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电液比例与伺服控制>>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电液比例与伺服控制>>

13位ISBN编号：9787502446222

10位ISBN编号：7502446222

出版时间：2009-8

出版时间：冶金工业出版社

作者：杨征瑞，花克勤，徐轶　编著

页数：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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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液比例与伺服控制>>

前言

电液比例与伺服控制技术是流体传动与控制技术的重要分支，也是自动控制技术的重要分支。
由于结合了液压技术能传递较大功率、刚性大、响应快等优越性与电子控制技术的灵活性，尤其是近
年来电液比例技术的迅猛发展，使电液比例与伺服控制技术应用到几乎所有的工业部门和航空、航天
、军事领域中。
电液比例与伺服控制技术的基础都是工程流体力学、自动控制理论、电力电子技术和液压传动与控制
技术。
它们虽然各有特点、区别，应用场合也有所不同，但在组件的结构、性能及分析问题的方法上，有很
多相通、相似的地方。
它们互相渗透、互相影响，现代的电液比例控制与电液伺服控制技术已越来越难区分。
这是科技发展的必然趋势。
本书系统介绍了电液比例与伺服控制技术的基础理论、基本组件、系统组成及性能特点。
全书共分十章，系统地、循序渐进地阐述了电液比例与伺服控制中的各种控制元件、动力元件及系统
的工作原理、性能特点、建模和分析方法，并从实用的角度出发，简要介绍了系统的校正方法、实用
基本回路及其应用、伺服比例放大器的原理和应用、比例与伺服系统的使用和维护常识。
本书是在总结了过去数年编者的教学实践的基础上写成的，同时尽可能地吸收了国内外电液比例与伺
服控制技术的最新研究成果和应用实例。
电液比例与伺服控制技术既有共同的理论基础、相似的液压组件结构、相同的性能分析方法，又有各
自的结构特点和性能特点，应用方面也不尽相同。
因此，本书在第1章概括介绍了电液比例控制和伺服控制的基本概念、系统组成、分类特点、发展概
况后，在第2、3章着重介绍了电液比例与伺服控制技术中共有的液压放大元件、液压动力元件的结构
、工作原理及建模方法、组件性能及其分析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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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系统介绍了电液比例与伺服控制技术的基础理论、基本元件、系统组成及性能特点。
全书共分十章，系统地、循序渐进地阐述了电液比例与伺服控制中的各种控制元件、动力元件及系统
的工作原理、性能特点、建模和分析方法，并从实用的角度出发，简要介绍了系统的校正方法、实用
基本回路及其应用、伺服比例放大器的原理和应用、比例与伺服系统的使用和维护常识。
本书内容取材适当，每章配有一定数量的思考题和习题，便于教学与自学。
    本书可作为高等学校机械电子专业、流体传动与控制专业方向及有关专业教材，也可供从事机械电
气方面工作的工程技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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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1电液比例与伺服控制系统概述1.1 电液比例与伺服控制技术的发展概况从广义上说，凡是系统
的被控量（输出）能随输入或指令信号的变化连续地、成比例地得到控制的系统，都可以称为比例控
制系统。
液压伺服控制系统应属于比例控制系统的范畴。
但人们习惯上将采用电液比例控制元件的系统称为电液比例控制系统，将采用液压伺服控制元件的系
统称为液压伺服控制系统。
电液比例和伺服控制技术是液压技术的重要分支，也是自动控制技术的重要分支。
流体传动与控制技术已有很长的历史，但作为现代电液控制系统的发展，只需追溯到第二次世界大战
期间。
当时由于军事上的需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由于喷气式飞机的飞行速度很高，因此对控制系统
的快速性、动态精度和功率一重量比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1940年底，在飞机上首先出现了电液伺服控制系统。
当时的控制阀是由伺服电机驱动。
伺服电机的惯量大，使其成为限制系统动态特性的主要环节。
经过10多年的发展，至20世纪50年代后期，相继研制成了高响应的永磁式力矩马达和以喷嘴挡板阀为
先导阀的电液伺服阀，使电液伺服系统成为当时响应最快、控制精度最高的伺服系统，为电液伺服技
术的发展奠定了实践基础。
到了60年代，由于各种反馈控制技术的应用，进一步提高了电液伺服阀的性能。
许多工业部门和技术领域对高响应、高精度、高功率一重量比和大功率控制系统不断发展的需要，又
进一步促进了电液伺服控制技术的发展，使电液伺服技术日臻成熟，使其广泛应用于各工业部门和军
事领域，应用在飞机、船舶、航天器、近代科学实验装置及武器控制装置上。
20世纪60年代后期，各类民用工程对电液控制技术的需求显得更加广泛和迫切。
但是由于传统的伺服阀对流体介质的清洁度要求十分苛刻，制造成本和维护费用都较高昂，系统能耗
也比较大，使其难以为一般工业用户所接受。
而普通的电液传动控制又不能满足对较高质量控制系统的要求。
因此，人们希望开发一种可靠、廉价，控制精度和响应特性能满足一般工业控制系统实际需要的电液
控制系统。
这就使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在发展工业伺服阀的同时，开始出现了电液比例技术的发展。
初期的比例阀则是在传统的工业用液压阀的基础上，采用可靠、廉价的电一机械转换器（比例电磁铁
）和与之相适应的阀内设计，从而开发出对油质要求与一般工业阀相近，阀内压力损失小，性能又能
满足大部分工业控制要求的电液比例控制元件。
电液比例与伺服技术发展到今天，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1）20世纪40年代初期，从喷气式飞
机上使用的电液伺服系统开始，是电液伺服技术的成长期。
（2）20世纪50～60年代，可以认为是电液伺服技术的发展时期。
这时各种高性能的电液伺服阀不断产生，使电液伺服系统成为当时响应最快、控制精度最高的控制系
统，也是连接电子技术与大功率控制设备之间的重要桥梁，得到广泛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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