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复杂系统建模理论、方法与技术>>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复杂系统建模理论、方法与技术>>

13位ISBN编号：9787030215635

10位ISBN编号：703021563X

出版时间：2008-6

出版时间：科学出版社

作者：刘光堂,梁炳成,刘力

页数：400

字数：50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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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复杂系统建模理论、方法与技术>>

前言

仿真科学与技术在国民经济、国防建设和科学研究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已成为共用的、战略
性科学技术，被认为是继理论研究和实验研究之后，信息时代认识与改造世界的又一重要方法。
在众多领域需求牵引下，正朝着现代化、科学化的方向迅猛发展。
系统建模是仿真科学与技术的基础和核心内容，目前已形成较为完整的理论、方法与技术体系，并向
网络化、智能化和自动化的方向发展，复杂系统建模是它的前沿新领域。
为了进一步推动仿真科学与技术的发展，无论是一般系统建模或是复杂系统建模都存在着亟待普及和
提高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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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复杂系统建模是越来越多的复杂工程系统、社会经济系统、军事作战系统、人工生命系统等研究的基
础，有着极其广泛而旺盛的社会、经济、国防和科技需求，堪称仿真科学与技术的前沿新领域。
    本书是一部专门研究复杂系统建模理论、方法与技术的著作。
作者在全面论述系统建模基本理论和常用建模方法的基础上，重点研究面向复杂系统数学建模的新方
法与技术，以及仿真建模环境和工具，并深入讨论人们十分关心的大型复杂仿真系统建模的VV＆A与
可信度评估技术及其应用。
    本书普遍适用于从事航空、航天、航海、能源、环保、工业、农业、医学、交通、生物学、经济学
、人文科学等方面研究和仿真的科学工作者、工程技术人员和高校教师参考，亦可作为高校高年级学
生和研究生的教科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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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2章 系统建模的基本理论2.1 引言系统建模包括数学建模与仿真建模，它们以多个学科理论为
基础。
模型论、相似理论、系统论和辨识理论是系统建模的最基本理论。
除此，系统建模的基本理论还包括复杂适应系统理论、自组织理论、网络理论、定性理论、云理论、
模糊理论、灰色系统理论、元胞自动机和支持向量机理念、马尔可夫理论、元模型理论及综合集成研
讨厅体理念及虚拟现实理论等。
2.2 模型论及其相关理论模型论及其相关理论是系统建模最重要的基本理论之一，是描述系统模型的数
学知识，包括系统抽象与描述及系统与模型描述间的保存关系等。
模型论的相关理论包括：模型集总、简化和修改，以及模型有效性和模型灵敏度分析等。
2.2.2 实际系统的抽象本质上讲，模型是从实际系统概念出发的关于现实世界的一小部分或某几方面的
“抽象”的“映像”。
按照模型论，系统建模需要进行如下抽象：输入量、输出量、状态变量及它们之间的函数关系。
这种抽象过程谓之模型的理论构造。
抽象中，必须联系真实系统与建模目标，首先提出一个详细描述系统的抽象模型，再在此基础上不断
增加细节至原抽象中去，使其抽象不断地具体化。
这里，描述变量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或可观测，或不可观测。
从外部对系统施加影响或干扰的可观测变量称为输入量，而系统对输入量的响应谓之输出量。
输入量和输出量对的集合，表征着真实系统的“输入一输出”性状。
这时，真实系统可视为产生一定性状数据的信息源，而模型则是产生与真实系统相同性状数据的一些
规则、指令的集合，抽象在其中则起着媒介作用（见图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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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书特点：　　本书是一部系统、全面研究复杂系统建模理论、方法与技术的专著。
　　在理论上，高度概括系统建模基本理论，重点阐述复杂系统建模新理论；　　在方法上，系统总
结系统建模常用方法，深入探讨复杂系统建模方法体系；　　在技术上，广泛研究复杂系统建模支撑
环境及工具，着重讨论复杂系统建模VV&A技术及其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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