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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与普及，使传统的铸造生产从“经验”走向“科学”，从“定性”走向“定量
”。
计算辅助设计、计算机辅助工程等先进的计算机应用技术已越来越成为铸造生产不可或缺的关键技术
。
　　本书专门论述了铸造CAD/CAE。
第1章介绍了铸造CAD/CAE的基本概念、发展趋势。
第2～5章，介绍铸造CAD技术，第6～9章，介绍铸造CAE技术。
第2章介绍了铸造CAD技术基础，如CAD系统的组成与分类、三维造型技术、数据信息交换技术以及
铸造工艺CAD系统组成。
第3章介绍了二维铸造工艺CAD系统，如AutoCAD2009基本知识、二维铸造工艺CAD系统的开发技术
以及基于AutoCAD的二维华铸CAD系统。
第4章介绍了三维铸造工艺CAD系统，如UG基本知识、三维铸造工艺CAD系统的开发技术以及基
于UG的三维铸造工艺CAD系统。
第5章介绍了其他通用CAD系统，如SolidWorks、Pro/Engineer等通用CAD软件的基本知识、应用实例
。
第6章介绍了铸造CAE技术基础，如铸造CAE技术研究目的与内容、有限差分法与有限元法等数值分析
方法以及铸造CAE系统组成。
第7章介绍了铸造凝固过程CAE技术，如凝固过程的数学模型与数值求解、凝固过程CAE软件、凝固过
程CAE技术应用实例。
第8章介绍了铸造充型过程CAE技术，如充型过程的数学模型与数值求解、充型过程CAE软件、充型过
程CAE技术应用实例。
第9章介绍了铸造过程中的其他CAE技术，如铸造应力场数值模拟、铸造微观组织模拟。
　　本书第1章，第6章的第1、2、4节，第7章以及第8章由华中科技大学周建新编写；第2章，第3章的
第1、2、3节，第4章第1、2、3节，第5章，第6章的第3节，第9章由华中科技大学廖敦明编写；第3章
的第4节由厦门理工学院李辉编写；第4章的第4节由湖北工业大学龚雪丹编写；全书由周建新负责统稿
。
在本书的编写过程中，华中科技大学刘瑞祥教授、陈立亮教授、魏华胜教授给予了大力的支持与帮助
，在此深表感谢。
　　鉴于编者水平有限，书中难免有不当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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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系统地介绍了铸造CAD、铸造CAE技术。
就铸造CAD技术而言，首先介绍了CAD系统的组成与分类、三维造型技术等基础知识；其次介绍了如
何利用AutoCAD、UG、SolidWorks、Pro/E等通用CAD系统进行铸件及工艺的CAD设计；在上述基础
上，介绍了基于AutoCAD的二维铸造工艺CAD系统与基于UG的三维铸造工艺CAD系统的开发与应用
。
就铸造CAE技术来说，首先介绍了有限差分法、有限元法等基础知识；其次详细介绍了铸造凝固过程
及充型过程数学模型与数值求解、CAE模拟软件、应用实例等；最后介绍了铸造应力/应变模拟及组织
模拟。
     本书是为高等学校设有铸造专业（或材料成形与控制专业铸造方向）的本科生、专科生编写的教材
，也可以用作铸造CAD/CAE技术培训教材，本书亦可供铸造CAD/CAE技术开发与应用的高校教师、
研究生以及铸造企业科研人员、技术管理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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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2章　铸造CAD技术基础　　2.1　概述　　计算机辅助设计（Computer Aided Design，简
称CAD）就是设计人员在计算机硬件和软件系统的辅助下完成产品设计、绘图、工程分析与技术文档
编制等工作的过程。
CAD技术将人和计算机的最好特性结合起来。
人的特性是具有思维、逻辑推理、学习以及直观判断的能力。
而计算机具有运算速度快、精确度高、信息存储量大、不易忘与不易出错等特点，在工程和产品设计
中，可以帮助设计人员担负计算、信息存储和制图等工作。
在设计中通常要用计算机对不同方案进行大量的计算、分析和比较，以决定最优方案；各种设计信息
，不论是数字的、文字的或图形的，都能存放在计算机的内存或外存里，并能快速地检索；而设计人
员将运用自己的经验与判断能力来控制整个设计过程，这种控制是通过人－机对话或图形显示的方式
进行，让人和计算机之间进行信息交流，相互取长补短，从而获得最优设计结果。
CAD能够减轻设计人员的劳动强度，缩短设计周期，加快新产品开发速度，提高产品设计质量，节约
成本，增强市场竞争能力和企业创新能力。
　　20世纪50年代在美国诞生第一台计算机绘图系统，开始出现具有简单绘图输出功能的被动式的计
算机辅助设计技术。
60年代初期出现了CAD的曲面造型技术，中期推出商品化的计算机绘图设备。
70年代，完整的CAD系统开始形成，后期出现了能产生逼真图形的光栅扫描显示器，推出了手动游标
、图形输入板等多种形式的图形输入设备，促进了CAD技术的发展。
80年代，随着强有力的超大规模集成电路制成的微处理器和存储器件的出现，工程工作站问世，CAD
技术在中小型企业逐步普及。
80年代中期以来，CAD技术向标准化、集成化、智能化方向发展。
一些标准的图形接口软件和图形功能相继推出，对CAD技术的推广、软件的移植和数据共享起了重要
的促进作用；系统构造由过去的单一功能变成综合功能，出现了计算机辅助设计与辅助制造联成一体
的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网络技术、多处理机和并行处理技术在CAD中的应用，极大地提高了CAD系
统的性能；人工智能和专家系统技术引入CAD，出现了智能CAD技术，使CAD系统的问题求解能力大
为增强，设计过程更趋自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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