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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仿真模型可移植性标准是欧洲航天局为提高不同仿真环境和操作系统中模型的可移植性和可重用性而
建立的仿真模型开发与集成标准，用以解决多领域仿真模型集成与分析所面临的挑战。
　　　　SMP2．0基于MDA的思想，采用平台无关模型和平台相关模型提高仿真模型的可移植性，并
基于平台无关模型提高了仿真模型的可组合能力，代表了仿真模型可组合应用的最新发展。
为此本书基于SMP规范详细介绍了SMP的模型开发和集成方法、SMP的组件模型规范、SMP的元模型
规范、SMP的模型开发和运行环境及相关应用实例，争取为国内大规模复杂仿真系统的研制提供一些
有益的借鉴。
　　全书共8章，即概论、仿真模型可移植性规范简介、仿真模型开发与集成、SMP组件模型、SMP元
模型、SMP开发环境、基于SMP的导弹攻防对抗仿真、卫星导航系统完好性仿真。
　　本书可供从事武器装备或民用装备的论证、研制、试验、生产、使用等领域的工程技术人员阅读
，也可作为高等院校的系统工程、仿真工程、计算机应用等有关专业师生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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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模块化的模型组合方法源于面向过程的软件设计和包含输入／输出的功能模型建模方法。
通过功能模块的输入／输出（I／O）可以描述层次化、模块化的仿真模型。
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初期的仿真系统实现也基本采用模块化的程序设计方法建立仿真模型和仿真系
统。
在模块化程序设计方法的支持下，建立仿真函数库是仿真模型实现的有效方法，其好处在于建模者可
以专注于模型的逻辑关系而不必担心模型实现的细节。
这些仿真函数库一般包括随机数生成、微分方程求解、仿真运行调度、资源管理、仿真结果收集、仿
真结果分析等功能。
仿真函数库的这些功能主要通过一系列的库函数实现，建模过程中通过调用相应的库函数完成仿真模
型需要实现的功能，这样可以减少建模人员的工作量。
仿真函数库中的功能及相应的库函数也可以根据需求进行扩展。
CSIM等系统是一个典型的基于模块的离散事件仿真程序库。
20世纪80年代，B.P.Zeigler。
教授提出的面向DEVS规范也是在层次化、模块化的思想指导下开发的。
DEVS把每个子系统都看做是一个具有独立内部结构和明确I／（3接口的模块，若干个模块可以通过一
定的连接关系组成组合模型，组合模型可以作为更大的组合模型的元素支持更高层次的组合，从而形
成对模型的层次、模块化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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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仿真模型可移植性规范及其应用》为“十一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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