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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一、关于本书1997年5月，针对“数字仿真与CAD技术”的广泛应用与发展趋势，为满足本科生教学
工作的需要，全国高等学校工业自动化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决定组织编写“控制系统数字仿真与CAD
”课程的本科生教材，并将其列为“九五”规划教材。
1999年，《控制系统数字仿真与CAD）（第1版）由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版，并于2005年修订。
《控制系统数字仿真与CAD》出版10年以来，作为国内较早地将MATLAB语言融入仿真课程中的本科
生教材，广泛地被读者评价为注重基础、内容精炼、可读性强、工程案例内容丰富、多媒体课件资料
齐全，先后被国内100余所院校选作为仿真类课程的教材。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目前已由原来的多个本科专业合并而成自动化、电气工程与自动化、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等本科专业。
同时，高等院校本科生的培养目标已向着厚基础、宽口径、重能力的方向发展，仿真技术类课程的内
容也逐步从原理与软件学习拓展到工程案例教学方向上来。
因此，作为涉及自动控制原理、数值分析、控制系统设计等内容的仿真技术类课程，需要不断地与时
俱进。
二、仿真技术类课程教学所面临的问题1.课程设置的必要性仿真技术在其近50年的发展历史中，推动
了几乎所有设计领域的革命，被喻为20世纪下半叶十大工程技术成就之一；如今，仿真技术已成为现
代工程师应该掌握的基本技能之一。
作为联系自动控制理论、自动控制系统／设计、课程设计、毕业设计等教学环节的仿真技术类课程，
其不仅可以使学生加强课程的学习效果，而且还可为学生在毕业设计中提供一个强有力的工具，有效
加强教学中的实践性教学环节，提高学生的独立工作能力和创造性思维能力。
2.新技术的不断涌现作为以计算机系统、数值技术以及应用软件为基本手段的仿真技术，其内涵与其
应用将会随着IT业的发展、各行业的需求和新技术的涌现而不断地向前发展。
如何引领前沿技术进入仿真技术类课程的教学中来，以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激发学生的创造意识，
开阔他们的思维视野，是本课程面临的重要问题之一。
3.能力的培养与训练作为一类建立在若干先修课程与知识基础之上的应用型专业课，仿真技术类课程
应该传授给学生些什么？
笔者认为：把仿真技术这一“利器”传授给学生，使学生掌握其中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
是本门课程最低层次的要求。
同时，如何充分利用仿真工具，使学生加深理解所学的课程与知识内容，培养学生独立地分析问题与
解决问题的能力，激发学生的创造意识，训练学生的思维方法，是仿真技术类课程教学所面临的深层
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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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在概述了仿真技术发展进程的基础上，以MATLAB语言为平台，系统地阐述了数字仿真技术的基
本概念、原理与方法，概括了控制系统分析与设计中的基本内容。
全书共五章，主要包括：控制系统的实验方法、系统的数学描述与模型的建立、数字仿真的实现方法
、控制系统CAD及其综合应用等内容。
    书中涉及运动控制、过程控制、电磁与电力电子控制等系统的建模、分析与设计问题，其内容深入
浅出，可读性较强；各章设有“问题与探究”一节，配有练习型、分析/设计型和探究型的习题，有助
于激发学生的兴趣，拓展技术领域，以使读者进一步领会与掌握相关领域的内容。
    本书系高等院校自动化专业本科生用教材，也可作为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
化等专业“仿真技术”类课程的教学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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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3）交互式语言阶段从人－机之间信息交换便利的角度出发，将数字仿真所涉及的问题上升
到“语言”的高度所进行的软件集成，其结果就产生了交互式的“仿真语言”。
仿真语言与普通高级算法语言（如C、FORTRAN等）的关系就如同C语言与汇编语言的关系一样，人
们在用C语言在进行乘（或除）法运算时不必去深入考虑乘法是如何实现的（已有专业人员周密处理
之）；同样，仿真语言可用一条指令实现“系统特征值的求取”，而不必考虑是用什么算法以及如何
实现等低级问题。
当今具有代表性的仿真语言有：瑞典Lund工学院的SIMNON仿真语言、IBM公司的CSMP仿真语言以
及ACSL、TSIM、ESL等。
20世纪80年代初，由美国学者Cleve Moler等人推出的交互式MATLAB语言以它独特的构思与卓越的性
能为控制理论界所重视，现已成为控制系统CAD领域最为普及与流行的应用软件。
（4）模型化图形组态阶段尽管仿真语言将人－机界面提高到“语言”的高度，但是对于从事控制系
统设计的专业技术人员来讲还是有许多不便，他们似乎对基于模型的图形化（如框图）描述方法更亲
切。
随着“视窗”（Windows）软件环境的普及，基于模型化图形组态的控制系统数字仿真软件应运而生
，它使控制系统CAD进入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目前，最具代表性的模型化图形组态软件当数美国Math Works软件公司1992年推出的Simulink，它与该
公司著名的MATLAB软件集成在一起，成为当今最具影响力的控制系统CAD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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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控制系统数字仿真与CAD(第3版)》：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普通高等教育电气
工程与自动化类“十一五”规划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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