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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全书共13章，内容涵盖：Pro／ENGINEER Wildfire 3．0操作基础、草绘二维剖面、一般特征的建立与
操作、基准特征、修饰特征、高级特征的应用、扭曲特征的应用、曲面特征、曲面造型范例、造型工
具及应用范例、IGES数据的修补和独立几何特征、程序化工具(Pro／Program)在零件设计中的应用
、Pro／ENGINEER系统设置。<br/><br/>　　本书以Pro／ENGINEER Wildfire 3．0(野火版)中文版为
解读对象，通过一系列精彩的实例，向读者展示了利用Pro／ENGINEER Wildfire 3．0进行零件设计的
技术。本书涉及Pro／ENGINEER Wildfire 3．0操作基础、草绘二维剖面、一般特征的建立与操作、基
准特征、修饰特征、高级特征的应用、扭曲特征的应用等内容。本书立足于零件设计，由浅入深地向
读者介绍最新野火3．0版的零件建模技术，内容全面，实例丰富，讲述具体，因此不仅适合初级用户
由浅入深、循序渐进地全面掌握和应用最新Pro／ENGINEER进行零件设计，也适合中、高级用户学习
最新野火3．0版的使用方法和技巧。本书适合应用Pro／ENGINEER进行产品开发的广大工程人员，在
校大、中专生及各类相关培训机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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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本书由韩玉龙编著，参加本书编写的人员还有：李艳、蒲文宇、邓素群、卢元琼等，在此表示深深的
感谢。
本书以Pro/NGINEER Wildfire 3.0（野火版）中文版为解读对象，通过一系列精彩的实例，向读者展示
了利用Pro/NGINEER Wildfire 3.0进行零件设计的技术。
图书前言
Pro/ENGINEER是美国参数技术公司(PTC)的一款极其优秀的工业设计软件，作为PTC公司的旗舰产品
，从其诞生之日即引起业界的极大震动，其参数化、全相关、基于特征的设计思想改变了工业三维设
计的传统观念。自1988年问世以来，经过短短十几年的时间就成为了全世界最普及的三维工业设计软
件，广泛地应用于机械、汽车、航天、家电、玩具、模具和工业设计等行业。
自Pro/ENGINEER问世以来，PTC公司一直广泛征求广大客户的意见，不断进行产品的技术更新，
使Pro/ENGINEER的功能越来越强大，而操作越来越方便。2006年4月，PTC公司推出了全新的Wildfire
3.0(其中文名称为“野火”)版本。这是业界领先的产品设计和开发软件的一个突破性版本，并且是全
球首套用于产品开发领域的全方位、一体化系统，也是PTC产品生命周期管理(PLM)的解决方案的核
心，是第一套将产品开发和企业商业过程无缝连接起来的产品，相比上一代的2.0版本，Wildfire 3.0带
来了多达180项功能的改进与增强，让设计者的工作变得更快速、更智能。
一、本书主要特点
本书从最基础的软件操作界面开始，通过二维草绘、一般特征的建立与操作、基准特征、修饰特征、
高级特征的应用、扭曲特征的应用、曲面特征、曲面造型范例、造型工具及应用范例、IGES数据的修
补和独立几何特征、程序化工具(Pro/Program)在零件设计中的应用、Pro/ENGINEER系统设置等内容
，包含了最新野火3.0版本零件设计应用的方方面面，并结合大量范例进行介绍，使之言之有物，全面
突出零件设计的主题。通过这些大量的范例介绍，不但能使初学者迅速掌握野火3.0版的零件设计操作
，也能帮助有一定基础的用户提高零件设计的技巧。
本书配套光盘提供了书中需要的范例源文件及参考结果。
范例文件选材丰富，包含了机械、玩具、小家电、日用化工等多个行业，读者可以在本书的引导下全
部完成这些范例。
本书内容循序渐进、由浅入深，突出零件设计主题。各章提供了“思考与练习”环节，供读者巩固学
习要点并拓展思路，也可供培训机构做考核参考。
二、本书主要内容
本书共13章，主要内容如下。
第1章：Pro/ENGINEER Wildfire操作基础。介绍了野火版的界面和常用基础操作。
第2章：草绘二维剖面。介绍了二维剖面的绘制方法。
第3章：一般特征的建立与操作。介绍了野火版常用特征的实体设计和操作，包括拉伸、旋转、扫描
、混合、孔、壳、倒圆角、倒角、局部组和UDF、阵列操作、族表、实体特征的镜像与复制操作和零
件的修改。
第4章：基准特征。介绍了基准平面、基准轴、基准点、基准坐标系、基准曲线、注释特征的概念和
创建方法。
第5章：修饰特征。介绍了修饰特征的特点和应用。
第6章：高级特征应用。介绍了拔模、旋转混合与一般混合、可变剖面扫描、扫描混合、螺旋扫描、
环形折弯、骨架折弯、管道、实体自由形状、局部推拉、半径圆顶、剖面圆顶、唇、耳、轴、法兰、
环形槽、槽特征等高级特征的应用。
第7章：扭曲特征的应用。介绍了扭曲特征的特点和应用。
第8章：曲面特征。介绍了基础曲面特征和高级曲面特征的应用和曲面操作。
第9章：曲面造型范例。通过范例集中介绍曲面造型的综合应用。
第10章：造型工具及应用范例。介绍造型这种超级特征的应用和操作，并通过范例介绍了跟踪草绘、
逆向造型设计的应用。
第11章：IGES数据的修补和独立几何特征。介绍IGES数据修补的技巧，独立几何特征在逆向设计中的
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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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章：程序化工具(Pro/Program)在零件设计中的应用。介绍程序化工具在零件设计中的应用，本章
是零件设计的功能扩展。
第13章：Pro/ENGINEER系统设置。介绍如何在零件设计的环境中进行相关的系统 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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