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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随着社会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可重构制造系统成为了全球经济一体化时代最有竞争力和发展潜力的制
造模式。
可重构装配线的控制与管理技术作为可重构制造系统级研究的关键内容，是引导可重构制造系统深入
研究和广泛应用的重要途径。

《可重构装配线建模及优化调度控制》主要介绍了可重构装配线重构、调度及评价中的一些理论与方
法。
全书共分7章，主要内容包括可重构装配线控制系统体系结构、基于ATCPN可重构装配线建模、基于
混合遗传算法的可重构装配线平衡、可重构装配线多目标优化调度、可重构装配线评价体系、可重构
装配线控制系统的开发。

《可重构装配线建模及优化调度控制》取材新颖，系统性强，研究和写作思路清晰，主要面向工业工
程研究生及工业工程高年级本科生，同时也能够为从事和有志于开展机械制造、工业工程、企业管理
等专业的研究人员与工程技术人员提供有益的参考。
本书由苑明海、许焕敏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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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许焕敏（1974—），女，博士，河海大学讲师，主要从事先进制造技术、智能制造等研究工作，近几
年主持或参加了与先进制造技术有关的部级科学研究与开发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基金项目、常州
市数字化制造技术重点实验室开放基金项目等。
在国内外各类期刊上共发表学术研究论文数篇、（其中5篇为SCI收录），其中包括国外先进制造技术
领域的正式期刊《Robotics
and Computer—Integrated Manufacturing》《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dvanced Manufacturing Technology》等。

苑明海（1974—），男，博士，河海大学讲师，主要从事先进制造技术研究工作。
近几年来作为主要成员主持和参与了“十一五”国防重大基础研究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基金项目
、国防重点实验室基金及广西科技公关等项目的研究工作。
发表论文20余篇，其中SCI收录2篇，EI收录10余篇，ISTP收录2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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