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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计算机仿真技术及CAD》为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在着重介绍计算机仿真
基本理论、方法和技术的基础上。
以多领域的仿真需求为牵引，深入浅出地论述计算机仿真应用系统的开发过程，旨在培养学生运用计
算机仿真技术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主要内容包括计算机仿真技术的基本概念，计算机仿真涉及的主要技术，仿真建模方法，连续系统和
离散事件系统的计算机仿真，仿真与建模的校核、验证和验收，以及先进仿真技术；同时讲述了连续
系统、离散事件系统、协同仿真、模型库和运输调度仿真系统的开发工具以及应用实例。
《计算机仿真技术及CAD》可作为高等学校本、专科学生计算机仿真技术课程教材或学习参考书，其
丰富的开发实例可作为研究生和工程技术人员开发计算机仿真应用系统的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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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作为一个通用概念，系统在现代科学研究和工程实践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不同领域的事物都
可以用系统来概括，不同学科的问题都可以用系统的框架来解决。
但一个系统究竟是由什么构成的，这取决于观测者的观点。
例如，一个系统可以是由一些电子部件组成的放大器，或者是一个可能包括该放大器在内的控制回路
。
系统一般应具有以下重要性质：整体性、相关性、有序性、动态性和目的性。
系统的整体性指系统作为一个整体，各部分是统一不可分割的。
就好像人体，它由头、躯干、四肢等多个部分组成，如果把这些部分拆开，就不能构成完整的人体。
至于人们熟悉的自动控制系统，其基本组成部分，如控制对象、测量元件、控制器等，同样缺一不可
。
整体性是系统的第一特性。
系统的相关性是指系统内部各部分之间存在一定规律的相互依存关系，它们之间的特定关系形成了具
有特定性能的系统。
有时系统各要素之间的关系并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而是纷繁复杂的非线性关系。
也正是由于这种非线性关系，才构成了五彩缤纷的现实世界。
相关性是系统的第二特性，也是目前系统研究的主要问题。
系统还具有有序性和动态性。
比如，生命是一种高度有序的结构，它所具有的复杂功能组织与现代化大工业生产线非常相似，是一
种结构上的有序性，这一点对任何系统都是适用的。
如果一个非平衡系统需要经过状态A和B才能到达C，那么对状态C的解释就必定暗含着对状态A和B的
了解，这便是系统的动态性。
系统还应具有目的性。
一个自然存在的系统，或人工设计的系统，都有其固有的目的。
系统的目的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系统要完成特定的基本功能；二是系统完成基本功能的过程是最
优的。
尽管世界上的系统千差万别，但都可以用系统的“三要素”来描述，即实体、属性和活动；实体描述
了组成系统的具体要素（对象）。
例如，自主机器人系统是由驱动、决策和传感器等几部分实体组成的。
速度控制部分可看成是一个子系统，它是由调速装置、直流电动机、光电码盘、指令控制器等实体组
成的一个有机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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