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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普通高等院校机械工程学科"十二五"规划教材:计算机三维机械设计基础》以UGNX软件作为三
维CAD平台，主要介绍了机械CAD的组成、发展历程、常用三维软件及其在机械设计中的应用，着重
介绍了UGNX软件的主要功能及使用技巧，通过丰富的机械设计案例，以机械设计过程为主线，引导
读者快速掌握计算机辅助机械设计技术。
全书共9章，主要包括机械CAD概论、UGNX基础知识、草图绘制、三维建模基础、典型机械零件建
模、装配设计、工程图设计基础、工程图标及实例、UG二次开发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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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2.曲面模型 进入20世纪70年代，正值飞机和汽车工业的蓬勃发展时期。
此间飞机及汽车制造中遇到了大量的自由曲面问题，当时只能采用多截面视图、特征纬线的方式来近
似表达所设计的自由曲面。
由于三视图方法表达的不完整性，经常发生设计完成后，制作出来的样品与设计者所想象的有很大差
异甚至完全不同的情况。
设计者对自己设计的曲面形状能否满足要求也无法保证，所以还经常按比例制作油泥模型，作为设计
评审或方案比较的依据。
既慢且繁的制作过程大大拖延了产品的研发时间，要求更新设计手段的呼声越来越高。
此时法国人贝赛尔提出了Bezier算法，使得人们在用计算机处理曲面及曲线问题时变得可以操作。
法国达索（Dssault）飞机制造公司开发出以表面模型为特点的自由曲面建模方法，推出了三维曲面造
型系统CATIA。
曲面模型是在线框模型的数据结构基础上，增加可形成立体面的各相关数据后构成的，与线框模型相
比，曲面模型有了物体的表面信息，可以表达边与面之间的拓扑关系，能实现面与面相交、着色、表
面积计算、消隐等功能，此外还擅长于构造复杂的曲面物体，如模具、汽车、飞机等表面。
曲面模型的应用，标志着CAD技术从单纯模仿工程图纸的三视图模式中解放出来，首次实现以计算机
完整描述产品零件的主要信息，同时也使得CAM技术的开发有了现实的基础。
曲面造型系统CATIA为人类带来了第一次CAD技术革命，改变了以往只能借助油泥模型来近似表达曲
面的落后的工作方式，使飞机、汽车等复杂产品的开发手段比旧的模式有了质的飞跃，开发速度也大
幅度提高，汽车工业开始大量采用CAD技术。
80年代初，几乎全世界所有的汽车工业和航空工业都购买了相关的CAD系统。
由于曲面模型只能表示物体的表面及边界，不能进行剖切，不能对模型进行质量、质心、惯性矩等物
性计算，也难以表达复杂的制造信息，因此在机械设计方面还有较大的局限性，但是在艺术设计方面
，曲面模型已经成为目前的主流造型技术，常见的动画及艺术设计系统（如Rihno、3DS MAX
、MAYA等）大多采用了曲面模型。
 20世纪80年代初，CAD系统价格依然令一般企业望而却步，这使得CAD技术无法拥有更广阔的市场。
为使自己的产品更具特色，在有限的市场中获得更大的市场份额，以CV、SDRC、UG为代表的系统
开始朝各自的发展方向前进。
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由于计算机技术的大跨步前进，CAE、CAM技术也开始有了较大发展。
SDRC公司在当时星球大战计划的背景下，由美国宇航局支持及合作，开发出了许多专用分析模块，
用以降低巨大的太空实验费用，同时在CAD技术方面也进行了许多开拓；UG则着重在曲面技术的基
础上发展CAM技术，用以满足麦道飞机零部件的加工需求。
 3.实体模型 有了表面模型，CAM的问题可以基本解决。
但由于表面模型技术只能表达形体的表面信息，难以准确表达零件的其他特性，如质量、重心、惯性
矩等，对CAE十分不利，最大的问题在于分析的前处理特别困难。
基于对于CAD／CAE一体化技术发展的探索，SDRC公司于1979年发布了世界上第一个完全基于实体
造型技术的大型CAD／CAE软件——I—D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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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普通高等院校机械工程学科"十二五"规划教材:计算机三维机械设计基础》可作为高等工科院校机械
设计制造、机电工程、力学和工业设计等专业学生的教材，也可作为UG初学者、中级使用人员的培
训教材，也适用于各类从事三维CAD应用的工程技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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