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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不是一本普通的软件用户手册！
FEPG是目前唯一的开放源码国产有限元软件，并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作为一名有着6年使用经验的资深用户，第一作者白冰从研究FEPG背后机理的角度着手，围绕一个完
整的非线性热传导算例，将一般的有限元理论、FEPG后台操作机制以及生成的代码相结合深入探
秘FEPG，力图揭开用户使用FEPG过程中的迷点，帮助用户知其然也知其所以然，最终达到灵活、高
效使用FEPG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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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到目前为止，我们系统地学习了利用FEPG开发一个有限元程序实例的过程，学会了利
用所开发的程序进行简单的分析。
也许您会说：我已经学会，FEPG了。
如果您能够将已学知识迁移应用于其他问题，那么可以说您已经是一位初级用户了。
如果您更加深入地领会了第4章的内容，那么可以更加骄傲地说：“我不仅学会了应用FEPG，而且知
道了整个程序的生成流程。
”那么更要恭喜您，真是“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
不过，到目前为止，我们还仅限于如何使用FEPG来辅助生成有限元程序的操作，而对生成的代码却“
不感兴趣”。
甚至不少初学者，特别是已经有了其他商业CAE软件的使用经验，然后带着这些经验来学习FEPG的用
户，很可能就不关心生成的代码了。
的确，源代码的复杂烦琐确实容易让人望而却步，事实上，开发FEPG的初衷也是希望能够既实现像使
用源代码那样自由，又摆脱直接和源代码打交道的复杂和繁琐。
基于这些理由，不关心所生成的源代码似乎也是理所当然的。
FEPG通过少量的脚本文件简化了对源代码的操作和控制。
当用户想修改源代码时，直接思考如何在脚本文件中实现，然后通过命令生成想要的源代码就可以了
。
这确实也是FEPG的初衷和推荐的方式。
然而，依据笔者的经验，如果不能对生成的源代码的程序框架有一个基本的了解，那么用户几乎很难
理解这些脚本文件中所附加的源代码。
而且，程序生成后往往需要修改和调试，如果每次修改的程序都要写在脚本中，然后进行一次代码生
成过程，那真是烦不胜烦，倒不如直接修改源代码来得直接、简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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