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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Matlab/Simulink动力学系统建模与仿真》适合具有一定数学和力学基础知识的力学专业的本科高年
级学生使用，也可以作为机械工程、土木工程、车辆工程和仪器仪表、印刷机械等本科高年级学生和
相关专业的研究生在学习有关动力学系统建模与仿真内容时的参考书，也可供相关工程技术人员参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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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对于用数值方法求解常系数微分方程（Ordinary Differential Equation，ODE）或微分
方程组，Simulink提供了七种求解函数（的方法），它们是： （1）Ode45。这种求解器采用龙格一库
塔方法，这也是利用Simulink求解微分方程时最常用的一种方法。这种算法精度适中，是计算方程的
首选项。 它是利用有限项的泰勒级数取近似解函数，而误差的来源就是泰勒的截断项，误差就是截断
误差。 Ode45分别采用四阶、五阶泰勒级数计算每个积分步长终端的状态变量近似值，并利用这个级
数的值相减，得到的误差作为计算误差的判断标准。如果误差估计值大于这个系统的设定值，那么就
把该积分步长缩短，然后重新计算；如果误差远小于系统的设定值，那么就将积分步长放长。 （2
）Ode23。这种求解器采用龙格一库塔方法，为了能够达到Ode45同样的精度，Ode23的积分步长总要
比Ode45取得小。因此，Ode23处理“中度Stiff”问题的能力优于Ode45。 Ode23是利用有限项的泰勒级
数取近似解函数，而误差的来源就是泰勒的截断项，其中，误差就是指截断误差。 Ode45分别采用泰
勒级数计算每个积分步长终端的状态变量近似值，并利用这个级数的值相减，得到的误差作为计算误
差的判断标准。如果误差估计值大于这个系统的设定值，那么就把该积分步长缩短，然后重新计算。
如果误差远小于系统的设定值，那么就将积分步长扩大。Ode23和Ode45都是变步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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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Matlab/Simulink动力学系统建模与仿真》一开始就采用了模型框图，使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掌握和使
用仿真框图的表示方法，为今后建立仿真模型奠定基础。《Matlab/Simulink动力学系统建模与仿真》
结合了Simulink仿真平台的基础知识，学生可以在各章的例题中学会Matlab基本的编程能力和Simulink
基本模块的应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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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基本上都是力学内容，还不如买本振动力学；纸张不好，书本还有褶皱；价格高，完全不值；不
过快递小哥还挺好，这一分给他。
2、还可以，基本上是我想要的！
3、帮师姐买的，还不错。
4、正是急需的，可以给学生看看
5、帮别人买的书 自己没看
6、正是我所需要的，发货速度也很快
7、内容比较符合工程应用，而且有深度，比较喜欢，推荐。
8、这本书了涵盖了刚体，弹性体和机电系统以及控制的动力学系统仿真建模分析方面的内容，重点
突出，以Matlab和Simulink为工具进行详细的分析，给出了许多详细的实例分析，是学习和掌
握Matlab/Simulink动力学仿真建模的不错的参考书。缺点就是印刷纸张太薄，并且有些编写笔误，但
不影响内容的质量。
9、一般，里面的例题太简单。
10、讲了一些拉氏变换、Z变换基础知识挺有用的 有些例子写的有些简单了 整体还行 包含了经典控制
理论和现代控制理论
11、很好 就是纸张不是很正，像盗版的
12、内容深度，好像欠点。
13、Simulink动力学运动学建模比较新的辅导书
14、书不错 就是打印小错误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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