织ITEA2项目。
目前Modelica已成熟地应用在于航空航天、汽车和工程机械等领域。
该类仿真软件的代表为德国ITI公司的Simulation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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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SimulationX软件作为研究平台，全面讲述了多学科领域系统动力学建模与仿真技术的基本原理
、建模方法和计算分析。
本书主要讲述了SimulationX的宋装和使用介系统建模的基本原理和方法、仿真计算类型和数据后处理
方法，并结合实例，由浅人深，通过一步一步图文并茂的阐述，最后能利用SimulationX来完成各种工
程系统的多学科复杂，建模和分析。
第8章列举了SimulationX在典型工程领域的汝用案例，既有详细的建模流程，又有对仿真结果的分析说
明，涉及了机械、液压、电、磁和热等物理领域，具有较高的专业理论水平和工程应用价值。
    本书面向高等院校工程专业的本科生和研究生，以及SimulationX的初学者。
对于从事多学科领域系统动力学建模的广大科技工作者和工程技术人员来说，本书亦可作为入门性教
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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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工程中的复杂系统，往往涉及多门交叉学科，包括机、电、液压、电磁和热等，例如，航空航
天的机电液气系统、机器人及控制系统、发动机和车辆各系统、电液驱动机构等。
只有根据动态性能指标要求来设计系统，从系统的角度优化设计系统零部件，才能设计出性能优良的
系统，满足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和愈加苛刻的技术要求，增强自主创新能力。
由于机、电、液、气控制系统的非线性以及研制过程耗时和耗资巨大，运用仿真和优化设计手段成为
首选。
对技术与功能相互关系的仿真是一种有理论依据地预测开发项目过程与结果的有效方法。
由于时间和成本原因，已经不再会使用早期的“试用一纠错”模式，而是通过高品质的模拟预测结果
来作出决定。
使用传统的开发方法将很快遇到效能和可行性的瓶颈，而多域性系统的理念、物理子系统之间的不断
增加的复杂性和多样性的相互作用，使得对整体工程系统的全面综合分析变得非常必要。
多学科领域系统动力学建模与仿真技术就是在这种需求背景下发展起来的一门新型计算机辅助分析和
优化设计技术。
运用该技术，可以帮助工程设计人员在产品设计过程中分析和预估风险，降低开发成本和缩短开发周
期，分析和优化现有系统，从而最终协助开发设计出拥有自主产权的工业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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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Simulation X精解与实例:多学科领域系统动力学建模与仿真》是由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版的。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SimulationX精解与实例多学>>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