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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系统仿真与GPSS/JAVA》

内容概要

《管理系统仿真与GPSS/JAVA》以作者自主开发的仿真软件GPSS/Java为基础，系统地阐述了管理系统
建模与仿真技术的应用，旨在使读者对GPSS和GPSS/Java仿真系统的建模方法有深入的理解和全面的掌
握，并能够应用于解决各种管理工作的实际问题。
全书共分9章。第1章为绪论； 第2章介绍系统仿真的基本概念； 第3章介绍GPSS建模的基本概念和方
法，并说明GPSS/Java的特点和使用方法； 第4章介绍GPSS/Java的初级部分，即GPSS/Java的基础模块语
句和控制语句； 第5章介绍仿真模型的初始化操作、模型输入操作及模型运行的内部机制； 第6章介绍
随机数的生成、函数实体和标准随机函数； 第7章介绍
GPSS/Java的中级建模技术部分，包括标准属性和动态实体参数，以及用于实现测试、比较、统计、循
环和选择等模型功能的模块语句，在此基础上可建立比较复杂的仿真模型； 第8章介绍GPSS/Java的高
级建模技术，主要包括动态实体的分裂、装配、匹配和聚集等，以及用户链和设备的抢占等内容； 
第9章介绍GPSS/Java集成开发环境的使用及其仿真类库的结构与组织。
《管理系统仿真与GPSS/JAVA》可以作为高等院校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企业管理和经济类专业
、交通与物流类专业以及计算机应用等工程类专业的专科生、本科生和研究生的教材或参考书。《管
理系统仿真与GPSS/JAVA》对于企业的管理者、决策者和工程技术人员了解、学习和掌握系统建模与
仿真技术，亦有较大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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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绪论　　仿真是一种模仿行为。系统仿真是模仿现有系统或未来系统运行状态的一种手
段。当人们需要预计某一个系统的运行效果或者评估其成败得失时，对系统本身做完整的实际运行，
当然可以得到系统运行的特征和主要参数，但是，这往往需要付出较高的代价。对于某些正在设计中
的系统、未来系统或具有灾害性后果的系统，甚至无法做系统的实际运行。于是，对系统进行模拟或
者仿真，在不需要真实系统参与的情况下，利用仿真模型来做模仿运行，并根据仿真结果来推断、估
计或评价真实系统的性能或参数，已经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这无疑是一种经济可行的分析方法和技
术。　　海湾战争以后，美军公布了在军事上战胜伊拉克过程中，在战略战术的制定和在战役战术上
对兵力部署和调动前，采用系统仿真辅助作战的成功案例，给予各国军事参谋部门以重要启示。美国
总统办公室和国防部从1992年以来，每年均修订和公布其国家关键技术和国防关键技术的实施规划，
其中“建模与仿真”一直被列人为优先发展的先进技术。　　1.1　系统仿真的概念　　从一般意义上
来讲，系统仿真可以被理解为在对一个已经存在或尚不存在但正在开发的系统进行研究的过程中，为
了了解系统的内在特性，必须进行一定的实验；而由于系统不存在或其他一些原因（危险性大或者成
本高昂），无法在原系统上直接进行实验，只能设法建立既能反映系统特征又能满足系统实验要求的
系统模型，并在该系统模型上进行实验，以达到了解或设计系统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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