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过程控制工程>>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过程控制工程>>

13位ISBN编号：9787122156020

10位ISBN编号：7122156028

出版时间：2013-2

出版时间：王淑红 化学工业出版社  (2013-02出版)

作者：王淑红 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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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过程控制工程>>

前言

为了适应社会经济和科学技术迅速发展及教育教学改革的需要，本教材贯彻“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
职业能力为本位，以培养应用型高技能人才为中心”的指导方针，坚持“理论够用为度，加强实践环
节”的思想，突出职业能力培养，体现高职高专的办学定位，注重以先进的科学发展观调整和组织教
学内容，增强认知结构与能力结构的有机结合，强调培养对象对职业岗位（群）的适应程度。
全书分为10章，主要内容由过程控制工程理论、过程控制实训两部分组成。
第一部分共分7章，主要介绍过程控制原理、过程控制工程等方面的知识，其中包括过程控制系统基
本概念、过程控制系统的数学建模、简单控制系统、复杂控制系统、新型控制系统和典型过程单元控
制方案等。
第二部分（第8～10章）为实训部分，过程控制实训包括基本实训、课程设计和综合实训。
第8章基本实训以大型过程控制实验装置为载体，完成简单过程控制系统和复杂过程控制系统的验证
性实验。
第9章介绍了提高实训项目——智能温度控制系统。
第10章以小型电锅炉为对象的课程设计和综合实训，包含了温度、压力、液位、流量四大参数控制系
统设计，综合性强，在实验室模拟完成，做到“教、学、做”相结合，强化学生动手实践能力培养，
提供了相关课程设计任务书和综合实训示例，并介绍了课程设计报告书写格式。
本书可作为高职高专、成人高等教育、继续教育等学校的各类生产过程控制（如化学工程、化学工艺
、化学分析、环境保护、化工机械、计算机应用等）非仪表类专业的教材，也可作为化工、轻工、炼
油、冶金、电力、纺织等院校及相关企业的职工培训教材，还可以供工业企业的工艺工程技术人员参
考。
本书的第1、2、3、6章由张总编写，第4、5、7章由卢永杰编写，其余部分由王淑红编写，全书由王淑
红统稿。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不足之处在所难免，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编者2012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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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过程控制工程》由过程控制工程理论、过程控制实训两大部分组成。
第一部分共分7章，主要介绍过程控制原理、过程控制工程等方面的知识，阐述了过程控制系统的基
本概念、过程控制系统的数学模型，比较详细地介绍了过程控制系统中的控制器和执行器、简单控制
系统的分析与设计，对复杂控制系统、新型控制系统、典型过程单元控制方案作了比较全面的介绍。
第二部分为实训部分，包括基本实训、提高实训、课程设计和综合实训，提供了相关课程设计和综合
实训的设计任务书和课程设计报告书写格式。

《过程控制工程》可作为高职高专院校生产过程自动化技术等相关专业的教材，也可供电气、机械、
冶金、化工工艺、制药、轻工等相关专业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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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1章过程控制系统概述 1.1过程控制系统基本概念 1.1.1过程控制系统的组成及分类 1.1.2过程控制系统
的发展概况 1.2过程控制系统方块图 1.3过程控制系统的过渡过程和品质指标 1.3.1过程控制系统的静态
与动态 1.3.2过程控制系统的过渡过程 1.3.3过程控制系统的品质指标 例题与解答 1.3.4影响控制系统过
渡过程品质指标的主要因素 1.4管道及仪表流程图（P＆ID） 1.4.1图形符号 1.4.2字母代号 1.4.3仪表位号
1.4.4仪表符号实例 本章小结 思考题与习题 第2章过程控制系统的数学建模 2.1数学建模 2.1.1基本概念
2.1.2建立数学模型的目的 2.1.3过程数学模型的求取方法 2.1.4过程被控变量的选择 2.1.5过程输入变量的
选择 2.2过程建模 2.3试验建模 2.3.1时域法建模 2.3.2矩形脉冲法 2.4描述对象特性的参数 2.4.1放大系数K
2.4.2时间常数T 2.4.3滞后时间r 例题与解答 本章小结 思考题与习题 第3章控制器和执行器 3.1控制器和
执行器概述 3.2基本控制规律及其对系统过渡过程的影响 3.2.1双位控制 3.2.2比例控制 3.2.3积分控制
3.2.4微分控制 3.3控制器 3.3.1模拟式调节器 3.3.2数字式调节器 3.3.3可编程序控制器 3.3.4虚拟调节仪表
3.4执行器 3.4.1执行器的构成 3.4.2执行器的分类及特点 3.4.3执行器的作用方式 3.4.4气动执行器 例题与
解答 本章小结 思考题与习题 第4章单回路控制系统 4.1单回路控制系统概述 4.2被控变量的选择 4.3操作
变量的选择 4.3.1操作变量 4.3.2对象特性对选择操作变量的影响 4.3.3操作变量的选择原则 4.4测量元件
及变送器特性的影响 4.4.1测量元件的时间常数 4.4.2测量元件的纯滞后 4.4.3信号的传送滞后 4.4.4克服变
送器滞后特性的办法 4.5调节阀（执行器）的选择 4.6控制器控制规律的选择 4.6.1控制器控制规律的确
定 4.6.2控制器正、反作用的确定 4.7控制器参数的工程整定 4.7.1临界比例度法 4.7.2衰减曲线法 4.7.3经
验凑试法 例题与解答 本章小结 思考题与习题 第5章复杂控制系统 5.1串级控制系统 5.1.1概述 5.1.2串级
控制系统的工作过程 5.1.3串级控制系统的特点 5.1.4串级控制系统中副回路的确定 5.1.5主、副控制器控
制规律及正、反作用的选择 5.1.6控制器参数的工程整定 5.2均匀控制系统 5.2.1均匀控制的目的 5.2.2均
匀控制方案 5.3比值控制系统 5.3.1概述 5.3.2比值控制系统的类型 5.4前馈控制系统 5.4.1前馈控制系统及
其特点 5.4.2前馈一反馈控制 5.4.3前馈控制的应用场合 5.5选择性控制系统 5.5.1基本概念 5.5.2选择性控
制系统的类型 5.5.3积分饱和及其防止 5.6分程控制系统 5.6.1概述 5.6.2分程控制的应用场合 5.6.3分程控
制中的几个问题 例题与解答 本章小结 思考题与习题 第6章新型控制系统 6.1自适应控制系统 6.1.1变增
益自适应控制系统 6.1.2模型参考自适应控制系统 6.1.3直接优化目标函数的自适应控制系统 6.1.4自校正
控制系统 6.2预测控制系统 6.2.1预测控制的基本结构 6.2.2预测控制的特点及应用 6.3智能控制系统 6.4专
家控制系统 6.5模糊控制系统 6.6神经元网络控制系统 6.7解耦控制系统 6.8其他新型控制系统和系统故
障诊断 6.8.1推断控制 6.8.2鲁棒控制 6.8.3故障检测与故障诊断 本章小结 思考题与习题 第7章典型过程单
元的控制方案 7.1流体输送设备的控制方案 7.1.1离心泵的控制方案 7.1.2往复泵的控制方案 7.1.3空气压
缩机的控制方案 7.1.4离心式压缩机的防喘振控制 7.2传热设备的自动控制 7.2.1两侧均无相变化的换热
器控制方案 7.2.2载热体进行冷凝的加热器自动控制 7.2.3冷却剂进行汽化的冷却自动控制 7.3精馏塔控
制方案 7.3.1工艺要求 7.3.2精馏塔的干扰因素 7.3.3精馏塔的控制方案 7.4化学反应器的控制 7.4.1化学反
应器的控制要求 7.4.2釜式反应器的温度自动控制 7.4.3固定床反应器的自动控制 7.4.4流化床反应器的自
动控制 7.5工业锅炉的控制方案 7.5.1锅炉设备的控制要求 7.5.2锅炉汽包水位的控制 7.5.3锅炉燃烧过程
的控制 7.5.4过热蒸汽温度控制 例题与解答 本章小结 思考题与习题 第8章过程控制系统基本实训 8.1实
训设备概述 8.1.1实验装置特点 8.1.2技术规格 8.1.3画面说明及操作说明 8.1.4装置使用注意事项 8.2简单
过程控制系统 8.3复杂过程控制系统 第9章智能温度控制系统 9.1智能温度控制系统概述 9.2专家自整定
温度控制器 9.2.1XMA5000的功能特点 9.2.2常规PID参数设置 9.2.3调节器面板接线 9.3温度传感器的选择
与使用 9.4串口通信部分 9.5仪表使用注意事项 第10章小型电锅炉综合实训课题举例 10.1小型电锅炉过
程控制课程设计 10.1.1课程设计的性质、地位和任务 10.1.2课程设计目标 10.1.3时间分配 10.1.4考核方式
和成绩评定标准 10.1.5课程设计参考选题与要求 10.1.6参考文献 课程设计任务书 10.2小型电锅炉过程控
制综合实训 10.2.1实训的目的、任务和要求 10.2.2实训的教学要求 10.2.3实训的内容 10.2.4实习进程计划
10.2.5实习纪律要求 10.2.6实习报告要求 10.2.7实习考核 综合实训示例 10.3课程设计报告书写格式 10.3.1
设计报告的组成 10.3.2版式说明 附录 附录1拉氏变换对照 附录2被测变量及仪表组合功能示例 附录3工
艺流程图上设备和机器图例符号 附录4工艺流程图上的物料代号 附录5工艺流程图上管道、管件、阀门
及附件图例 附录6控制阀气开、气关形式选择 参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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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2）随动控制系统 随动控制系统也称跟踪控制系统，这类系统的设定值无规律地
变化，是未知的时间函数，控制系统的任务是使被控量尽快地、准确地跟踪设定值变化。
如全自动高炮防空系统就是典型的随动控制系统。
 （3）程序控制系统程序控制系统的设定值有规律地变化，是已知的时间函数。
这类系统多用在间歇反应过程，酿酒工业中对发酵温度的控制就是这类系统。
 上述各种反馈控制系统中，各环节的传递信号都是时间的函数，因而统称为连续控制系统。
若系统中有一个或一个以上环节的传递信号是断续的，则这类系统为离散控制系统，计算机控制系统
就是属于这类系统，但系统各环节输入输出特性是线性时，则称这种系统为线性控制系统，反之为非
线性控制系统。
根据系统输入输出信号的数量，可分为单信号输入、单信号输出系统和多信号输入、多信号输出系统
等。
 在石油、化工、电力、冶金、轻工、制药等工业生产过程中，定值控制系统占大多数，因此，研究的
重点在线性、连续、单信号输入、单信号输出的定值控制系统上。
 1.1.2过程控制系统的发展概况 过程控制最早出现在20世纪40年代。
当时只是利用一些检测仪表来监视生产。
操作工人根据仪表的指示凭借经验进行人工操作，其弊端很多：首先，有些行业现场环境恶劣，可能
造成人身危险；其次，高温、高压、深冷、真空等超常的工作条件人工无法控制，不能保证产品的质
量和产量。
于是在20世纪50～60年代，出现了过程控制系统，其以经典控制理论的最辉煌的成果之一PID（比例积
分微分）控制规律为基本算法，以传递函数为基础对由控制仪表构成简单的控制回路进行分析，实现
过程控制系统。
 PID控制规律原理简单，易于实现，对没有时间延迟的单回路控制系统极为有效。
到目前为止，在工业过程控制中，很多系统仍使用PID控制规律。
其对系统的一般处理方法是将一个复杂过程分解为若干个简单的过程，然后采用单输入、单输出的控
制系统，完成既定任务。
主要由于此时生产自动化水平比较低级，理论上也尚不完整，实现控制的手段主要是由单个传感器、
控制器和执行器组成。
 20世纪60～70年代，由于生产的发展，生产过程向着大型化、连续性方向发展，而被控对象的要求也
日趋复杂，原有简单控制的模式已不能满足要求，为适应工业生产控制的要求，一些复杂的控制系统
得到开发，并在实践中获得了良好的控制效果。
而在这个阶段，人们研究出了现代控制理论，这为新的控制技术提供了理论基础。
它以状态空间为分析基础，包括以最小二乘法为基础的系统辨识，以极小值原理和动态规划为基础的
优化控制和以卡尔曼滤波理论为核心的最优估计三个部分。
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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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步形成了大系统理论
（Mohammad，1983）。
同时，基于专家知识的专家系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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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运而生，并在很多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这一时期大规模集成电路和微处理器的发展，也大大加速了工业计算机的商品化和计算机技术的普及
和发展。
作为全新的工业生产过程控制系统，集计算机技术、控制技术、通信技术和图形显示技术于一体的一
种计算机控制系统DCS（集散控制系统）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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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高职高专自动化类"十二五"规划教材:过程控制工程》可作为高职高专院校生产过程自动化技术等相
关专业的教材，也可供电气、机械、冶金、化工工艺、制药、轻工等相关专业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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