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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电子信息与自动化系列课程是专业适用面很广的课程系列。
随着电子信息时代的到来，特别是进入21世纪之后，我国各级各类本科院校相当多的理工科专业都或
多或少地开设了该系列课程中的课程。
因此，提高该系列课程的教学水平、教学质量，对于提高我国高等教育水平和质量，增强当代大学生
应用先进的信息技术解决专业领域问题的能力和业务素质，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
而教材是课程内容和课程体系的知识载体，对课程改革和建设既有龙头作用，又有推动作用，所以要
提高课程教学水平和质量，关键是要有高水平、高质量的教材。
正是基于上述认识，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推动成立了“新世纪电子信息与自动化系列课程改革教材”
编审委员会，在经过近两年时问的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策划提出了本系列教材的编写、出版计划
。
本系列教材总的定位是面向各级各类高等院校的本科教学，重点是一般本科院校的教学。
整个教材系列大体分为电子信息与通信、计算机基础教育和测控技术与自动化三类，共约50本主体教
材，它们既自成体系，具有信息类学科的系统性、完整性，又有相对独立性。
参加本系列教材编写的作者全部是一些重点大学长期从事相关课程教学的教授、副教授，大多是所在
单位的学科学术带头人或学术骨干，不少还是全国知名专家教授、国家级教学名师和教育部有关“教
指委”专家、国家级精品课程负责人等，他们不仅有丰富的教学经验，而且有丰富的相关领域的科研
经验，对有关课程的内涵、特点、内容相关性及应用等都有较深刻的认识和切身体验。
这对编写、出版好本系列教材是十分有利的条件。
本系列教材在编写时均遵循了以下指导思想：（1）正确处理先进性和基础性的关系，努力实现两者
的统一。
作为进入新世纪的新编信息类教材，既注意在原有同类教材的基础上推陈出新，努力反映学科技术的
最新成就，使之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先进水平，又注重符合教学规律、教学特点，突出基本原理、
基本知识、基本方法和基本技术技能的阐述，着力培养学生应用基础知识分析、解决问题的创新思维
能力和将来独立获取、掌握新知识，跟踪相关学科技术发展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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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系统辨识是研究确定系统数学模型的一种理论和方法，它和状态估计、控制理论构成现代控制论三个
互相渗透的领域。
本书系统地介绍系统辨识和参数估计的基本原理、方法和应用。
全书共分为10章，内容包括：绪论、传递函数的辨识、辨识的输入信号、相关辨识法、辨识的最小二
乘法、极大似然法及其他辨识算法、系统阶次的辨识、闭环系统辨识、时间序列的建模分析基础以及
系统辨识的应用。
书中包含很多工程应用实例、Matlab实例、例题和习题。
    本书可作为自动化、机械、仪器仪表、认知科学、生物信息学等专业系统辨识、建模和参数估计课
程的本科生教材，也可以供相关专业的研究生、教师和科技工作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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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1．1辨识的基本概念1．1．1模型的含义和表现形式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许多领域中，人们
越来越重视对系统进行定量的系统分析、系统综合、仿真、控制和预测。
将被研究对象模型化，则是开展这些工作的前提和基础。
所谓模型（model），就是把关于实际系统的本质的部分信息简缩成有用的描述形式。
它可以用来描述系统的运动规律，是系统的一种客观写照或缩影，是分析系统和预报、控制系统行为
特性的有力工具。
模型通常有如下的一些主要表现形式：（1）直觉模型。
它是指系统的特性以非解析的形式直接储存在人脑中，靠人的直觉控制系统的变化。
如司机靠直觉模型驾驶车辆，指挥员靠直觉模型指挥战斗等。
（2）物理模型。
它是根据相似原理把实际系统加以缩小的复制品，或者是实际系统的一种物理模拟。
如沙盘、风洞、水力学模型、传热学模型、飞行转台、微波暗室，以及电力系统动态模拟等均是物理
模型。
（3）图表模型。
它是用图形或表格形式来表现系统的特性。
如阶跃响应、脉冲响应和频率响应等，也称为非参数模型。
（4）数学模型。
它用数学结构的形式来反映实际系统的行为特性。
常用的有代数方程、微分方程、差分方程、状态方程，以及分布式参数方程等，又称为参数模型。
1．1．2建立数学模型的基本方法一般说来，建立系统的数学模型有两种基本方法。
1．机理分析法机理分析法即理论建模方法，它主要是通过分析系统的运动规律，运用一些已知的定
律、定理和原理，如力学原理、能量守恒定理、传热学原理、化学动力学原理、生物学定律等，利用
数学方法进行推导，建立系统的数学模型。
机理分析法只能用于较简单系统的建模，并且对系统的机理要有较清楚的了解。
对于比较复杂的实际系统，这种建模方法有很大的局限性。
这是因为在进行理论建模时，对所研究的对象必须提出合理的简化假定，否则会使问题过于复杂。
但是，要使这些简化假设都符合实际情况往往是相当困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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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系统辨识基础》为新世纪电子信息与自动化系列课程改革教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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