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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自动控制原理（上册）（第2版）》是一套改革传统体系、将控制理论的两部分基础内容：经
典控制理论与“现代”控制理论（即状态空间法基础）有机结合而编写的具有鲜明特色的新体系教材
。
全书从现代控制系统的本质特征（即必须在干扰和不确定性条件下可靠和有效地工作）出发展开讨论
，不仅定性而且定量地分析反馈控制的作用并阐明自动控制系统的基本组成原理和构建高精度控制系
统的基本思路，规范线性定常（连续与离散、单变量与多变量）系统的零极点的定义，建立统一的线
性定常（连续与离散）系统理论框架和线性系统“经典”与“现代”控制理论有机结合的新体系。
使读者在对比中认识“经典”与“现代”控制理论，用统一的观点建立对控制理论基础知识的总体概
念，在统一的理论框架下以现代控制科学的观点和新的视角审视、理解和阐述经典控制理论的有关内
容，并将线性离散系统理论放在主要地位来介绍，而在具体内容和方法上仍保持“经典”与“现代”
控制理论的各自表达方式和系统性。
在内容的组织上注重理论上的基础性和工程上的实用性，强调理论联系实际和系统优化意识，引入国
际流行的MATLAB／Simulink软件进行控制系统的分析与设计，并增大教材的灵活性和可用性以满足
不同层次、不同要求教学和读者自学的需要。
该教材符合国际控制理论教材发展趋势，体系新颖、内容系统、分析详尽、例题丰富，例题数量比第
一版增加了一倍多，达370多道，可为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培养和个性发展以及在职人员的自学创造
条件，并为教师实施因材施教、按需组织教学提供灵活选择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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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作用于系统的输入信号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有用的输入信号，它决定系统被控量的变化规律
，通常称其为参考输入信号；另一类为扰动（或干扰信号）和不确定性因素，它们妨碍系统被控量按
照预定的规律变化。
作用于系统的扰动包含两部分：由系统外部因素造成的扰动（例如电源电压的波动、电动机负载和环
境温度的变化、飞行中气流的冲击等），称为外部扰动，简称外扰；由系统内部因素造成的扰动（例
如所使用元器件的老化、磨损和特性的变化等），称为内部扰动，简称内扰。
作用于系统的不确定性因素包括系统内部特性和参数因运行、环境条件和产品质量等而引起的不确定
性变化，外界对系统的不确定性扰动以及描述系统特性的数学模型的不精确性等。
一般来说，扰动和不确定性因素是不可避免的，不同的系统只是其具体形式和严重的程度不一样。
现代工程系统的一个本质特征是：必须在扰动和不确定性因素作用下可靠和有效地工作。
因此，无法回避的扰动和不确定性因素成为制约控制系统性能提高的一个重要因素。
此外，系统又涉及各类工程技术领域，遍布现代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它们的物理属性又各不相同，
例如有工业控制系统、军事系统、经济系统、生物系统、社会系统⋯⋯，工业控制系统又包括电气系
统、机械系统、液压系统、气动系统、电气传动系统、过程控制系统等。
因此，自动控制理论学科以及本课程具有下列两个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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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自动控制原理(上册)(第2版)》是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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