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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仿真科学与技术是以建模与仿真理论为基础，建立并利用模型，以计算机系统、物理效应设备及（／
或）仿真器为工具，对研究对象进行分析、设计、运行和评估的一门综合性、交叉性学科。
仿真科学与技术已经成为与理论研究、实验研究并行的人类认识世界的重要方法，在关系国家实力和
安全的关键领域，如航空航天、信息、生物、材料、能源、先进制造、农业、教育、军事、交通、医
学等领域，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经过近一个世纪的发展历程，“仿真科学与技术”已形成独立的知识体系，包括：由仿真建模理论、
仿真系统理论和仿真应用理论构成的理论体系；由自然科学的公共基础知识，各应用领域内的基础专
业知识和仿真科学与技术的基础专业知识综合而构成的知识基础；由基于相似理论的仿真建模，基于
整体论的网络化、智能化、协同化、普适化的仿真系统构建和全系统、全寿命周期、全方位的仿真应
用思想综合而成的方法论。
在2000年第一版的基础上，本书根据仿真科学与技术的最新发展和8年来的教学实践，进行了内容修改
、扩充以及结构调整，力图更全面、更新颖、更系统地向读者介绍仿真科学与技术的知识。
全书共12章，第1章是概论，其余11章分为三篇，即连续系统仿真篇5章（第2～第6章）、离散事件系
统仿真篇4章（第7～10章）、现代仿真技术篇2章（第1l、第12章）。
本书第1章概论，使初次接触仿真的读者对仿真科学与技术有一个概念性了解。
新版除了保留原来的基本论述外，增加了对仿真科学与技术的基础理论——相似理论的介绍，也对当
前仿真技术研究的热点进行了讨论。
连续系统仿真篇分为5章。
第2章对连续系统模型设计进行讨论，新版增加了计算机辅助模型设计内容，并以电路系统、多体系
统为对象讨论了模型设计方法；第3章介绍经典的连续系统仿真建模方法学，除了讨论经典的数值积
分的单步法和多步法之外，还讨论了病态系统仿真建模方法；第4章讨论了现代的连续系统仿真建模
技术——离散相似法，分别按时域和频域进行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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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仿真是研究、设计、分析各种复杂系统的重要工具，已经成为与理论研究、实验研究并行的人类认识
世界的重要方法。
　　作为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本书根据8年来的教学实践和仿真技术近年来的
发展，在第一版（2000年）基础上进行了修订与扩展，其目的是为相关专业的本科高年级学生提供有
关仿真学科与技术更全面、更系统、更新颖的教材。
　　全书共12章，第1章是概论，其余11章分为三篇，即连续系统仿真篇5章（第2～第6章）、离散事
件系统仿真篇4章（第7~第10章）、现代仿真技术篇2章（第11、第12章）。
几乎每章后面均附有习题，书后还附有实验指示书，包括进行仿真实验的源程序。
　　本书可作为自动化、机械工程、经济管理、系统工程、工业工程等专业大学本科高年级学生仿真
课程的教材，其中带“*”的章节是选修内容； 也可作为研究生的参考教材。
对于工程技术人员，本书可作为应用仿真技术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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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1.2.1相似理论一般意义的相似理论是一种特定的科学观点，或者说它是一种科学的思维方式与
方法，可以将它纳入认识论与方法论的范畴。
在一切同类事物中相似现象是普遍的，而绝对相同几乎是不存在的，在一定条件下应用相似原则处理
问题是可取的。
人们之所以能对实际系统进行仿真，是基于客观世界本身所固有的相似性以及人们对客观世界认识过
程的相似性，这是系统仿真学科生存和发展的客观基础。
相似理论的基本原理包括同序结构原理、信息原理和支配原理等。
这些原理反映了相似系统的形成和演变规律。
系统仿真本质上就是依据相似规律人为地建立某种形式的相似模型去模拟实际系统，因此在仿真过程
中应自觉地应用这些相似理论的基本原理。
（1）同序结构原理相似理论的同序结构原理认为，任何系统都有一定的序结构，序结构的规律性形
成有序结构，其中包括空间有序、时间有序和功能有序。
具体来说，空间有序表征系统组成要素的空间排列、组合和联系方式的规律性。
时间有序表征系统要素随时间变化的运动规律。
功能有序表征系统要素在相互作用过程中所表现出的各种功能发挥秩序的规律性。
系统的序结构决定了系统的整体特性。
当系统序结构存在共同性时，系统之间存在相似性，其相似程度的大小取决于系统序结构的共同性程
度的大小。
基于系统相似性的仿真模型应以某种形式、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实际系统的空间序结构、时间序结构和
功能序结构的规律性。
例如，对于随机服务系统，顾客、队列和服务台等系统要素及其相互关系形成了系统的空间序结构，
顾客到达时间、排队等待时间和服务时间等形成了系统的时间序结构。
系统的功能，包括排队、对顾客的选择服务等，形成了系统的功能序结构。
仿真就是首先用数学语言，然后用计算机程序语言描述该系统的序结构，由此形成的仿真模型与随机
服务系统具有相似的序结构，仿真模型与实际系统就具备了序结构上的相似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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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系统仿真导论(第2版)》：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新编《信息、控制与系统》系
列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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