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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根据原国家教委《工科非计算机专业计算机基础教学指南》的精神，工科非计算机类专业计算机基础
课程分为文化基础、技术基础和应用基础三个层次。
“软件技术基础”这门课程的目的是以“计算机文化”和“C语言”为基础，属于计算机技术基础的
软件部分。
通过学习软件设计技术，为解决工程实际问题，编制专业应用软件打基础。
由于学生是初次接触算法语言，讲计算机语言的教材往往只能讲计算机语言本身，很少讲编程与算法
。
本课程和计算机语言课的区别就是要讲编程而不仅仅是计算机语言。
要讲一些算法，讲一些软件的界面，要以工程实际问题为例，训练学生的语言运用和软件开发能力。
作为新世纪的大学生，必须掌握计算机这个现代信息社会的重要工具，否则就会变成“新时代的文盲
”。
如果把学习计算机操作比喻为学习走路，把学习算法语言比喻为认字的话，那么学习软件编程与开发
就相当于学习写作文了。
科学与技术是由许多不同的发展阶段组成的，就好像爱因斯坦发现了质能关系式，不等于发明了原子
弹，也不等于发明了核电站一样。
科学技术的每一个发展阶段都有它自身的特点与规律。
学会一种高级语言并不等于学会了编程，更不等于学会了软件开发。
软件与硬件同为计算机系统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由于软件具有灵活可变的特点，对于专业应用非常重要，在某些情况下还可以“以软代硬”。
因此，学习软件开发是非计算机专业人士涉足信息技术的一个捷径。
近年来，随着微机Windows操作系统平台的普及，计算机进入了一个图形用户界面、多媒体、娱乐化
、家电化、大众化的时代，使用越来越方便，但编程的门槛却越来越高了。
大学毕业生往往只会某种算法语言，不会编程序解决实际问题；或只会编程序，不会开发相应的软件
；或只会编DOS程序，不会编windows程序；或只会用VB编程，不会用VC编程；或只会结构化编程，
不会面向对象编程，甚至连结构化编程都不会；学习现代设计方法时只注重理论，不注重实践；解决
实际问题时没有算法的概念，没有系统的观念，没有全局的观念，不注重软件的商品性，不注重软件
工程学；对于编程或软件开发既没有经验，也没有教训，当然也就没有体会。
本书就是为解决上述问题而编写的。
本书是为高等院校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和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专业“软件技术基础”课程编
写的教材，适用于非计算机类专业，尤其是工科机械类专业，可作为第一门算法语言课程如“C语言
”的后续课程的教材。
与同类教材相比，本教材避免讨论过于深奥的计算机基础理论，强调实用性的编程方法和应用，旨在
帮助学生提高使用高级语言的能力，完成从TC2.0/DOS平台到VC++6.0/Windows平台的速成式直接跨
越。
通过编程实例巩固结构化程序设计思想，使学生初步建立面向对象程序设计的概念，得到除了计算机
等级证书之外真正的编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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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作为一本入门型、综合性的教材，《机械工程软件技术基础》避免讨论过于深奥的计算机基础理
论，强调实用性的编程方法和应用，旨在帮助学生提高使用高级语言的能力，完成从TC20/DOS平台
到VC++6.0/Windows平台的速成式直接跨越。
通过编程实例巩固结构化程序设计思想，使学生初步建立面向对象程序设计的概念，得到除了计算机
等级证书之外真正的编程能力，能够结合机械工程基础和相应的专业基础及专业课方面的知识，利用
计算机编程解决实际问题，进而开发机械工程专业领域具有专业用途的软件。
　　《机械工程软件技术基础》以TC2.0和VC++6.0为描述语言，第1章和第2章介绍“常用数据结构”
和“算法基础”，第3章为“软件工程学简介”，第4章以速成的方式介绍“VC++基本操作”，在此
基础上进一步介绍第5章“软件界面设计”和第6章“文件与数据库操作”，最后，在第7章“机械工程
算例”和“附录”中用一系列算例和资料，手把手地教学生解决工程实际问题，具有很强的应用性、
资料性和案例性。
　　《机械工程软件技术基础》适用于非计算机类专业，尤其是工科机械类专业，可作为第一门算法
语言课程如“C语言”的后续课程“软件技术基础”的教材。
《机械工程软件技术基础》也可供机械或材料类专业硕士研究生和企业从事信息化工作的同志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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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2.软件开发的计划管理对软件项目的有效管理取决于对项目的全面的精心计划。
根据美国联邦政府的调查统计，因软件计划不周而造成的项目失败数占失败总数的一半以上。
制订计划时应该预见到可能发生的问题，并且预先准备好可能的解决办法。
下面讨论的计划适用于大型软件系统，这样的系统需要多个小组同时参加工作，在给定的时间内完成
项目开发任务。
为大型软件开发项目所制定的计划应包括下列基本内容：1）阶段计划：详细说明每个阶段应该完成
的日期，并且指出不同阶段可以互相重叠的时间等。
2）组织计划：规定从事这个开发项目的每个小组的具体责任。
3）测试计划：概述应进行的测试和需要的工具，以及完成系统测试的过程和分工。
4）变动控制计划：确定在系统开发过程中需求变动时的管理控制机制。
5）文档计划：目的是定义和管理与项目有关的文档。
6）培训计划：培训从事开发工作的程序员和使用系统的用户的计划。
7）复审和报告计划：讨论如何报告项目的状况，并且确定对项目进展情况进行正式复审的计划。
8）安装和运行计划：描述在用户现场安装该系统的过程。
9）资源和配置计划：概述按开发进度、阶段和合同规定应该交付的系统配置成分。
软件开发的组织工作非常复杂，对大型的软件开发项目来说，更是如此。
如何控制项目的开发进度，是项目管理的重要内容。
一般采用图示方法来表示项目计划的进度，如甘特图和PERT图（项目计划评审方法）。
3.软件开发团队如何将参加软件开发的人员组织起来，使他们发挥最大的工作效率，对成功地完成软
件项目极为重要。
开发组织采取的形式要针对开发项目的特点来决定，同时也和参加工作的人员素质有关。
（1）组织原则1）尽早落实责任：在软件开发项目工作的开始，就要尽早指定专人负责，使其有权进
行管理，并对任务的完成负责。
2）减少接口：开发过程中，人员之间的联系是必不可少的。
但是，如果人际联系太多，很多时间和人力将会花在人员联系上，从而导致工作效率降低。
（2）组织结构模式通常有三种组织结构的模式可供选择：1）按课题划分：把软件开发人员按课题组
成小组，小组成员自始至终完成课题的全部任务。
2）按职能划分：参加工作的软件开发人员按任务的工作阶段分成若干专业小组，如分别建立计划组
、需求分析组、软件设计组、实现组、系统测试组、质量保证组和维护组。
采用这种模式，小组之间的联系接口要比第一种模式多，但有利于软件人员熟悉小组的工作，进而成
为这方面的专家。
3）矩阵模式：将上述两种结构结合起来就成为矩阵模式，即一方面按工作性质成立一些专门组，另
一方面每个项目又有它的管理人员负责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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