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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制造网格是网络化制造发展的一个崭新阶段，其最终目的是为了实现制造资源的共享和协同工作
。
围绕制造网格理论基础、体系结构、关键技术和工程应用的研究已成为制造业信息化领域的一个极其
重要的挑战性课题。
《制造网格基础、原理与技术》致力于深入分析其技术和理论基础，系统阐述其体系结构和特点，重
点突破其关键技术和难点，包括资源管理、工作流管理、安全管理和系统管理，并对其试验床的建设
和试运行做了简要介绍。
　　《制造网格基础、原理与技术》适合理工科大学研究生、博士后和教师阅读，也可供自然科学和
工程技术领域、特别是从事制造业信息化相关工作的研究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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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2章　制造网格提出的理论基础　　2.1 制造系统自组织发展趋势　　2.1.1 自组织理论基础　
　1.自组织概述　　自组织（Self—Organization）是一种极其普通的现象，在现实世界如自然界、生命
、社会和思维符号领域都广泛的存在着，例如贝纳德（Benard）对流、激光、化学振荡、生物竞争和
进化以及城市变迁等等。
自组织思想源远流长，然而自组织过程极其复杂，不同领域对自组织理论的定义各不相同，例如，普
利高津（I.Prigogine）以热力学研究为基础提出的耗散结构（dissipative structure）理论，哈肯（H.Hake
）从激光理论研究中抽象并普遍化后形成的协同学（Synergetics）理论，艾根（M.Eigen）从生物信息
起源角度提出的超循环论（Hypercycle）等都是自组织理论的典范。
　（1）耗散结构理论。
　比利时物理学家普利高津1967年提出耗散结构理论，这一理论指出，一个远离平衡的开放系统（力
学的、物理的、化学的、生物的乃至社会的、经济的、文化的系统），可以通过不断地与外界交换物
质和能量、信息，在外界条件达到一定的阈值时，从原有的混沌无序的混乱状态，转变为一种时间上
、空间上或功能上的有序状态。
他认为一个孤立系统总是朝着均匀和无序的平衡态发展，系统的熵不断增大，直到达到平衡态。
但对于一个开放系统，系统的熵却可能增大、维持或减小。
　　耗散结构理论的提出具有重要意义。
它通过运用热力学方法与体系稳定性分析找到了热力学分支失稳和可能出现耗散结构的判据与条件，
并科学地证明，只要具备一定的条件，远离平衡的开放体系出现耗散结构即发生自组织是必然的，而
不是偶然的。
　　以普利高律为首的布鲁塞尔学派认为，耗散结构理论的“非平衡”是有序之源，只有在非平衡系
统中，在与外界有着物质与能量交换的情况下，系统内各要素存在复杂的非线性相互作用时才可能产
生自组织现象，并且把这种条件下生成的自组织有序态称之为耗散结构。
因此，耗散结构是在远离平衡区的非线性系统中所产生的一种稳定的自组织结构。
在一个非平衡系统内有许多变化着的因素，它们相互联系，相互制约，并决定着系统的可能状态和可
能的演变方向。
耗散结构第一次科学地揭示了自然界从简单到复杂、从无序到有序、从非生命到生命演化的必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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