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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主要介绍系统辨识的基本原理和常用基本方法。
全书共14章，主要为绪论、系统辨识常用输入信号、线性系统的经典辨识方法、动态系统的典范表达
式、最小二乘法辨识、极大似然法辨识、时变参数辨识方法、多输入—多输出系统的辨识、随机时序
列模型的建立、系统结构辨识、闭环系统辨识、系统辨识在飞行器参数辨识中的应用、神经网络在系
统辨识中的应用。
    本书可作为高等学校自动控制类和航空航天类专业研究生教材，也可供本科高年级学生和工程技术
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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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3.1.2 气动热参数辨识　　超高声速飞行器再人大气层时，表面形成高达几千摄氏度的等离子气
体层，热防护设计成了再人体设计中的关键课题。
特别是再人飞船的最大热流量发生在非平衡气流区域，非平衡气流的计算和直接测量在理论上和地面
模拟都不很成熟。
因此，从飞行试验数据辨识气动热参数更显出其重要性。
　　气动热流辨识是在已知导热系数的条件下通过测量飞行器内部温度历程数据，辨识飞行器表面气
动加热的热流参数和热流历程；也可以通过测量表面热流和内部温度历程，辨识飞行器材料的导热系
数。
在某些条件下，也可以通过测量温度的分布和温度历程，辨识热流和导热系数。
它可以是参数估计，也可以是函数估计问题。
热传导问题是个分布参数系统问题，热传导方程是含有时间和空间自变量的偏微分方程组。
气动热流辨识是个在偏微分方程组约束下的泛函极值问题，而且是数学病态问题。
除了极简单的一元线性热传导问题的特定情况有解析解外，通常要求采用有限差分法、有限元法或有
限体积法求解偏微分方程并进行极值的迭代求解，其计算比气动参数辨识复杂得多。
　　飞行器气动热辨识的试验主要是在地面的电弧加热器上进行缩比模型试验，通常测量的是热流或
温度。
飞行试验时，由于飞行器外壁处于高温状态无法测量热流，因此仅测量飞行器内各层温度历程。
再人体防热材料的导热系数很小，内壁温升很小，为获得较多热流信息，需要在飞行器壁上嵌装特殊
设计的温度传感器。
　　当系统的物性参数与温度无关时，系统是线性的，已发展了较成熟的热流辨识算法，不仅可作参
数估计，而且可进行函数估计，特定条件下还有解析解。
当系统物性参数与温度有关时，热流辨识成了非线性辨识问题，虽已发展了特定函数法和正则化法等
算法，但还有待于改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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