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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协调既是工程技术、社会经济、生物生态领域的普遍需求、共性规律，也是工程技术、社会经济、生
物生态系统的控制方法、管理策略。

涂序彦和韩力群等编著的《协调学》重点阐述如何正确处理系统内部矛盾与外部关系，保持系统稳定
平衡状态，适应环境条件变化，实现系统协调化的理论方法和实现技术。

《协调学》可供从事智能科学与技术、信息科学、控制科学与工程等领域研究的科技工作者及高等院
校相关专业的师生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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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韩力群
1953年生于北京市，工学博士，北京市优秀教师，博士生导师，北京工商大学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
教授。
1992～1993年公派赴英访问学者，2002～2006年任北京工商大学信息工程学院院长。

长期从事人工神经网络理论及应用、模式识别与智能系统等领域的研究工作，主持轻工业、化学工业
、农业、交通工业及航天工业等领域的图像处理、模式识别与智能决策等各类科研项目20余项。
发表论文126篇，独著与合著著作10部；获国家发明专利4项。

目前担任中国人工智能学会副理事长，中国计算机用户协会仿真应用分会副理事长，中国系统仿真学
会生命系统建模与仿真专业委员会副主任，教育部自动化专业教学指导分委员会委员。

涂序彦 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工智能学会荣誉理事长、学术指导委员会主席，北京市人工智能学
会名誉理事长，
“拟人系统”国际学术会议主席。
曾任中国人工智能学会理事长、中国自动化学会常务理事、中国软件行业协会常务理事，全球华人智
能控制与智能自动化大会主席、世界专家系统大会(远东区)主席。
兼任中国军事科学院特邀研究员，清华大学智能技术与系统国家实验室学术委员等。

涂序彦教授创立多变量协调控制理论，最经济控制理论；倡导人体控制论、大系统控制论新学科，开
拓人工智能、专家系统、智能控制、智能管理，以及人工生命新方法、新技术。
出版学术论著多部，发表学术论文三百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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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第三章 多模型协调理论及应用 为什么要研究多模型协调问题？
为什么提出广义模型？
 有一种传统的狭义模型观念，认为模型就意味着数学模型，如传递函数、状态方程、代数方程、微分
方程等。
其实，这是一种片面的、狭义的模型观。
 狭义模型观对于线性、定常、集中参数的简单系统是行之有效的，如线性控制系统理论。
然而，对于非线性、非定常、分布参数的复杂系统，都遇到了数学模型如何建立和求解的两难问题。
 数学模型的两难问题在于：一方面，由于实际系统往往具有非线性，不确定性、不确知性、分散性、
主动性等复杂性，不仅难以建立精确的、可用的数学模型，而且非线性、非定常、高阶、偏微分方程
在数学上缺乏通用的、解析的、准确的求解方法；另一方面，如果进行模型简化，采用线性化、定常
化、低阶、常微分方程，虽有通用的、解析的求解方法，但是其求解结果脱离实际，不能实用或导致
系统失稳、失控，使控制理论与控制工程离异，存在巨大间隙，处于两难困境。
 为了解决上述两难问题，使控制理论走出困境，必须突破狭义模型的传统观念，建立广义模型的新概
念。
不仅采用数学模型，而且采用知识模型、网络模型，研发集成广义模型；不仅建立被控制对象模型，
而且可建立控制者模型；不局限于传统模型，而且要研发新的非传统数学模型；不局限于单粒度的模
型，而且要研发多粒度、变粒度的模型；不局限于常规的模型，而且要研发自学习、自适应、自组织
的智能化模型。
因此，从协调学观点出发，在大系统控制论中，提出了多模型协调的广义模型化方法。
 3.1 传统狭义模型面临困境 3.1.1 传统狭义数学模型的局限性问题 由于狭义模型化方法的局限性，单纯
依靠传统的数学模型，难以描述实际复杂大系统中存在的许多重要因素。
 1.传统数学模型难以描述人的主动性 实际复杂大系统中，往往包含有主动环节——人、主动系统——
人群，在大系统分析和综合方面，都要考虑人的因素，但是如何建立人的数学模型是个难题。
 通常在控制理论中，数学模型是描述被动系统或被动环节，如仪表、机器、设备等，而不是主动系统
或主动环节，如控制、管理、指挥人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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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协调学:工程技术协调学,生物生态协调学,社会经济协调学》可供从事智能科学与技术、信息科学、
控制科学与工程等领域研究的科技工作者及高等院校相关专业的师生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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