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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王沫然编著的《MATLAB与科学计算(第3版畅销书升级版)》从高校数学课程的教学出发，结合了科学
研究和工程计算的实际，系统详细地介绍了
MATLAB语言的强大功能及其在科学计算领域中的应用。
本书前两版出版之后受到了广大读者的一致好评，应热心读者的要求，第3版完善了数据可视化、统
计优化以及建模仿真等内容，增加了例题，以适应各层次读者的不同需求。

《MATLAB与科学计算(第3版畅销书升级版)》可用来作为MATLAB教学用书或高等数学、线性代数、
计算方法、复变函数、概率统计、数学规划、偏微分方程解法以及动态仿真等课程的教学辅导书，也
可作为科研人员及工程计算人员学习和使用MATLAB的工具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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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MEX文件是在MATLAB环境下调用外部程序的应用接口，通过MEX文件，可以
在MATLAB环境下调用由C/C++语言或FORTRAN语言所编写的应用程序模块。
重要的是，在调用过程中并不对所调用程序进行任何的重新编译处理。
此外，通过MEX文件可以把在MATLAB中执行效率较低的运算转移至其他的高级程序设计语言中来完
成，这样就可以大大提高整个程序的执行速度。
而且，通过使用MEX文件，在MATLAB中还可以实现许多MATLAB本身难以完成的任务，例如对硬件
的操作等。
 在MATLAB中调用MEX文件也相当方便，其调用方式与使用MATLAB的M文件相同，只需在命令窗口
中键入相应的MEX文件名即可。
同时，在MATLAB中MEX文件的调用优先级高于M文件，所以即使MEX文件可能会与M文件重名，也
不会影响其执行。
 一般在程序设计过程中都会为MEX文件另建一个辅助M文件，这是因为MEX文件本身不带有MATLAB
可识别的帮助信息，也就是说在MATLAB环境下，通过帮助系统得不到MEX文件相应的帮助信息。
由于获取帮助的方便程度是程序设计好坏的一个重要标志，为了解决该问题，在实际操作中，一般是
为MEX文件建立同名的M文件，并在该M文件中给出相应的帮助信息，这样在查询所使用的MEX文件
的帮助时，就可以通过MATLAB的帮助系统查看同名的M文件的帮助来获得相应的信息。
 在MEX文件中常用到的函数库为“mx-函数库”和“mex-函数库”，前者的作用是提供了在C语言
或FORTRAN语言中编辑mxArray结构体对象的方法；而后者的作用则是提供C语言或FORTRAN语言
与MATLAB的交互操作。
“mx-函数库”与“mex-函数库”所提供的函数操作是构建MEX文件的基础，几乎所有的API操作都是
与这两个函数库密切相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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