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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C S C A D 软件包合作研究的经验

韩 京

由不同部门和地 区的十七个科研
、

高等学校等单位 1)( O 多位科学工作者联合研究制作

的
“
中国控制系统计算机辅助设 计软件包

” ,

前不久由国家科委委托国家科学基金委和

中国科学院主持通过了国家级鉴定
。

这项成果由 16 个功能子包和两 个基础算法库
、

3 个教学 子包组成
。

包含个单变量适

应控制系统
、

多变量控制系统又 系统辩识与建模
、

多项式阵 设计方法
、

最优控制
、

仿真

及模型 转换
,

以及单变量
、

多变量和频域法子教学包
,

全部共约 15 万条程序
.。

它总结了

我国大批控制科学技术专家的知识和经验
。

变成 了
! lJ’ 以为少

’ `

大工程技术人员方便使用的

软件
,

可 以总装在中型计算机上运行
。

有的子包亦可 以独立地在微型机上完成特定的分

析与设计控制系统任务
.

鉴定委员会的专家们认为
: “

中国控制系统计算机辅助设计软件包
” 功能齐全

、

算

法丰富
.

在控制系统的分析
、

设 计
、

建模
、

综合等方面达到国际水平
。

填补了国内空白
。

它对于推进我国控制技术的发展和控制系统的科研
、

设计
、

教学能力具有重要意义
。

这项 研究工作是在原中国科学院科学基金的资助下
,

把原来分散在各单位的机型
、

接口
、

语言各异和内容重复的软件研究工作
,

通过建立联 合设计组
、

制订 总体规范
、

围

绕共同 目标发挥各自优势分工合作进行
,

因而 只花 了两 年 多时 间就取得 了这项 成果

同时
,

培养 了一大批青年科技人才
,

其中博士生 ! 人
,

硕
一

L生 21 人
:

共完成学术论文 188

篇
,

教材 1 8种
,

新开课程 1 8门
。

经 过三年协作
,

中国控制系统计算机辅助设计 ( c c 5 c A D ) 软件包第一版的开

发任务己圆满完成
。

联合设计组 的全体同志对这三年的合作比较满意
。

大家对组内的团

结合作
、

互相尊重
、

互相支持
、

艰苦奋斗的气氛至今仍赞颂 不已
,

并依依不舍
。

扭盖面

跨 15 个校
、

所和 17 个其它单位
,

为时 3 年的大型合作
,

不仅完成了任务
,

而且造成这样

团结和睦 的气氛
,

其原因可 归纳如下
:

1
.

共同的 目标和基金 的资助

联 合设计组各单位都是在国内自动化界比较活跃的单位 19 80年开始
,

这些 单位看

到我 国某些软件 工作各自为政
、

互不通气
、 `

重复甚多
,

造成人力
、

物力
、

财力 L的很大

浪费
。

大家共同的愿望 是在发展 C 5 C A D 新技术方面能以适当形式组织起来
,

以便有

效地 利用我国有限的智力资源
,

从而取得更大的成效 r 是 在自动化学会支持下
,

组成

比较 松散的民间协作组
,

并进行 了适当的分工
。

当时由于没有财政 支持
,

协作组不可能

具有强有力 的集 中指导
,

因此全国性的统 一工作难 于进行
。

19 83 年在自动化学科组 和 自

动化学会的指导和支持 下
,

正式成立了联合设计组
,

并得到中国科学院科学基金的资助
。

一致表 示
、

既然组织起来
,

又 有财 政支持
,

应 该搞出有中国特色的控制系统 计算机辅助

凿十软件包来为我国争荣誊
。

联合设计组接受了杨嘉挥先生提出的
“
中国控制系统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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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嫩 助设计 ( C C S C A D ) 软件包
”

的名称
,

从此联合设计组 全休成员都想着
“
中国

两个字
。

尽管是各单位分别申请
.

独立使用墓金
,

但联合设计组的总体组 ( 3 个组 长单

位组成 ) 有权 向学科组和基金委员会反映各单位完成任务的情况
,

这就 可以约束各单位

按统一要求
、

统一进度进行工作
。

2
.

合理分工

联合设计组成立时
,

全体成 员单位经过充分讨论协商
.

按单位特长和能力进行了子

包分工
。

分 工的结果
.

各单位都能发挥 自己的优势
,

并避免了重复
、

各单位之间互相取

长补短
,

为 以后的团结合作奠定了较好的墓础

3
.

充分葬皿各单位 的利益

有些单位在成立联合设计组之前
,

已做成初具规模的子包
,

并已 开始向用户提供
。

随着工 作的进展
,

这种情况越来越多
。

此时
,

总体组对各单位 只提出 一点约束要求 即

各子包 必须按总包的统一规范和统一进度完成任务
。

除 此之外
,

各单位对所承担 子包的

补充完善以及转乞l二均是各家的 自 卜权
.

总体组 只能支持
.

不能阻 拦 总体组对各 广包的

成果转让费也没有任何千予
.

这对整个软件包 的研制和推广应 用起 了积极作用
。

联合设

i桂且还规定
,

组内各单位的程序 互相无偿提拱
,

各单位 无权私自转让 另
一
单位的成果

4
.

定期召开协调工作会议

三 年来我们共召开了六次协调工作会议
.

内容是
:

1
.

交流前一段各子包研究工作

情况
;

11
.

提出研究过程中新 出现的问题
; 111

.

讨论 卜 段工作进度
;

l\’
.

确定解决问

题的办法
,

并订 出有关规定
。

会期 般 5 一 7 天
,

侮次会议 各单位 都要 参加 这六次 工

作会议对总包的合作研究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

总体组的每项重要规定和联合设计组内的

各个重要决议都是在工作会议上经过充分讨论后确定的
。

因此
,

执行起来比较容易
。

此

外
,

工 作会议对各单位也起了监督和促进作用
。

5
.

充分伯赖和称 , 第一线工作的年轻 同志

各单位 都是由 50 岁左右的中年科学家负责
.

他们起到了确定方法
、

方 案的重要作用
,

而大量 艰苦的 具休工 作 都是 由年轻 同志做的 联 合设 计组 各单位的中年 专家充分认 识

到
,

年轻人容易接受新思 想
,

敢冲
、

敢 闯 没有这 样
一

批 年轻 同志
.

软件包 只能 是
“
只

有方案设想
,

而不会有成果
” ` ,

在讨论工作时
,

大家都平等相待
,

各抒 己见
,

没发生过 以资历
、

地位版人的现象
;

因此
,

相互之 间是融洽
、

团结的
。

不论是工作会议还是 平时
,

我们都比较注意调动这批

年轻人的积极性
,

放手让他们做一些重要事情 年轻 人在会上 会下也都很活跃
。

这 种气

氛很大程度上感染了整个联合设计组成 员
.

使枯个设计组内充满生机勃勃的气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