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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 C A D 技术在工程设计中的应用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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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针对我国在工程设计中应用 CA。 技术的优势和存在的问题进行探讨
,

提出了今后 CA。技

术的发展趋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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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A D ( C
o m p u te r A id e d D e s i g n ,

计算机辅助设

计 )技术产生于本世纪 50 年代后期发达国家的航空

和军事工业中
,

随着计算机软硬件技术和计算机图

形学技术的发展而迅速成长起来
。

在我国作为国家

收点科技攻关项 目经过多年的研究
、

推广
,

C A D 技

术已经广泛地应用在机械
、

电子
、

航天
、

化工
、

水利水

电
、

建筑等行业
。

1 C A D 技术在工程设计中的优势

c AD 技术给工 程设计带来 了一场真正 的革

命
,

它把工程设计人员从繁重的手工设计中解脱出

来
,

用计算机不仅取代了图板
,

也帮助设计者轻松

实现从二维平面到三维模型空间的全面设计
,

把传

统的平面设计拓展到了立体空间
。

同时
,

应用这项

技术不但可以提高设计质量
、

优化设计方案
、

减轻

技术人员的劳动强度
、

缩短设计周期
、

加强设计的

标准化
,

更可 以节约 2% 至 5% 的建设投资
。

如天

津渤海化工集团规划设计院 1 9 95 年自筹资金 100

万元起步
,

19 9 6 年被列人天津市第一批 C A D 示范

单位
,

19 97 年实现
“

甩掉图板
” 。

CA D 技术的应

用使设计院获得了较大的经济效益和很好的社会效

益
。

可见
,

c A D 技术的应用提高了设计单位的技术

表 1 天津渤海化工集团规划设计院 C A O 应用前后效果对 比

实施 C A D 前

纯碱扩建工程

计划下达

1亿元

2 年

9 8 人

10 0 0 页

5%

0

170 万元 / 年

2 8 台

实施 C A D 后

节能环保技改工程

市场竞争

4 亿元

1 年

6 0 人

3 0 0 0 页

9 6%

8 2%

68 0 万元 / 年

6 7 台

5 0 万元

1 80 人次

升为甲级设计院

效果

工程项 目名称

任务来源

投资额

设计周期

设计人员

出图量

c A D 普及率

覆盖率

经济效益

C A D 系统配置

资金投人

培训 C A D 人员

社会效益

增加 3 0 0%

减少 5 0%

减少 30 %

增加 2 0 0%

乙级设计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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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能力
、

产品开发能力
、

市场竞争能力
、

取得了显

著的增值效益
。

2C A D技术在工程设计应用中存在的

问题

C A D技术在工程设计中的优势是非常明显的
,

其技术是新兴技术
、

仍在高速发展
。

发展的动因是

它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
,

给企业带来了效率
。

但在

有些地方
、

有些企业却效果不明显
,

原因有多方面
,

以下几个问题是主要的
。

2
.

1 仅把 C A D 技术作为取代图板的工具
,

而并未实

现真正的设计
。

如果让我们调查一下国内设计业中

C AD 的应用情况
,

会得出如下结论
,

很多所谓

C A D 应用很好的单位
,

也只是做到用手工 出图转

变为计算机出图的现状
,

当然计算机出图是有很多

优点的
,

漂亮
、

规范
、

修改容易
、

存档方便等
。

但

是如果我们只是停留在这个阶段
,

就失去了 CA D

的作用
,

因为 CAD 是辅助设计
,

不是辅助绘图
。

既然是设计就不但要想到设计模型的实体
,

还应想

到实体模型的结构分析
、

运动受力分析和生产工艺

处理等
,

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发挥 C A D 的作用
。

如

果真正做到这一点
,

单凭二维设计是不够的
,

虽然

传统的制图方法是通过二维视图来描述三维实体
,

但这种描述做不到进一步的结构分析
、

运动受力分

析和生产工艺处理
,

不能真正做到生产的自动化
,

人们只是按着一些规定在想象三维的模样
,

限于这

种描述方法的缺陷
,

必须找到更先进的
、

更合理的

三维设计手段
,

使 CA D
、

c AM
、

C A E 以及 P D M 容

为一体
。

利用 目前的三维 CA D 软件我们可以做出

三维模型
,

但也仅仅是为了出几 张三维效果图罢

了
,

并未真正实现运用三维 CA D 软件进行整体空

间设计和受力分析
。

加上设计单位大多都没有配备

专业的三维设计人员
,

所以目前工程设计还停留在

平面图设计阶段
,

即使存在三维建模
,

其模型的建

立也并非平面图纸设计者本人完成
,

而是他人根据

设计者的意图用另外的软件去完成的
。

2
.

2 精通 CA D 技术的工程设计人才缺乏
。

作为工

程设计人员
,

专业设计水平是够的
,

但我们的

CA D 系统是一个复杂
、

多样化的系统
,

并不能使

每个设计人员都能很好地掌握
,

因为大多数设计人

员不可能在有限的时间内让自己既精通本专业
,

又

精通另外的计算机专业
。

更何况 80 % 的工程设计

人员甚至没有接受过 CA D 的应用培训
,

除了靠自

己在实践中摸索出来的简单经验外
,

对于大多数的

C A D 功能一无所知
,

他们虽然可以勉强完成设计
,

但却给 C A D 辅助设计的意义大大打了折扣
。

2
.

3 对 CA D 系统软件
、

硬件认识上的误区
。

C A D 系

统是一个包括计算机硬件
、

外围设备及其系统软件

为基础的综合辅助设计系统
。

但人们对 CAD 系统

软
、

硬件认识上存在误区
,

大多只是着眼于计算机
、

打印机
、

绘图仪
、

大屏幕工作站等看得见摸得着的东

西
,

忽略了设计软件的重要性
,

认为几张光盘
,

要花

大笔钱
,

不如
“

拷贝
”

软件来用
。

然而
,

拷贝的软件在

功能上
、

技术服务等方面是得不到保证的
。

应用

C A D 技术的目的是产生效益
,

软件和硬件的有机结

合才能真正起作用
。

目前我国绝大多数的 CA D 项 目

投资都用于购买硬件
,

较国外软硬件投资比例一般

达到 了 :7 3 (即 70 % 的资金用于软件
,

30 % 用于硬

件 )
。

针对国内实际情况
,

倒过来 :3 7 或 :4 6 也是应

该可以接受的
。

3 今后的发展趋势

随着计算机技术的迅速发展
,

基于计算机基础

之上的 C A D 技术也在不断更新
。

C A D 技术必将在

今后的工程设计中不断完善
、

发展
、

壮大
。

就目前形

势看
,

CAD 技术的发展趋势主要可总结为以下几方

面 :

3
.

1基于 3 2 / 64 位微机的 W idn ow
s
操作系统平台的

C A D 系统倍受欢迎
,

象 P or / E
、

I 一 D EA S
、

C A D D 5 5

等运行于工作站的软件也纷纷推出微机版
。

3
.

2 二维绘图与三维实体建模一体化
,

基于特征的

参数化设计软件应当是 CA D 系统的主要功能要

求
。

同时要求 CA D 与 C A P P
、

C AM
、

C AE 信息集成
,

提供符合 IG E S
、

ST E P 标准的产品信息模型
。

3
.

3 基于 w idn
o w s / o bj ec t s / w eb 的技术解决方案是

当前 C AD 软件的一个重要特点
,

也就是要求 C A D

软件能在网络环境下支持协同设计
、

异地设计和信

息共享
。

3
.

4 更加成熟
、

稳定
,

功能更强大的
,

基于 C A D 平台

的二次开发专业软件
。

3
.

5 数字地形模型
、

全球定位系统和立体造型技术

等计算机新技术融人 c A D 系统
。

3
.

6 支持并行设计的产品数字管理 ( P D M )一体化集

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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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CA D系统的智能化
、

可视化和标准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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