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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全书共分8章，第1章介绍液压控制技术的发展概况、应用领域及发展趋势。
第2章介绍电液控制技术的基础理论。
第3章介绍液压控制放大器的结构、原理和一般分析设计方法。
第4～第7章分别介绍比例阀、插装阀、数字阀和叠加阀等新型液压阀的原理、结构、应用领域，并着
重介绍了系统集成技术及分析设计方法。
第8章介绍液压技术中几个关键技术问题：污染控制、泄漏控制、振动、冲击、爬行等方面的问题。

本书具有新颖性，突出工程性与实用性，且条理清楚，文字流畅，逻辑性强，由浅人深，通俗易懂。

本书是为机械工程类专业流体传动与控制学科方向编写的本科教材，也可作为研究生和工程技术人员
的学习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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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4）受控对象工程控制的受控对象种类繁多，但从动力学观点来区分，不外乎常值
力、惯性力、弹性力、摩擦力、流体动力和某些随机力等几种负载。
在工程实际中的受控对象通常都是几种负载的组合。
（5）检测反馈单元该单元的功能在于检测受控参数或其他中间变量，经放大、转换和处理后用以显
示或作为反馈信号。
常用的检测反馈元件有测速发电机、各类传感器等。
（6）动力源其功能是为各单元提供能源，通常包括电气动力源和流体动力源两大类。
在电液控制系统中，动力源如液压泵站或液压源等。
在气压传动系统中，动力源如空压站或空压机等。
（7）干扰干扰不是工程控制系统的组成部分，而是系统外部环境对系统行为产生影响的各种物理因
素的总称。
上述各单元的组合便形成了工程控制系统，用来完成各种特定的控制任务。
但从广义上来讲，除了物理系统外，它还包括生物工程系统、工程管理系统和工程经济系统，本书仅
涉及物理系统。
2.工程控制系统的分类（1）开、闭环系统按是否采用反馈，工程控制系统可分为开环控制系统和闭环
控制系统。
1）开环控制系统。
若系统的输出量对系统的控制作用不产生影响（即无检测反馈闭环回路），则称为开环控制系统。
其精度和响应速度取决于各单元昀精度和特性。
因此，开环系统只能使用在精度要求不高而且不存在内外干扰的场合。
开环系统不存在稳定性问题，不具有抗干扰能力，成本低。
2）闭环控制系统。
若系统的输出量对系统产生控制作用，则称为闭环控制系统。
闭环控制系统也就是反馈控制系统。
输入信号和反馈信号（反馈信号可以是输出信号本身，也可以是它的函数）之差称为误差信号，该误
差信号（或经处理后的信号）作用于放大单元和执行部件，使系统受控对象的输出量趋近于期望值。
闭环系统的优点是由于加入了检测反馈使系统对内部和外部的干扰不敏感，具有抗干扰能力，对系统
参数变化也不太敏感，控制精度高，响应速度快，但要考虑反馈带来的稳定性问题，且成本较高，多
用于系统性能要求较高的场合，如高精度数控机床及冶金、航空、航天设备等。
对于闭环稳定性难以解决，但响应速度要求较快、控制精度要求不太高、外扰较小、功率较大、要求
成本低的场合，可以采用开环或局部闭环的控制系统。
（2）伺服、自动调整和过程控制系统按输入信号或受控输出参数的特征工程控制系统可分为伺服控
制系统、自动调整系统和过程控制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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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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