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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ANSYS Workbench 工程实例详解（CAE分析大系）》具体着眼于ANSYS 软件的使用和实际工程应用
，结合有限元分析方法和具体的软件操作过程，从工程仿真分析实例出发，详细介绍了ANSYS15.0
Workbench 有限元分析软件的功能和处理各种问题的使用技巧。
为了方便读者理解并建立正确的有限元模型，书中提供了许多概念理解型案例，这些案例包含理论分
析和有限元数值模拟的对比结果，同时书中也解析了常见的工程案例。书中内容主要涉及结构线性、
非线性静力分析，也包含部分热分析、电场分析及热-结构耦合场分析，本书提供的每个分析案例包括
工程问题的简化，分析模型的建立，施加边界条件及求解，结果的评定期待接近于工程实际。
《ANSYS Workbench 工程实例详解（CAE分析大系）》的目的是为初学者提供机械工程中的CAE 涉及
的有限元方法的基础理论及实践知识，使读者学会使用商业化的有限元分析软件解决工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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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许京荆，博士，副教授，上海大学机电学院安全断裂分析研究室（ANSYS软件华东区技术支持中心）
，从事“机械工程中的CAE”方面的教学科研工作，负责ANSYS软件相关课程及技术支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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