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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美国Autodesk（欧特克）公司是世界领先的二维和三维设计软件制造商。
具有与Autodesk AutoCAD优越兼容性的Autodesk Inventor是目前世界上最受用户喜爱的三维设计软件
之一，广泛应用在机械制造业、汽车工业、厂矿设计、航空航天、五金工具、家电产品、化工等领域
的设计。
　　国内外越来越多的设计人员正在从二维设计转换到三维设计上来。
三维设计不仅仅是创建三维模型和产生二维工程图，更重要的是，它使对设计的三维模型进行渲染、
动画制作、应力分析，以及运动仿真成为可能，从而实现制作&ldquo;数字样机&rdquo;的设计理念。
数字样机是指在真正的产品生产出来之前就可以通过三维模型看到所要实现的设计功能，试验在各种
预计工作状况下的安全稳定性等在过去只有用实体产品才能完成的任务。
这主要归功于CAE（计算机辅助工程）与CAD（计算机辅助设计）的无缝集成。
Autodesk Inventor&middot;Simulation就是将有限元应力分析（Stress Analysis）和运动仿真（Dynamic
Simulation）与Inventor有机集成，从而使Inventor Simulation具有强大的创建三维模型、设计安全和稳
定的检验，以及运动仿真功能。
　　目前，关于Inventor Simulation的书籍和资料有联机帮助和Autodesk官方的快捷教程，但还没有一
本关于Inventor Simulation的中文或英文书籍出版。
本书不是重复联机帮助或官方教程，而是采用非常具有针对性的实例来详解用户在使用有限元应力分
析和运动仿真中的常见问题、困难和疑惑。
其中，还穿插了有限元基本概念、材料强度理论、模态分析理论、运动学理论、运动仿真的机理基础
等，以帮助用户理解实例的意义。
本书提供的实例涉及最常用的机械机理，如四连杆机构、凸轮从动件、齿轮机构和棘轮机构，使用户
感到亲切且易于理解。
　　本书作者作为Inventor Simulation自第一版以来的质量技术负责人（Tech Lead of Autodesk Inventor
Professional Quality Assurance），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有着深刻的理解，以及对用户大量的技术支持和
问题解答的宝贵经历。
　　本书由4个主要部分组成：Inventor和仿真简介、有限元应力分析、运动仿真和在设计中应用应力
分析与运动仿真。
　　第1章对Inventor的三维建模作了介绍，包括它与AutoCAD的兼容性。
然后对应力分析和运动仿真进行了概述。
　　第2～7章是有限元应力分析部分。
第2章介绍了有限元法的基本概念和理论，重点讲解三维设计中应用有限元涉及的概念和理解分析结
果需要的理论基础。
第3章介绍了Inventor。
应力分析的界面和应用，对命令和概念进行了解释，如轴承载荷、网格划分等。
第4章着重描述应力分析的求解和对应力分析结果的理解，本章最后还介绍了设计中常用的强度理论
。
第5章通过实例介绍如何应用有限元分析来对设计进行优化的流程。
对用户在具体应用中的常见问题在第6章进行介绍，并讲解了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和实践中的最佳方法
。
第7章详细介绍模态分析的概念和基本理论、分析结果，及对计算结果的理解和应用。
　　第8～15章是运动仿真部分。
第8章介绍运动仿真界面和如何运行仿真。
第9章对运动仿真中的一些关键慨念进行了较详细的介绍，包括自由度、运动链、冗余、动力学等。
第10 章详细介绍运动仿真中最重要的要素&mdash;&mdash;运动连接以及创建运动连接。
第11、12章详细讲解如何通过定义参数和输入图形器，来定义运动机理和机械连接的物理和动力性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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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 章详细讲解运动仿真的结果。
第14章对用户通常难以理解的冗余的概念进行了解释。
第15 章用几个实例演示了运动仿真的强大功能和在设计中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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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结构清晰、实用性强，详细讲解了Autodesk Inventor有限元应力分析和运动仿真的功能、原理
和应用技巧。
本书主要内容包括有限元结构静力分析、模态分析、运动仿真以及应用它们来校核三维设计的强度；
稳定、检验模型的运动和动力功能，进而实现最佳设计。
　　本书所配光盘包含的应用实例是作者为解决用户常见的疑难问题而专门制作的，便于读者学习和
领会。
本书的内容和实例模型适用于2008／2009版本的Autodesk Inventor Simulation或Autodesk Inventor
Professional。
　　本书可作为工程设计单位的设计工程师，以及高等院校机械、力学、汽车、家电和日用产品等工
程设计专业的师生的参考书，也可作为广大CAD／CAE工程人员的培训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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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Inventor提供了出色的创建基于特征的参数化三维实体模型的功能，其明晰的用户界面、直观的工
作流程，以及上下文相关帮助，使用户学习和掌握三维建模十分容易。
其强大的三维图形引擎，使用户可以创建复杂的几何图元，从而实现设计者的设计和创新意图，而其
采用的自适应技术的体系结构，还提供了出色的大型复杂系统装配性能。
　　三维模型的主要基本单元是零件，零件是基于草图和几何特征建立的。
用户通过草图可以产生几乎任意形状的二维几何轮廓。
从二维几何轮廓可以产生三维特征，如通过在草图上的正六边形产生一个拉伸特征，即可生成一个简
单的三维实体，形状如六角的六角头螺栓。
Inventor用于草图的特征包括拉伸、旋转、扫掠、放样等。
用户还可以在零件的三维实体特征上直接产生诸如圆角、孔、抽壳等基本特征。
由于几何图元是基于参数的，因此，尺寸可由参数驱动。
当通过修改参数来改变尺寸时，几何单元或特征会基于尺寸的变更自动更新。
零件设计功能也支持自适应技术。
Inventor强大的曲面功能还能创建十分复杂的曲面形状，具有无缝结合的曲面和实体混合的造型功能。
　　产生的零件组合起来组成装配部件（Assembly），装配部件又可以作为子装配件组成更高级的装
配部件。
由很多零件和子装配件，就可以产生大型的、复杂的三维装配模型。
零件或子装配通过适当的装配约束来确定组合的关系。
装配约束包括配合、对准角度、相切、插入、运动和过渡。
设计流程由零件开始，到产生子装配件，总装配件、是一种自下向上的设计方法，即先生成各个零件
、子装配部件，然后根据装配体的要求调入各子部件，进而完成整机的装配。
设计的装配过程与生产实际中的实物组装一样，比较直观，便于掌握。
Inventor的装配设计也完全支持自上向下，或自上向下与自下向上相结合的设计流程。
在自上而下的设计方法中，用户可在装配体中可以将已生成的零件调入，也可以实行在位设计，并利
用Inventor的自适应技术，直接建立新建零部件与已有零部件之间的形状、大小及位置的关系，从而实
现零部件之间位置关系的自行调整。
如果修改基本零件的几何图元，自适应零件的几何图元和位置也会随之更新。
例如，一个自适应的连接件零件的长度和位置可自动调整，使之保持与连接件的正确关系；一个自适
应的轴的直径可自动调整到与其连接孔相配合的大小，从而自行解决常见的空间中的几何干涉问题。
在设计实践中，设计师通常使用自上向下的设计方法来布局其装配体。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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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其它版本请见：《AutoCAD2008中文版机械设计基础与实践（第2版）（附光盘1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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