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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结构 :STU模型导入 DTVWVXG=YO<3FL的

方法研究

慕 灿

!阜阳职业技术学院工程科技学院" 安徽 阜阳 !&"$%"$

44摘4要!在有限元分析软件B=0G0 e)+\R6,23中建立复杂模型比较困难$而 B̀a软件4E=g具有

强大的三维造型功能% 针对两款软件的特点$提出了将4E=g模型导入到B=0G0 e)+\R6,23 中的 & 种

方法$并通过弧齿锥齿轮实例对比说明了 & 种方法的优缺点%

关键词!4E=g模型# B=0G0 e)+\R6,23# 导入方法

中图分类号!Sh&J% 文献标志码!B

引 言

传统的工程设计方法是工程师按照产品使用功能

的要求"根据设计经验等先形成概念模型"再通过图纸

表达出来"然后根据相关资料标准分析新产品是否满足

强度%刚度等要求"设计周期长%精度低& 随着现代化技

术的突飞猛进"借助先进的计算机辅助工程技术! B̀;$

和手段以提升产品研发%设计%制造能力"保持市场竞争

优势势在必行& B=0G0 e)+\R6,23 是 B=0G0 公司开发

的新一代协同仿真环境"具有完全的 e1,>)f7友好界

面"工程化应用流程"与 B=0G0 经典界面相比"可极大

方便工程设计人员的使用& 最新版 e)+\R6,23 %#P$ 所

提供的 B̀a双向参数传输功能%项目数据自动更新%全

面的参数管理%无缝集成的优化设计工具等"使其在仿

真驱动产品设计方面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 同时"

B=0G0 e)+\R6,23 %#P$ 具有强大的结构%流体%热%电磁

及其相互耦合分析的功能"在其帮助下"企业可有效缩

短产品研发周期%降低生产成本%提高产品质量&

B=0G0 e)+\R6,23作为专业的 B̀;软件"其有限元

分析功能十分强大"与此相比"它的建模功能相对较弱&

在使用B=0G0 e)+\R6,23进行分析时"工程技术人员的

大量时间与精力常常耗费在建模上& 而 4E=g%h+)X;

等 B̀a软件具有强大的参数化设计能力"能高效进行

复杂的实体%曲面造型& 因此"把这些 B̀a软件与

B=0G0 e)+\R6,23 结合起来"利用其快速精确建模的长

项"可以很好地弥补 B=0G0 e)+\R6,23 建模功能的不

足& 近年已有学者研究了在 B=0G0 经典界面中导入

4E=g模型的问题(! U&)

"但有关在B=0G0 e)+\R6,23界

面导入4E=g模型的文献鲜有报道& 本文即以当前最

新的版本B=0G0 e)+\R6,23%#P$ 和4E=g'P$ 为平台"

研究复杂结构模型在两个软件间的连接和导入问题&

% 将4E=g模型导入B=0G0的方法

!5! 将模型转换为中间格式"-SJV$VZJ[等#后导入

DTVWVXG=YO<3FL

将在4E=g中建立的 O+8!-7K$格式文件先转换为

cE;0!0S;h$格式"然后在B=0G0 e)+\R6,23中的a671<,

Q)>6.6+模块用如下操作完成模型转换'i1.6.cKO)+8

;Y86+,-.E6)K68+9i1.67*& B=0G0 e)+\R6,23 系统内置

了cE;0!0S;h$转换器"所以支持 cE;0! 0S;h$格式文

件的输入& 其中 cE;0 是美国国家标准局!B=0c$提出

的初始图形转换规范"由于发布较早"得到工业界的广

泛认可& 但是"cE;0的根本目的只是传输几何图形及相

应的尺寸标注%说明"并在屏幕上显示或在绘图仪上绘



制工程图"它无法描述产品数据模型的全部信息"不能

完全满足产品数字化集成开发的需要(#)

& 由于不同软

件系统间存在许多不一致的概念"使得cE;0 不能精确%

完整地转换数据"某些数据会丢失& 0S;h是国际标准

化组织!c0I$提出的产品模型数据交换标准"其产品模

型数据覆盖了产品整个生命周期"提供了包括零部件或

机构设计%分析%制造%测试%检验所需的几何%拓扑%公

差%属性和性能等数据"为产品的设计%制造%质量控制%

测试及新功能开发提供了曲面信息& 该标准由于提出

相对较晚"使用没有cE;0普遍&

!5) 利用专用接口建立 DTVWVXG=YO<3FL与 :S

TU的连接

通常情况下"如果先安装了 4E=g"在安装 B=0G0

时可通过设置自动建立与 4E=g的连接"反之"可按照

以下步骤使用 B̀a配置管理器建立与4E=g的连接'

!%$ 设置B=0G0 e)+\R6,23与4E=g接口& 选择

开始.所有程序.B=0G0%#@$.481.18167. B̀a )̀,/1<*C

+-81), Q-,-<6+%#@$"打开 B̀a配置管理器!图 %$& 在

B̀a06.6281),页面勾选=g选项"接着在 B̀a )̀,/1<*+-C

81), 页面点击 )̀,/1<*+-81), 06.6286> B̀ac,86+/-267按钮"

即可完成与4E=g的连接&

图! ND+配置管理器

!!$ 打开4E=g软件"会发现在菜单条中增加了一项

B=0G0%#@$"这说明B=0G0已经与4E=g建立了连接&

!&$ 在 4E=g中建立模型后选取菜单B=0G0

%#@$.e)+\R6,23选项"系统将自动打开 B=0G0 e)+\C

R6,23并在项目视图区建立 E6)K68+9!几何体$项目"双

击E6)K68+9选项即可打开 a671<, Q)>6.6+界面"在工具

栏点击E6,6+-86!生成$按钮即可将建立的模型在图形

区域中显示出来&

!#$ 可使用导入的模型建立各种分析项目"分别进

行材料属性设置%划分网格%施加载荷和边界条件"进行

求解和后处理&

该方法是利用B=0G0和4E=g的专用接口进行的

连接"因此图形信息基本不会丢失"而且可实现参数的

双向传输"真正实现了 B̀aX̀B;的无缝连接&

需要注意的是"虽然可通过专用接口建立两软件间

的连接"但由于版本%环境变量的设置等问题仍有可能

导致模型导入失败& 因此"在导入时要求 4E=g和

B=0G0 e)+\R6,23的版本均不能太低"并且要求4E=g

的版本要低于同期的B=0G0 e)+\R6,23版本(D)

&

!5$ 在DTVWVXG=YO<3FL中直接导入:STU模型

!%$ 按照 %@! 所示方法"建立 4E=g与 B=0G0 之

间的连接&

!!$ 将用4E=g建立的模型复制到 B=0G0 e)+\C

R6,23工作目录中"打开 B=0G0 e)+\R6,23"进入 a671<,

Q)>6.6+界面"选取菜单 i1.6.cKO)+8;Y86+,-.E6)K68+9

i1.67*"找到该模型文件"读入到a671<, Q)>6.6+"在工具

栏点击E6,6+-86!生成$按钮即可将导入的模型在图形

区域中显示出来&

! 应用实例

以某汽车后桥主减速器中弧齿锥齿轮为例来比较

这几种连接法"找到最优方法&

)5! 以-SJV格式导入DTVWVXG=YO<3FL

使用4E=g中 È 工具箱的齿轮建模功能进行齿

轮参数化建模"输入大端模数%齿数%齿宽%法向压力角%

旋向和中点螺旋角等参数"即可生成一个完整的弧齿锥

齿轮实体模型(")

& 将模型保存为 cE;0 格式"在 B=0G0

e)+\R6,23中的a671<, Q)>6.6+界面将模型导入"如图 !

所示& 通过检查可知"导入的模型为面体!7*+/-26$而非

实体!R)>9$"同时造成一些小面体丢失"这给后续分析

及结果带来很大的影响& 由于该模型较为复杂"如对其

导入后的模型进行补面修复再缝合为实体"必将花费较

多的时间和精力&

图) 齿轮模型以-SJV格式导入DTVWVXG=YO<3FL

)5) 通过专用接口建立 DTVWVXG=YO<3FL与 :S

TU的连接

按照 %@!所述方法建立B=0G0 e)+\R6,23与4E=g

间的连接"将在4E=g中建立的弧齿锥齿轮模型导入到

B=0G0 e)+\R6,23的a671<, Q)>6.6+界面"如图 &所示&

通过检查可知"导入的模型为实体!R)>9$"没有丢

失线面体等图素"基本无需修改即可进行相应的分析求

解"而且模型参数可在e)+\R6,23和4E=g之间实现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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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齿轮模型通过连接导入DTVWVXG=YO<3FL

向传输"通过交互式的参数管理器可方便地调整设计方

案"同时将相关参数自动反馈到 4E=g软件"驱动几何

模型重新生成"修改后的模型又可自动无缝地返回

e)+\R6,23中(Z)

& 缺点是在模型从 4E=g到 B=0G0

e)+\R6,23转换过程中"由于同时运行两个大型软件"对

计算机的资源消耗比较大&

)5$ 直接导入:STU模型

按照 %@& 所述方法首先建立 4E=g与 B=0G0

e)+\R6,23间的连接"然后在4E=g中建立弧齿锥齿轮

的实体模型"保存后将模型文件复制到 B=0G0 e)+\C

R6,23的工作目录下"关闭 4E=g程序"打开 B=0G0

e)+\R6,23即可在a671<, Q)>6.6+界面中直接导入齿轮

模型& 检查导入模型可以看出"该方法转换的模型质量

与方法 ! 没有差别"不存在图素丢失等缺陷"而不需要

4E=g和B=0G0 e)+\R6,23两个软件同时运行"降低了

对系统内存的要求"节省了计算机资源& 不足之处是模

型参数不能在e)+\R6,23和4E=g之间实现双向传输"

实现真正的无缝连接&

& 结 论

!%$将模型转换为cE;0格式后导入B=0G0 e)+\R6,23

的方法"通过实例分析可以看出该方法在复杂模型转换

过程中可能会丢失图形数据"修复缺损图素会花费设计

者大量的时间"尤其对于复杂模型"解决起来相当困难&

因此在转换复杂模型时应慎重选择该方法&

!!$利用软件接口"将 B=0G0 e)+\R6,23 与 4E=g

建立连接的方法"该法利用软件专门接口将这两款软件连

接起来"实现了无缝衔接& 在模型数据传输过程中基本不

会出现丢失图素的现象& 尤其是在产品优化设计或系列

设计中可显著提高设计效率"加快产品更新速度"提高市

场竞争力& 随着计算机技术的飞速发展"该方法消耗计算

机资源较高的问题不会成为阻碍其使用的因素&

!&$在B=0G0 e)+\R6,23中直接导入4E=g模型的

方法"该法与利用专用接口将 B=0G0 e)+\R6,23 集成到

4E=g的方法基本相同"导入模型质量相当"优点是节省

计算机资源"当计算机系统配置不高时可考虑选用&

参 考 文 献!

!"#

陈艳霞
(

陈 磊
01]XTX R8+,@-&56

工程应用案例精

通
!M#0

北京
H

电子工业出版社
(DO"D0

!D#

张尔文
(

孙友松
(

周先辉
0 ^/

与
1]XTX

模型数据转

换的方式及实例分析
!'#0

机械制造与自动化
(DOOQ(

FIEDGHCO

C

C"(CZ0

!F#

花广如
(

芦 信
(

王海洋
(

等
0

基于
^/

和
1]XTX

的墙

角托架有限元分析
!'#0

机械工程与自动化
(DO"DEZGH

ZY

C

ZC0

!Z#

苏 春
0

数字化设计与制造
!M#0

北京
H

机械工业出版

社
(DOOI0

!P#

仪登利
(

曾 红
(

王新丰
0

铝合金轮毂
^/

建模
1]XTX

分析时的模型导入问题
!'#0

辽宁工业大学学报
(

DOOY(DYE"GHFI

C

FY0

!I# U1V_U1M_U1`

技术联盟
0^/ ]aY

中文版从入门

到精通
!M#0

北京
H

清华大学出版社
(DO"D0

!Q#

郝钟雄
01]XTX

与
U1V

软件的接口问题研究
!'#0

机械设计与制造
(DOOQEQGHQP

C

QI0

+12FA221G3G3-\EG=C13ING\E?<9 NG3H1IA=>C1G3:STU@GB<?13CGDTVWVXG=YO<3FL

TUVQ;

!i-2*.89)/S623,).)<90216,26$ i*9-,<?)2-81),-.-,> S623,12-.̀ )..6<6$ i*9-,<!&"$%"$ 3̀1,-"

DO2C=>FC& c8j7>1//12*.88)2+6-86-2)KO.6YK)>6.1, 836/1,1866.6K6,8-,-.97177)/8f-+6B=0G0 e)+\R6,23$ -,> B̀a

7)/8f-+64E=g3-7O)f6+/*.&aK)>6.1,</*,281),7Pc, 516f)/83623-+-286+178127)/8368f)7)/8f-+67$8317O-O6+O+)O)767

83+66K683)>7R9f3123 4E=gK)>6.171KO)76> 8)B=0G0 e)+\R6,23$ -,> 6YO.-1,7836->5-,8-<67-,> 73)+82)K1,<7)/836

83+66K683)>783+)*<3 2),8+-781,<6Y-KO.67)/8367O1+-.R656.<6-+R)<16P

P<Q RG=B2& 4E=gK)>6.# B=0G0 e)+\R6,23# 1KO)+81,<K683)>

"# 四川理工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AAAAA AAAAAAA!$%& 年 '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