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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教材系由全国高等学校自动控制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评审，原电子工业部教材办公室批准的“九五
”规划教材。
该教材由清华大学自动化系肖田元担任主编，张燕云、陈加栋参加编写，熊光楞担任主审。
本书的参考教学学时为48~~60学时。
学习本课程之前，学生必须已修过“自动控制原理”、“概率论与数理统计”、“计算机程序设计语
言”等课程。
系统仿真是研究、设计、分析各种复杂系统的重要工具。
本书可供自动控制理论与应用、机械工程、经济管理、系统工程等专业的仿真课程作为教材使用。
使用对象主要是大学高年级学生，其中带“*”的章节是选修内容；也可作为研究生参考教材。
本书的目的是力图向读者比较全面地、系统地介绍系统仿真学科。
全书分为三篇，即连续系统仿真篇、离散事件系统仿真篇和现代仿真技术篇。
此外，书中开始安排了概论，使初次接触仿真的读者对系统仿真有一个概念性了解。
连续系统仿真篇分为9章。
首先对连续系统的模型形式化描述进行讨论（第1章）；接着介绍经典的连续系统建模方法学，主要
讨论龙格－库塔法和线性多步法（第2章）；然后分别按时域和频域讨论连续系统仿真建模技术（第3
，4章）。
第5章对采样控制系统的仿真进行专门介绍。
第6章及第7章对两类特殊问题－－病态系统及含有间断特性的系统仿真技术进行了讨论。
到此，对有关集中参数的连续系统仿真技术作了比较全面的介绍。
第8章提供有关分布参数系统的仿真建模技术。
近些年来，并行处理技术得到长足的发展，因此，在第9章，介绍了连续系统并行仿真的基本原理和
技术。
离散事件系统仿真篇分为5章。
首先介绍离散事件系统仿真的基本概念，通过两类常见的离散事件系统——排队系统和库存系统的仿
真使读者对该类仿真有一个总体认识（第10章）。
第11章讨论离散事件系统仿真建模方法学。
随机性是这类系统的重要特征。
然后用两章的篇幅，讨论如何从观测数据确定随机变量模型以及随机变量的产生等（第12，13章）。
最后，在第14章，对离散事件系统仿真结果分析进行了比较详细的讨论，这是因为，该问题以往未能
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而且至今仍未得到彻底解决。
本书的第3篇介绍现代仿真技术。
如前所述，仿真技术发展如此迅速，以至于来不及在教科书中加以介绍。
在众多的现代仿真技术中，本书选择了 “虚拟现实技术”（第15章）加以介绍。
作者认为，这方面技术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现代仿真技术的最新技术成果。
本书作为理工类高等学校学生仿真课程的教材，几乎每章后面均附有习题。
考虑到系统仿真是一门实验性很强的学科，书的最后附有实验指示书及相应的实验程序。
程序是用C语言编写的。
本书的概论和第6，7，8，9章以及第15章由肖田元编写，第1，2，3，4，5章由张燕云、肖田元共同编
写，离散事件系统仿真篇即第10-14章由陈加栋编写。
全书由肖田元审阅，熊光楞审定。
由于作者的水平有限，恳请读者对书中的缺点和错误给予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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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系统仿真技术是研究、设计、分析各种复杂系统的重要工具。
全书除概论外，共分为三篇，即连续系统仿真篇（第1～9章）、离散事件系统仿真篇（第10～14章）
和现代仿真技术篇（第15章）。
几乎每章后面均附有习题，书后还附有实验大纲及相应的仿真源程序清单。
　　《系统仿真导论》可作为自动控制理论与应用、机械工程、经济管理、系统工程等专业仿真课程
的教材，使用对象是大学高年级学生。
其中带“*”的章节是选修内容，也可作为研究生参考教材。
对于工程技术人员，《系统仿真导论》可作为应用仿真技术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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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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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系统仿真导论》可作为自动控制理论与应用、机械工程、经济管理、系统工程等专业仿真课程的教
材，使用对象是大学高年级学生。
其中带“*”的章节是选修内容，也可作为研究生参考教材。
对于工程技术人员，《系统仿真导论》可作为应用仿真技术的参考书。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系统仿真导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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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