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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当今计算力学有了巨大的进展，特别是近十多年来出现了许多新的研究成果。
本书的主要内容就是体现这些当代新的成就，故名为现代计算力学。
本书包含的新的进展体现在：    从传统的一类变量的I~agrange体系发展到二类变量的Hamilton体系，
钟万勰院士把它称之为对偶变量体系，并指出它是一公共理论体系。
他的专著H圳对对偶变量体系作了系统而完整的论述，建立了这个新体系开创性的成果。
    ·有了对偶变量体系后，用于原单变量体系的线性空间、Euclidean空间也不能完全适用了，就自然
地发展到了辛空间，辛数学方法。
    ·由于传统的位移元的不足，从力学的观点出发发展了杂交元，拟协调元，不协调元和理性元。
近10年来，从完全数学的观点寻求好的近似子空间，发展出无网格有限元，基于单位分解和有限覆盖
的有限元以及基于数值流行方法的有限元。
    ·基于确定性变量的常规有限元法，把它拓广到不确定性变量的有限元法。
当前摄动随机有限元法已得到广泛的应用。
模糊有限元法已有了发展。
    ·由于当今并行计算机的蓬勃发展，现有的各种串行算法已不能适用于并行计算机，并行求解方法
也应运而生。
线性方程组的并行解法也发展成熟。
非线性方程组的并行求解方法已有大的发展。
在计算力学中EBE和SBS都是十分有效的并行求解方法。
    ·就力学问题的研究而言，也可视为寻求输入、系统、输出三者之间的关系。
当今人工神经网络也成为一种通用工具，它就是表明输入、系统、输出三者之间的关系，所以很自然
地能把神经网络应用到工程力学中来，它现已能有效地解决力学中某些特定的问题。
  本书共分10章，第8章“模糊有限元法”由吕恩琳教授编著，第10章“神经网络及其在力学中的应用
”，由蹇开林副教授编写。
本书的后半部分主要是作者和同事们所作课题的总结，由于是新的领域，学习、认识、理解都不够，
因而书中缺点和错误在所难免。
敬请广大读者予以批评、指正。
    本书承蒙黄宗明教授推荐，谨致以衷心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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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现代计算力学》旨在介绍近十多年来，计算力学的研究成果。

全书共分10章。
从一类变量体系出发，着重介绍对偶变量体系，辛数学方法，振动力学与波动力学。

从传统的位移元出发，系统地介绍杂交元、拟协调元、不协调元、理性元、无网格元、基于单位分解
的无网格元、基于有限覆盖的无网格元和基于数值流行方法的有限元。

基于不确定性变量重点介绍摄动随机有限元法和模糊有限元法。

基于并行计算机重点介绍线性方程组与非线性方程组并行解法，力学中的EBE和SBS并行解法。

最后一章介绍神经网络在力学中的应用。

《现代计算力学》着重于理论和方法的扼要阐明，全面的分析，系统的讲述。
适合于应用力学相关专业高年级本科生、研究生、青年教师及科技人员阅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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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组的解法8.7.1求区间矩阵的逆矩阵8.7.2区间阵的迭代求逆法8.7.3区间系数平衡方程解法的比较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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阵-向量乘法9.1.3矩阵乘法9.1.4对角线乘法9.2并行机(Parallel Computers)上矩阵和向量的基本算法9.2.1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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