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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安徽省高等学校“十一五”省级规划教材：机械系统仿真原理与应用》是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
动化专业课程《机械系统仿真原理与应用》教学参考书，主要内容是机械系统的建模与计算机仿真的
基本原理、基本方法。
全书共十章：第一章概论，介绍系统的概念，动态设计的意义和方法，仿真的概念和仿真技术的全过
程等；第二章主要介绍了机械系统仿真中常用的几种数学模型；第三章主要介绍了机械连续系统数字
仿真中常用的方法，如数值积分法、离散相似法、采样系统数字仿真和分布参数系统仿真算法；第四
章介绍了复杂机械连续系统数学模型的建立的方法——键合图法原理及其应用；第五章介绍了机械离
散事件系统仿真数学基础，主要包括随机数的产生和检验；第六章介绍了机械离散事件系统仿真的一
般方法，并介绍几种典型的离散事件系统仿真过程；第七章主要介绍了机械连续系统应用实例——直
动式溢流阀数字仿真过程；第八章介绍了离散事件系统中典型的单队列单服务设备系统仿真过程；第
九章介绍了Matlab软件在机械连续系统仿真中的典型应用；第十章介绍了6-3-3并联机器人工作空间仿
真研究。
　　本书内容充实，重点突出，循序渐进，系统性强，富于启发性，可作为高等工科院校的机械设计
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高年级本科生和机械工程学科相关专业研究生教材，也可供广大工程技术人员学
习与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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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概率　　1.2　系统的定义和分类　　1.2.1　系统的定义和特点　　系统一词已被广泛应用
于各种领域，但它在各个不同的领域内含义是不尽相同的。
这里，针对系统仿真几乎可应用于任何科学研究问题，恩格斯对“系统”的定义是：具有特定功能的
，彼此相互联系的若干要素的有机整体。
这是一个概念面很宽的定义。
　　系统的特点在于：　　第一，系统的整体性。
系统是由许多要素组成，各个组成部分是不可分割的。
正如人体是由头、身躯、四肢等各部分组成一样，如果把这些部分各自拆开，那么就不称其为人了。
　　第二，系统的相关性。
系统内部各个要素之间以一定规律相互联系着，它们的特定关系形成了具有特定功能的系统。
例如一个大学系统，它由院、系、教务部门、后勤部门、公用计算中心、公用实验室组成，它们相互
间形成一个具有特定关系的培养人才的学校系统。
　　第三，系统的功能性。
系统总是体现出各种各样的功能，有些系统功能被人们所认知，有些系统的功能尚有待人们去发现，
有些系统的功能需要人们去设计和制造。
　　相应的，认识和理解系统应从以下角度去研究：　　第一，要以客观的观点认识系统。
系统是客观存在的。
系统是认识主体对客体的一个客观划分，是人们认识客观世界的手段和重要工具。
认识和研究系统应全面了解系统的构成，认清构成系统的各主要成分，不要遗漏任何一个系统构成要
素。
要以全面、细致的观点观察研究系统，不能以偏概全，否则会导致仅仅注意了系统的局部，而忽视了
系统的整体，甚至会导致错误地认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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