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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复杂曲面数字化制造的几何学理论和方法》系统地总结了作者丁汉，朱利民在复杂曲面数字化制造
基础理论方面的研究成果。
全书共7章，第1～4章为几何学基础，沿着曲线、曲面论→曲面上的几何学→高维微分几何→Lie群
、Lie代数的线路循序渐进地介绍了现代微分几何和运动学的基础理论、内在联系及统一分析方法，并
结合应用穿插介绍了一些国内外的最新成果。
第5～7章以微分几何和最优化为工具，介绍了作者提出的曲面测量、加工和夹持定位的新原理和新方
法，具体内容包括：点一曲面法向误差函数的可微性条件及其二阶导数的解析计算方法，散乱点云曲
面逼近的统一方法体系，回转刀具扫掠包络面的解析表达、局部重建与整体形状控制原理，自由曲面
线接触和高阶点接触数控加工刀位规划理论和方法，刀具全局可达方向锥的GPU计算方法，夹持完全
约束性判别和夹具定位误差分析的二阶方法等。

《复杂曲面数字化制造的几何学理论和方法》内容具有先进性、新颖性和实用性，对数控加工
、CAD/CAM、计算机图形学、几何量精密测量和机器人操作等领域的科研和工程技术人员具有重要
的参考价值，同时也适合作为高等院校相关专业的研究生教材或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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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本书是作者在数控加工成形、散乱点云分析、空间几何推理的基础理论方面取得的规
律性认识和创新性成果的系统性总结。
由于所采用的数学工具——现代微分几何方法已超出传统教材的范围，以一般读者的数学基础不易掌
握，本书前半部分循序渐进地介绍了现代微分几何和运动学的基础理论、内在联系及统一分析方法，
并结合应用穿插介绍了一些国内外的最新成果。
这部分数学基础不仅对于理解后半部分所介绍的复杂曲面数字化制造的新原理和新方法，而且对于相
关工作的深入和拓展都是至关重要的。
本书后面的内容安排如下：第2章介绍微分几何中最基础的部分——曲线和曲面的局部理论，在方法
上加以适当更新，尽可能地采用现代微分几何以及运动学的方法、观点来处理古典理论，以较浅显的
内容反映一些近代的处理方法，强调曲面的活动标架以及三阶微分特性的作用。
第3章介绍曲面的内蕴几何以及高维微分几何。
借助曲面这一初等原型介绍现代微分几何学的一些基本内容，对于抽象的数学概念将尽可能借助直观
形象描述，强调对问题实质的全局性理解而跳过逻辑证明。
第4章从Lie群角度简要介绍旋转运动群sO（3）和欧氏运动群sE（3）作为高维曲面的几何性质及在运
动学研究中的应用。
第5～7章是本书的核心内容，主要介绍作者所提出的复杂曲面零件测量、加工和夹持定位的新原理和
新方法。
第5章介绍曲面测量定位、误差评定与识别重建的统一分析方法，包括点一曲面距离函数及其微分性
质、散乱点云曲面逼近的统一方法体系、测量定位与面轮廓误差评定算法、测量定位误差度量与测点
布局规划、运动生成曲面的识别与重构、空间直线度误差评定的半无穷线性规划方法等内容。
第6章介绍自由曲面非球头刀宽行数控加工的几何学原理，包括单个刀位下刀具包络曲面的三阶局部
重建原理、非球头刀宽行加工自由曲面的三阶切触法、回转刀具扫掠包络面解析表达的双参数球族包
络方法、任意回转刀具五轴侧铣加工刀具路径整体优化原理与方法、叶轮叶片侧铣加工刀具半径优化
与无干涉刀具路径生成、有理直纹面与等距双NuRBs曲线设计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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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复杂曲面数字化制造的几何学理论和方法》是由科学出版社出版的。

Page 8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复杂曲面数字化制造的几何学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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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