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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实体建模：历史、现状与未来 

邹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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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实体建模技术组成了 CAD 软件的“功能心脏”，相关基础理论和算法是 CAD 发展历史上最关

键的成果之一，成功回答了为使计算机能够辅助产品设计与制造，需要在计算机中存什么几何信息以及怎么存

的问题。本文对实体建模的主要历史发展脉络做了简要介绍，同时对各发展阶段的关键问题以及其研究现状进

行了讨论，最后选取了三个方向对实体建模的未来做出展望, 重点关注从 Computer-Aided Design 到 Computer-

Automated Design 的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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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实体建模技术是 CAD（Computer-Aided Design）

领域 60 余年发展过程中最重要的成果之一，其回

答了为使计算机能够辅助产品设计制造，需在计算

机中存什么几何信息和怎么存的问题。这是所有

CAX 任务能够进行的前提。 

 当前我国所面临的工业软件“卡脖子”问题中，

作为 CAX软件“功能心脏”的几何建模内核如何做

到自主可控，弥补与国际主流内核如 Parasolid、

ACIS的巨大差距，是重中之重。而所谓几何建模内

核实质上主要指实体建模算法库。为此，实体建模

技术对我国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将梳理实体建模的历史发展脉络，叙述其

基础理论、关键算法与难点、以及这些难点的解决

现状。同时，本文还将对实体建模的未来作出展望，

重点关注 Computer-Aided Design 向 Computer-

Automated Design发展的趋势。 

 

1.1 从 CAD 到几何建模 

产品即人造物理实体，产品模型指这一实体的

计算机表示（即一种数据结构），而 CAD即是使用计

算机来构建、查询和编辑产品模型。CAD 于上世纪

50 年代末在 MIT 被提出[1]，当时主要是为了满足

两大需求： 

                                                        

 
1 加工路径指机床刀具运动所遵循的轨迹[143–145]。 

(1) 构建产品的计算机模型并对之进行处理，以满

足二战后发展起来的数控机床对自动生成加

工路径
1
的需求[2]，这实质上是为了满足机器

与机器间的协作需求； 

(2) 构建一个可以让人和计算机一起协作进行工

程设计的系统，其中人负责创造性任务，而计

算机负责机械式任务[3,4]，如图 1所示。这实

质上是为了满足人与机器间的协作需求。 

 

 

图 1  CAD 系统中人与计算机的分工 

 

 从这两个需求（尤其是第二个）出发， CAD的

具体内涵会非常丰富，包罗万象。但是不久后，人

们意识到 CAD应当聚焦于产品建模、产品分析和产

品制造这三大内容，因为它们比其它方面更基础、

本质[3]。由于同时期也有其它领域在研究产品分

析和产品制造，最终这三大内容分流成我们今天熟



   

   

 

知的 CAD, CAE (Computer-Aided Engineering), 

和 CAM (Computer-Aided Manufacturing)。 

 具体到 CAD，产品建模需要在计算机中构建能

够支撑产品全生命周期所需信息的数字模型。这些

信息以产品的几何形状为核心（如图 2所示），并伴

有材料、工艺等非几何信息[5]。在实际计算机模型

中，材料、工艺等信息均可在几何模型的基础之上

以标记的形式来存储。正因为如此，CAD 建模往往

重点关注几何建模。到目前为止，主要的 CAD几何

建模方法有：线框建模、曲面建模、实体建模、参

数化建模以及直接建模，分别简述如下。 

 

 

图 2  产品几何信息在产品全生命周期中的作用 

 

1.2  从几何建模到实体建模 

在众多几何建模方法[6]里面，线框建模到曲

面建模再到实体建模是 CAD建模技术发展的初期阶

段，它们主要关注产品几何信息该以何种数学模型

来表示的问题。它们具体的发展脉络可以参见[7]

中图 3。 

其中，线框模型，不管是 2D还是 3D,利用产品

的边或轮廓来描述几何形状。2D线框模型直接复制

传统工程制图，这也是第一代 CAD 原型系统 

“Sketchpad”所采用的方式[8]。3D线框模型的提

出是为了解决 2D 线框模型每变换一个视角，都要

重新绘制的问题（通过对 3D 线框模型进行投影操

作，可自动得到任意方向的视图）。然而，线框模型

存在两个重要缺陷：歧义性和无效性，如图 3所示。

无歧义性和确保有效性对 CAD 建模至关重要，因为

CAD 追求模型的真实性，这与追求真实感的图形学

不同[6,9]。 

为解决上述问题，人们提出曲面模型，对线框

模型进行“蒙皮”[10]。同时，二战后工业界对例

如汽车和飞机等复杂曲面设计制造的需求也促进

了曲面模型的发展[6]。人们提出了一系列巧妙的

曲面表示和操作方法，从 Coons 曲面到 Bezier 曲

面到 B-spline 曲面再到其改进型 NURBS 曲面，详

细的发展脉络见[11]。 

然而，仅有曲面信息仍无法彻底解决歧义性和

无效性问题，例如真实世界中并不存在零厚度物体，

而且每个物体都有内外之分。为此，实体模型被提

出[12,13]，其特点在于对产品几何信息进行了完

整的表示，从点到边到面再到体。因其具有信息完

整性，产品是被唯一刻画的，同时任何几何性质

（如转动惯量）也都可以被自动计算[14]。 

  

图 3  线框模型的缺陷：歧义性（左）和无效性

（右）[7] 

 

1.3  从实体建模到参数化/直接建模 

 实体模型因其信息完整性而适合表示产品几

何信息。然而基本的实体建模方法，即 CSG 

(Constructive Solid Geometry)[15]和 B-rep 

(Boundary Representation)[16]，使得实体模型一

旦被构建便难以修改[17]。因此，早期实体建模方

法一般仅被用作记录已经设计好并且不会发生变

动的产品，对整个设计过程，尤其是早期概念设计

阶段，帮助不大[7,18]。 

 为解决这一问题，参数化建模在 1980 年代末

被提出[2]。其基本思路是在实体模型的基础上添

加一层关联（associativity）信息，即在组成实体

模型的几何元素之间添加关联信息，如此，模型上

的局部变动可以按设计好的方式自动传播到模型

的其它区域[18]。关联信息一般以几何约束（例如

距离、相切、共轴等）的方式给出。这使得模型形

状被参数化到某几个控制参数上，即模型形状是这

些控制参数的一个函数[19,20]。这样，通过在实体

建模之上添加一层关联信息，人们获得了参数驱动

的实体模型变动能力。 

值得一提的是，人们又在“实体+关联”的基础

之上，添加一层语义信息，形成了特征建模方法

[2,21,22]。特征可以看作是对实体模型中几何元

素的一种归组，同组元素会被一起引用，并被赋予

特殊的设计或制造语义。总体而言，参数化建模给

实体建模主要带来以下三个益处[18,20,23]： 



   

   

 

1. 自动的变动传播； 

2. 模型/设计重用； 

3. 设计、制造意图在实体模型中的表达。 

 参数化建模虽然有效，但模型只能在预先设计

好的空间（由几何约束系统决定）里变动[24,25]。

这使得参数化建模难以适用需要对模型进行自由

编辑的场景，尤其是概念设计阶段[17,26–29]。针

对这一问题，直接建模在 2010年左右被提出[30]。

与参数化建模中通过参数调整来间接式的修改实

体模型不同，直接建模允许设计师对实体模型的几

何元素进行直接式的交互编辑。直接建模方法有三

大优点： 

1. 直观的交互方式使其能够适用于概念设计； 

2. 极高的建模自由度和效率，因为一个实体模型

通过直接建模能够被变形到任意形状； 

3. 高效的模型更新，因其采用局部模型更新方法。 

上文简述了实体建模技术的由来与历史，下面

将对实体建模、参数化建模和直接建模的关键技术

进行讨论。 

2  实体建模1.0（早期发展） 

 如前文所述，产品几何信息在产品计算机模型

中占据着核心位置。但是在设计领域，尤其是机械

设计领域，几何信息的具体内涵和定义是什么？人

们在回答这一问题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实体建模

理论与算法体系，简述如下。 

  

2.1  实体数学定义 

 一个产品所占的空间（即实体）是三维空间ℝ3

的一个子集，但不是所有ℝ3的子集都对应实体。故

而需在ℝ3的子集上面添加约束条件，以此来剔除无

实际意义的子集。这一工作主要由 Aristides A. G. 

Requicha和 Herbert B. Voelcker 完成[6,9,31–

33]。他们针对具有刚性、均质特性的产品提出:实

体是ℝ𝟑的子集，并且具有有界性（Bounded）、半解

析性（semi-analytical）和正则性（regular）。他

们将具有这些特性的子集称为 r-set（其中“r”来

自于“regular”）。 

 有界性是指实体的任意点到原点的距离都是

有界的。例如一个 10mm×10mm×10mm的立方体就是

有界的，而 XOY平面就是无界的。这一条件是显然

的，现实世界中并不存在无限大的工业产品。 

半解析性是指实体的边界由半解析曲面组成。 

解析曲面指曲面上每点的（某个）邻域可展开成收

敛级数。这一约束条件是为了剔除如图 4所示的高

阶振荡曲面，将实体边界限定在平顺变化的曲面。

半解析曲面是指曲面的边也是解析的。这是由于

产品边界往往不是由一张曲面就能完整表达的，

需要多张曲面缝合在一起才能表达，半解析曲面

就是对缝合处的边作出具体要求。 

 

 

图 4  非解析曲面例子（sin
1

𝑥
）[6] 

 

 正则性是指实体是三维的，在数学上表达为实

体与其内点集合的闭包是相等的，见图 5。这一约

束条件是为了防止实体不包含边界点（not closed），

或者含有一维点集及二维点集，如图 6所示。 

 

 

图 5  正则性定义示例 

 

          

图 6  非正则实体图例 

 

 上述三个约束条件虽然可以完整刻画大部分

机械产品的形状特性，但仍然允许实体具有非流形

（non-manifold）边界。为此，人们又在 r-set的

基础之上添加了流形边界的约束条件，即实体边界

上每个点的邻域都是二维的[34]。这在数学上表达

为实体边界上每个点的（某个）邻域和二维圆盘是

同胚的，而同胚指两个点集之间具有有连续的、一 



   

   

 

一对应的映射。这一约束条件是为了防止实体出现

如图 7所示的线接触或点接触。这种情况在现实世

界中是不可能的，因为其在接触处具有无穷大应力。 

           

图 7  具有非流形边界的实体图例 

 

 总而言之，实体的具体内涵是一个具有有界、

半解析、正则和流形性质的ℝ3子集，同时其所定义

的对象是具有刚性、均质特性的产品。 

 

2.2  实体模型表示 

 上述实体定义是产品几何信息的数学抽象，即

数学模型，实体模型是在数学抽象基础之上的计算

表示，即计算机模型（本质是一种数据结构）。在过

去的 50年里，人们提出了多种实体模型格式，详见

[6,14,35,36]。其中，CSG 和 B-rep 是最常用的。 

 B-rep 实体模型存储实体的边界，实体的内部

由边界推导而出（如使用 Winding numbers [37], 

parity [38], 以及 in/out counting[36]等方法）。

如图 8（a）所示，一个 B-rep 实体模型实质上仅存

储组成该实体的边界面，包括这些边界面背后的几

何曲面（carrying surfaces），以及这些面之间的

拓扑邻接关系[10]。通过邻接关系，我们可以对曲

面进行裁剪、缝合，最终生成边界面。实际的 B-rep

数据结构往往会在此基础之上添加一些冗余信息，

如顶点、边以及它们间的邻接关系，以加快几何查

询的速度[6]。 

 CSG实体模型存储实体的构建历史，如图 8（b）

所示。其使用布尔操作将多个简单实体模型组合成

复杂实体模型[15]。故其主要包含两个操作：体元

生成（如立方体、圆柱体）与布尔操作（如体元求

交集、求并集）。与 B-rep 的显式存储方式不同，

CSG 是一种隐式表示方法，模型内部只存储操作步

骤，不存储操作结果，实体最终的形状需要由所记

录的构建历史推导出来[39]。实际的 CSG数据结构

往往是一个二叉树，其中叶子节点存储体元的定义

信息，中间节点存储布尔、刚体变换等操作。 

 

图 8  实体模型图例：（a）B-rep 和（b）CSG 

 

 总体而言，CSG实体模型主要的优点有： 

• 保证有界性质； 

• 保证边界曲面半解析性质； 

• 保证正则性。 

其缺点有： 

• 无法保证边界的流形性质，如图 9所示； 

• 模型表示不唯一（一个模型对应多个 CSG

树）。 

 

图 9  CSG 无法保证边界的流形性质[34] 

 

B-rep实体模型的主要优点有： 

• 模型表示具有唯一性； 

• （理论上）可以表示任意复杂的实体； 

• 由于是显式表示，可直接用于后续模型处

理。 

其缺点有： 

• 无法保证所存储实体模型的正则性和流形

性质（一般情况下可保证有限体积性质和

半解析性质）； 

• 计算不鲁棒问题； 

• 当模型比较复杂时，存储量比 CSG大。 

可以看出，B-rep和 CSG具有一定的互补性。正

因为如此，现代实体建模系统一般采用B-rep和CSG

相混合的表示格式[18,40–43]。CSG的二叉树结构

作为骨架，B-rep 模型替代了 CSG 中的体元，同时

二叉树的中间节点不仅存储操作步骤，还存储部分

运算结果，比如重要边界面的信息。存储这些中间

线接触 



   

   

 

信息目的是为了将操作从布尔扩大至一些局部操

作，如偏移、圆角等[16,40,44,45]。这些操作需引

用被操作对象（即实体模型的某一局部几何元素），

故而对这些对象进行存储或标记至关重要。 

 

2.3  实体建模算法 

 实体建模算法指构建和编辑实体模型的算法,

一般分为三个层次来实现：（1）底层数值算法；（2）

中层几何/拓扑计算；（3）上层实体操作。其中上

层实体操作主要包括布尔、过渡（圆角/倒角）、偏

移、抽壳、扫掠、拔模、修复等2。这些操作在背后

调用中层的几何计算或拓扑判定，主要包括求交、

投影、成员判别、排序、曲面拟合等。例如，两个

B-rep 实体模型间的布尔操作实质上调用的是曲

面求交和成员判别这两个操作。而几何计算/拓扑

判定又会调用底层的数值算法来做解算，主要包

括线性/非线性方程组求解、数值优化等通用数值

算法。 

 此处不对具体的数值算法，几何计算/拓扑判

定或者实体操作的研究现状进行详述（有兴趣的

读者请见各相关方向的综述），而是对其中具有一

般性的鲁棒性问题进行讨论。实体建模中的鲁棒

性问题主要有三个来源： 

1. 由于底层数值算法存在表示误差(来源于浮点

舍入误差)、数值计算误差(来源于数值求解或

优化方法，常常伴随计算步骤的增加而累加)以

及中层几何计算存在不完全表达误差(来源于

利用低阶曲线曲面对高阶曲线曲面进行近似所

带来的误差)等表示和计算误差，以其计算结果

为基础所做的逻辑性的拓扑判定可能发生不一

致的情况[46–48]。这方面典型的情况有布尔

操作时曲面求交误差所引起的成员判别失误。 

2. 即使不存在任何表示和计算误差，拓扑判定结

果也可能与几何数据不一致，并最终导致无效

的实体模型。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在于 B-rep

数据结构要求拓扑和几何保持一致，才能保证

模型的有效性。然而，拓扑和几何数据在 B-rep

中又是分离的，几何数据的变动不会自动反映

到拓扑数据中，反之亦然[30]。正因为此，有些

                                                        

 
2 Euler 操作[16,146]也是实体建模的重要操作，但似乎现代几何建

拓扑数据虽然从自身来看是有效的，但和几何

一结合就会产生失效模型[49]。这方面典型的

情况有模型修复时拓扑修正决策引发如图 7 所

示模型自交（注意不是曲面自交）。 

3. 永久命名问题（此处不讨论，详见 3.1节）。 

从上述讨论可以看出，实体建模中的鲁棒性问

题本质是几何-拓扑不一致问题，其原因不全在数

值误差，反而更在于拓扑判定的正确性。 

为解决由数值误差引起的鲁棒性问题（即来源

1），一个自然的思路是将底层算法换用精确计算，

如符号计算方法、有理数方法等[50,51]，但是这些

方法往往在通用性或效率方面存在问题，并不实用。

另一个思路是使用容差来保证即使存在计算误差，

拓扑判定仍是正确的[52–54]，如图 10所示。这种

方法在理论上可完美解决几何-拓扑不一致问题，

实现鲁棒建模，也是工业界所采用的方法，但是目

前的容差设计方法主要以人工规则和阈值试错的

方式给出，尚缺少系统的方法。特别地，容差会在

多个不同局部累积增大，当它们相遇时，会发生不

一致情况，进而导致错误的拓扑判定。 

 

 

图 10  对立方体进行裁剪（左），具有容差的相交线

（右）[52] 

 总体而言，实体建模 1.0（至 1980年代末）

奠定了实体建模的理论和算法基础。但是基础算

法方面仍存在种种问题，尤其是鲁棒性问题，例

如鲁棒求交、鲁棒圆角等。 

 

模内核里面的几何操作都不再基于 Euler 操作来实现了。 



   

   

 

3  实体建模2.0（中期发展） 

 实体建模在 1980年代末和 1990年代迎来重大

发展，走向参数化建模[2]。简单来说，参数化模型

是在前述 B-rep与 CSG混合模型的基础之上增加了

几何约束[20,55]。（几何约束其实早在第一代 CAD

系统“Sketchpad”上就已使用[8]。）尽管人们尝试

了多种参数化建模技术，详见[18]，主流的方法由

以下三部分组成[17,56,57]： 

1. 2D 草图绘制。用户首先在绘图平面上指定

几何图元（点与边）的拓扑，然后在他们之

间添加几何约束[58]。 

2. 3D 特征生成。对所绘制的二维草图进行拉

伸、旋转等操作，以生成三维实体特征（存

储为 B-rep模型），类似 CSG中的体元。 

3. 特征组合。将生成的 3D特征与之前的特征

进行布尔操作等，和 CSG类似。 

所有特征生成与组合的步骤又被称为建模历

史，当其中一个步骤的参数发生变动，所有被记录

在建模历史中的步骤都要按顺序更新，并最终生

成新的实体模型。如此，我们有了参数驱动的实体

模型变动。 

从上述三个步骤中可以看出，参数化建模所带

来的新问题主要有两个：（1）如何确保建模历史中

所有引用对象的有效性，即所谓永久命名（或拓扑

命名）问题；（2）如何求解用户给定的几何约束系

统，即所谓几何约束求解问题。当然，还有特征识

别、维护等问题，由于这些问题与高层语义更相关，

而非底层的拓扑、几何、约束等，此处不展开讨论，

参见[22,59,60]。 

 

3.1  永久命名 

在参数化建模中，当一个参数值发生变动，CAD

软件就会根据建模历史重新生成模型。由于特征间

具有“父-子”依赖关系，如果这种关系在重生成过

程中发生丢失或产生歧义，那么模型重生成就会失

败，如图 11中所示。这一问题在 1990年代初被发

现[24,41,61]，随后人们提出了多种方法[62,63]，

但总体而言，这方面的研究很少，目前尚无系统的

解决方案。 

                                                        

 
3 实质上，Shapiro 给出的条件是允许拓扑变化的，但是这种变化需

 

图 11  永久命名问题示例：参数修改前模型（右），参数

修改后存在引用歧义（左）[18] 

 

所有永久命名方法均致力于寻找 B-rep模型在

参数变动下的不变量。一种典型的不变量以几何元

素间的拓扑关系为主，辅以他们的形状类型或相对

位置，这方面典型的工作有[64–66]。后来，人们

又在此基础上添加建模历史，即几何元素的生成与

变动历史，提高命名的鲁棒性，这方面典型的工作

有[66–72]。这一方法目前已经被工业界广泛使用。

值得一提的是，其中工作[69]来自于我国华中科

技大学，已成为永久命名方面的经典算法。 

除上述方法外，Shapiro 将拓扑学引入永久命

名的研究中，提出了拓扑不变
3
的必要条件

[41,73–75]，这为研究各种永久命名方法的适用

范围提供了理论基础。另外，人们还从特征语义的

角度研究了参数变动下的不变量[76,77]，从限定

参数变动域的角度来避免出现永久命名问题

[78–80]。然而，这些工作多以纯理论研究为主，

尚未见可实际应用的可能性。 

混合几何、拓扑和建模历史来处理永久命名问

题是目前工业界常用的方法，比如几何内核 Open 

CasCade 即采用类似[64]中的方法。然而，这类方

法往往需要混杂 ad hoc规则，不够系统，也不能

完整解决永久命名问题，尤其是难以处理发生大

拓扑变动的情形。永久命名问题亟需新的思路，形

成一个系统的解决方案。 

 

3.2  几何约束求解 

 几何约束求解涉及两大问题：欠、过约束系统

处理和恰定约束系统分解。其中约束处理是为了将

用户输入的一个非恰定的约束系统修正为恰定约

束系统，而约束分解是为了将一个大的约束系统分

解为多个子系统，然后分别解算，以提高求解效率。 

几何约束分析与分解。在过去的 30 余年里，

人们提出了多种方法来分析几何约束系统的约束

满足模型的边界面发生连续变形。 



   

   

 

状态以及对其进行分解[43,81,82]。它们大致可以

分为四类：直接求解法，逻辑推演法，图匹配法，

扰动法。其中，直接求解法最为简单，利用数值计

算方法（如 Newton-Raphson、homotopy）或者符号

计 算 方 法 （ 如 Grobner bases 、 Wu-Ritt 

triangulation）对几何系统进行直接解算。如果求

解成功，则为恰定约束；如果失败，则其约束状态

由求解中间过程信息给出。目前，此类方法由于计

算效率太低已经很少被实际采用[43]。 

逻辑推演法[83,84]以一组几何公理和推演规

则为基础，测试一个给定的几何约束系统是否可

以被逻辑推演出来。如果成功，那么该系统是恰定

的；如果存在额外的几何约束，那么该系统是过约

束；反之，该系统为欠约束。这种方法本质上是将

数学中的公理化思想应用到几何约束分析与求解

中，具有很高的数学价值。然而，目前所制定的几

何公理和推演规则离能够实际应用还远远不够。 

与上述直接处理几何约束的方法不同，图匹配

法将一个给定的几何约束系统首先转化为一个图，

然后以图上的性质来间接的反映原几何约束系统

的性质。这一方法有两大发展脉络。第一条脉络致

力于在图中识别出一些特殊子图，这些子图会对

应固定的几何形状或约束求解策略。这一思想首

先由 Owen 提出[85]，随后[86–88]对子图种类进

行了有效扩充。第二条脉络致力于使用自由度分

析来提取图中恰定的子系统。这一思想首先由

Bardord[89]和 Serrano[90]提出，随后[91–93]

对具体的提取算法做了补充。Hoffmann 等人在

2001 年对这两大脉络进行了详细的总结，并使用

“分解-组合”这样一个抽象框架来统一表述上述

方法[81]。这之后，图匹配法虽然仍有所发展，比

如[94]，但整个基础框架保持不变。值得一提的是，

我国中科院和华中科技大学的学者在这类方法上

也做出了重要贡献，如[95,96]。 

尽管图匹配法在工业界得到了广泛应用（如

DCM 和 LGS），这一方法存在重大缺陷：不能处理具

有约束依赖（除了最简单的结构性依赖）的系统

[97]。其原因在于当几何约束系统转化成图后，只

有约束系统内的组合类信息（ combinatorial 

information）被保留，所有几何信息均被丢弃，

而很多约束依赖却与几何约束系统当时所处的几

何形状息息相关。 

为克服上述缺陷，扰动法于 2006 年被提出

[97]。这一方法的基本思路是对约束系统的变量

施加一个微小扰动，然后分析约束系统的反应，不

同的反应模式就对应了不同的约束状态。扰动法

最重要的结论是[97]：由于几何约束系统是非线

性的，其反应随扰动施加位置的不同而有所变化，

但是在一些代表性位置，扰动法的分析结果具有

一般性。[98]给出了计算代表性位置的算法。这一

方法由 Michelucci 等人（他也是著名的二分图匹

配 法 和 Homotopy 法 的 提 出 者 ） 首 先 提 出

[97,99,100]，最近在[101,102]中得到实际应用，

在[103]中提升了其通用性（该问题讨论详见

[104]）。完整解决其通用性问题尚需新的发展。 

总体而言，几何约束分析与分解虽然在算法和

应用上取得了长足进步，但几个根本问题一直未

得到解决： 

1. 仍缺少有效的恰定约束状态判定准则。目前广

泛使用的基于自由度的判定准则缺乏理论保

证，尤其是针对 3D几何约束系统。实际例子也

已经多次证实此类准则会失效[97,105]。 

2. 仍无法做到最优分解。整个约束系统求解的效

率由最大子系统的规模决定，因而我们需要将

每个子系统的规模降到最低，但目前尚缺少有

效的算法。 

3. 仍无法高效求解大型 3D 几何约束系统。其原

因一方面是因为缺少有效的判定准则，约束分

解的鲁棒性问题突出；另一方面，传统基于分

解的思路难以应对大型系统，也许并行计算是

一个突破口。 

4. 仍无法自动处理多解选择问题。理论上，恰定

几何约束系统解的个数与约束数量是指数关

系。如何自动在这么多解中选择出用户想要的

解是长久以来一直存在的一个问题，这方面研

究很少，而工业界多采用基于规则的方法，尚

缺少系统的解决方案。 

 

几何约束系统处理。约束处理的核心任务是在

系统中添加或删除约束，以消除欠、过约束状态，

形成恰定约束系统，其难点在于：能够满足条件的

约束往往不唯一，需要对候选约束进行设计语义方

面的评价并依此作出排序。 

与约束分析和分解相比，约束处理方面的研究



   

   

 

工作较少，进展也很小[82,106]。初期的典型工作

有[92,107]，它们的思路是应用[108]中的最大加

权方法，即给每个候选约束赋予一定的权重，然后

从中选择那些能够形成最大加权总和的约束子集。

这一方法的有效性严重依赖于权重的设计，而现有

工作多采用基于 ad hoc 规则的方法，很难具有通

用性。也有一些方法[109–111]是基于前述图匹配

法来对约束进行选择，这些方法显然会继承图匹

配法的固有缺陷。还有一些方法[112–115]是基

于纯人工规则，例如约束类型等，这些策略也使这

些方法缺乏通用性。最近的方法[101,102,116]是

基于扰动法来做选择，但目前的进展还局限于简单

约束系统[101]，或者纯过约束系统[102]，或者一

般约束系统但不能完全自动化[116]。 

 总体而言，目前尚缺少有效的智能约束处理方

法，现有方法仍处于初级发展阶段。近来人工智能

的快速发展也许会给这一领域带来新的进步。 

4  实体建模3.0（近期发展） 

 直接建模技术是实体建模继参数化建模后又

一重要进展。这一方法虽然于 2010 年左右由工业

界正式提出，但其相关的技术可追溯到 1980 年代

由 学 术 界 提 出 的 局 部 操 作 概 念

[16,25,45,117,118]。所谓局部操作是指对 B-rep

模型的局部几何元素直接进行编辑的方法，例如圆

角、偏移等。直接建模技术就是在 tweaking这一局

部操作的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Tweaking允许用户

对 B-rep模型的边界面进行旋转、平移等修改，但

边界面的变动被严格控制在不破坏原有拓扑关系

的范围内。 

直接建模放松了上述限制，以获得对模型进行

任意编辑的能力（如图 12所示），并将之重命名为

push-pull 操作。Push-pull 操作是初期直接建模

技术唯一支持的操作，但目前已得到了极大的扩充，

例如删除面操作等。从最近的发展来看，任何允许

用户对实体模型的几何元素（点、边、面）进行直

接编辑（包括移动、删除、合并、分割等）的操作

都可以归到直接建模[30]。 

  

 与参数化建模中用户通过几何约束来显式、完

整地表达设计意图，而计算机机械式地求解几何约

束来更新模型不同，在直接建模中，用户只指定部

分几何元素的目标位置（即只表达部分设计意图），

其它几何元素如何协调地进行变动（主要是拓扑更

新[30]）由计算机自主推断（即计算机补全用户设

计意图）。如此，用户得以减负，并获得直观、快捷

的模型编辑能力，而计算机是加负，需要变得更智

能。如图 13所示，如果计算机没有自主性，我们将

得到一个失效模型。 

 

图 12  直接建模图例：（a）原模型；（b）编辑后模型[30] 

 

 
图 13  直接建模中的协调更新问题[119] 

 

在直接建模中，关键难点在于存在多个模型更

新方案，有些不能给出有效的实体模型，有些虽然

可以给出有效模型，但是不符合预期（与用户设计

意图不一致），一般而言，仅有一个方案是既能给出

有效模型，又能与设计意图保持一致的，如图 14所

示。故而，直接建模的核心问题是方案决策问题（而

参数化建模的核心问题是求解计算问题）。 

针对这一问题，目前有两大思路：基于规则的

以及基于连续性原理的。基于规则的方法

[25,120–122]一般针对特定种类的实体模型和直

接建模操作设计一组规则，来对模型进行更新。目

前，这类方法已经可以鲁棒处理由平面组成的 B-

rep 模型，但其它种类模型仍存在问题。基于连续

性原理的方法[30,119]以模型更新时，其变动必须

连续作为总要求，并将之转化成对几何元素的定量



   

   

 

约束条件，从而实现对模型更新方案的系统决策。

目前，这类方法已经可以鲁棒处理由平面和二次曲

面组成的 B-rep模型，但是尚不能处理含有自由曲

面的 B-rep模型。 

 

 
图 14  直接建模中的决策问题 

 

总体而言，直接建模最核心的问题是对模型更

新方案进行决策，其关键挑战在于决策方法的系统

性，从而实现鲁棒的模型更新。当前的问题主要集

中于[116,123]： 

1. 如何在直接编辑中保持设计语义（如边界面连

接处的连续性）； 

2. 如何鲁棒地直接编辑带自由曲面的实体模型； 

3. 如何直接编辑参数化模型。 

4  实体建模4.0（未来发展） 

 实体建模的未来发展是多样的，此处仅能就某

几个方面做出讨论，分别从新方法解决旧问题、新

需求带来新问题、新技术带来新发展三个方面展开。 

4.1  从支持详细设计到支持全过程设计——参数/

直接融合建模 

 实体建模自诞生以来就一直被诟病为不能支

撑全过程设计，仅对详细设计阶段有效，对概念设

计阶段帮助不大[7,124,125]。人们往往只有在已

经确定了设计细节后，才使用参数化 CAD软件来建

模[17,26–29]。直接建模带来了直观、任意的实体

模型编辑能力，使其能够支撑概念设计。 

然而，在目前的 CAD系统中，参数化建模功能

和直接建模功能是割裂的，分别支持详细设计阶段

和概念设计阶段。如何无缝融合直接建模与参数化

建模，解决长期以来大家期望的在一个统一的建模

方法中同时支持概念设计和详细设计，是下一代

CAD 建模技术亟需解决的问题。 

当前的融合方法尚无法达到无缝融合[126]。

最常用的方法是以参数化建模为主干，将直接建模

简单地当成一个特征加入到建模历史中，如图 15（a）

所示。这种基于“伪特征”的融合方法，会导致原

设计语义的错乱或丢失，如图 15（b）所示。理想

的融合方法是基于直接建模操作重定义特征模型，

实现模型中设计语义的智能维护，如图 15（c）所

示，如此，详细设计阶段的参数语义在概念设计阶

段不会被直接建模操作所破坏。 

参数/直接无缝融合的关键难点在于如何将旧

的几何约束系统（代表设计语义）与直接建模作用

后新的 B-rep模型进行同步。人们已经对此做了一

些尝试[116,123,127]，在一些特定情形下取得了

很好的结果，但在智能性和自动化程度上尚有很大

进步空间。 

 

4.2  从 Computer-Aided Design 到 Computer-

Automated Design——复杂结构建模、设计、仿真与

制造 

 3D打印（或增材制造）技术的快速发展使得制

造具有复杂微观结构的产品成为可能，如图 16 所

示。与传统实体建模中研究的复杂曲面完全不同，

这种复杂结构对建模理论、模型表示、模型操作、

自动化设计都提出了新的需求，也带来了新的问题，

将会给实体建模的基础理论和算法带来本质变化，

主要包括： 

1. 实体的定义需要扩展。如前所述，传统实体概

念所定义的对象是具有刚性、均质特性的产品。

而复杂结构是异质，甚至是软体或多模态的。 

2. 复杂结构表示方法需要发展。复杂结构具有很

高的“表面体积比”，这使得传统 B-rep 表示

方法难以适用，否则将造成存储空间失控。如

何实现复杂结构的轻量化表示，是当前复杂结

构建模亟需解决的问题。目前面向复杂结构的

隐式表示[128]、参数表示[129]、图表示[130]、



   

   

 

网格压缩表示[131]以及它们的混合表示等方

法都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往往只能处理特定类

型的复杂结构[132]。 

3. 复杂结构自动设计方法需要发展。复杂结

构的几何、性能、工艺具有强耦合的特点，这

使得其难以像传统零件一样由人来设计[30]

和规划工艺[133]，而是需要由计算机来自动

设计，即 从 Computer-Aided Design 到

Computer-Automated Design。自动设计的难

点落在 CAD/CAE/CAM的一体化，以自动探索设

计空间，达到最优结构。其要求 CAD模型不再

仅仅局限于几何模型，还要包括物理和工艺模

型（如加工轨迹）。这方面的工作近年来进展很

大，主要集中于结构优化[134]，但是在

CAD/CAE/CAM 的一体化方面仍有很多问题未解

决，例如统一模型表示[135]、自动性能仿真

[136]、工艺自动规划[137,138]等。 

 

    

图 16  复杂结构实例[128,139–141] 

 

 

 

4.3  智能 CAD、云 CAD 

 智能计算、云计算、并行计算以及虚拟现实等

新一代计算技术将对 CAD 的发展有极大促进作用。 

智能计算技术将推动 CAD从设计师主导的人工

建模向计算机主导的智能建模发展。通过机器学习，

计算机将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对设计师的设计、制造

意图进行预测，从而实现对设计、制造语义的自动

补全和识别，并将之转换为实体建模操作，这将极

大地降低设计师的建模负担，尤其是在概念设计和

工艺规划阶段。（本文中智能 CAD 的涵义并不包括

下述功能：根据给定功能要求自动优化出产品形状

或结构，这主要涉及机械式的优化算法，而非设计、

制造意图的理解。） 

虚拟现实技术、自然语言处理技术、计算机视

觉技术将促使 CAD系统从二维交互向三维智能交互

发展，比如通过手势、语言、草图来交互。智能建

模与智能交互相结合，将极大提高产品设计的效率。

然而值得一提的是，这一发展不要求实体建模基础

理论和算法发生本质变化，更多的是在现有 CAD技

术基础上添加一层智能技术。 

云计算带来了计算资源平台的变迁，这将使得

CAD 向“计算在云上而交互在本地”的模式发展。

这一发展主要会带来两个需求：（１）快速“云－端”

传输；（２）并行实体建模算法。其中，需求（１）

显而易见，CAD 建模的交互是实时的，故而云上的

图 15  基于“伪特征”融合方法的缺陷：（a）建模历史；（b）增大 X 的尺寸不会给出红圈中理想的模型更新，而是造

成模型重生成失败，其原因在于边界面 F2 的丢失（见蓝圈中模型）；（c）无缝融合应该基于直接建模操作重定义被操

作特征，实现参数模型中设计语义的智能维护 

 



   

   

 

建模结果需要快速传输到本地，并作实时绘制。需

求（２）的原因在于云 CAD并不是简单将几何建模

内核搬到云上，然后针对每个用户开一个建模线程

（这种方式只是在套用云概念，和桌面 CAD没有本

质区别），而是需要对用户操作（尤其是多人协同设

计情况下）背后所调用的算法和资源进行管理、优

化配置，合并相同类型计算，并行化不同类型计算，

这本质上是要求实体建模算法向并行化发展。可以

看出，云 CAD和智能 CAD不同，它对实体表示格式

和操作算法都提出了本质变化要求。 

另外，并行计算也能给实体建模中的一些老难

题提供新思路。比如，针对超大规模装配模型显示

和编辑问题，并行计算可部分解决其中的效率问题；

比如工程设计优化慢的问题[142]。再比如，针对实

体建模鲁棒操作这个历史性难题，我们可以使用并

行计算的高效率来换取曲面求交等计算的高精度，

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解决由计算误差带来的鲁棒性

问题。传统上，我们需要在精度和效率之间平衡，

进而造成不可控的计算误差。 

5  总结 

本文对实体建模的发展历史作了简要梳理，按

三段来介绍：早期实体建模基础理论与算法（1950

年代末到 1980年代末），中期参数化建模（1980年

代末到 2000年代末），以及近期直接建模（2010年

左右至今）。同时对各发展阶段的关键算法与难题

以及其研究现状进行了讨论，对尚未形成系统解决

方案的难题进行了重点评述。最后选取了三个方向

对实体建模的未来做出展望。 

值得注意的是，文中梳理的历史发展并不全面，

仅涉及主要脉络。另外，未来展望也不全面，未来

实体建模的发展必定是多样化而深刻的，特别是从

Computer-Aided Design 到 Computer-Automated 

Design 的发展趋势。这些发展也将给学术界和工业

界带来众多有意义并且有趣的科研问题。 

致谢 

感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62102355)，浙江

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LQ22F020012）的资助。 

 

参考文献 (References) 

 

[1] Coons S, and R. W. Mann. Computer-aided design related to 

the engineering design process. M.I.T. Electronic Systems 

Laboratory; 1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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