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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常规过程控制系统为主体，以目前在工业生产过程中广泛应用或应用较为成熟的控制系统
和控制方案作为重点内容，予以系统的阐述。
本书共分为8章。
第1章过程控制基础知识，第2章简单控制系统，第3章串级控制系统，第4章前馈控制系统，第5章比值
控制系统，第6章其他控制系统，第7章典型化工单元的控制，第8章控制系统工程设计。
每章前面均配有内容提要，章后附有本章小结、习题和实验项目等内容，以满足读者练习和实训的需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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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控制理论有了很大发展。
Nyquist（1932）和Bode（1945）频域法分析技术及稳定判据、Evans根轨迹分析方法的建立，使经典控
制理论发展到了成熟的阶段，这是第二代控制理论。
至此，自动控制技术开始形成一套完整的，以传递函数为基础，在频域对单输入、单输出（SISO）控
制系统进行分析与设计的理论，这就是今天所谓的古典控制理论。
古典控制理论最辉煌的成果之一要首推PID控制规律。
PID控制原理简单，易于实现，对无时间延迟的单回路控制系统极为有效。
目前，工业过程控制中80％～90％的系统还使用：PID控制规律。
经典控制理论最主要的特点是：线性定常对象，单输入、单输出，完成定值控制任务。
即便对这些极简单对象的描述及控制任务，理论上也尚不完整，从而促使现代控制理论的发展。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随着工业的发展、控制需求的提高，除了简单控制系统以外，各种复杂控制系
统也发展起来了，而且取得了显著的功效。
为适应多种结构系统的需要，在控制器方面，单元组合式仪表应运而生。
在20世纪60～70年代的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气动单元组合仪表（QDZ）和电动单元组合仪表（DDZ
）是控制仪表的主流。
20世纪60年代，现代控制理论迅猛发展，它是以状态空间方法为基础、以极小值原理和动态规划等最
优控制理论为特征的，而以在随机干扰下采用Kalman滤波器的线性二次型系统（LQG）设计方法宣告
了时域方法的完成，这是第三代控制理论。
第三代控制理论在航天、航空、制导等领域取得了辉煌的成果，在过程控制领域也有所移植。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为了解决大规模复杂系统的优化与控制问题，现代控制理论和系统理论相结合
，逐步发展形成了大系统理论。
其核心思想是系统的分解与协调。
多级递阶优化与控制正是应用大系统理论的典范。
实际上，大系统理论仍未突破现代控制理论的思想与框架，除了高维线性系统之外，它对其他复杂控
制系统仍然束手无策。
对于含有大量不确定性和难于建模的复杂系统，基于知识的专家系统、模糊控制、人工神经网络控制
、学习控制和基于信息论的智能控制等应运而生，它们在许多领域都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过程控制系统>>

编辑推荐

《过程控制系统(第2版)》：工业和信息产业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十二五”规划教材,全国高等
职业教育工业生产自动化技术系列规划教材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过程控制系统>>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