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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空间技术及装备的发展，促进了信息化战争形态的形成，丰富了信息化战争的内容，给未来战争形式
、作战力量建设、指挥控制等带来了深刻的影响。
军事航天技术发展、空间力量建设、空间力量应用是军事航天学学科的主要研究内容。
因此，军事航天学学科建设成为我军军事斗争准备的重要任务。
装备指挥技术学院军事航天学学科是军队“2110工程”重点建设学科，其作战指挥学学科是国家重点
（培育）学科。
为了总结梳理军事航天学学科建设成果，提升学科建设水平和军事航天人才培养质量，在学院“2110
工程”教材（著作）编审委员会统一组织指导下，军事航天学学科领域的专家学者编著了一套适应军
事航天指挥技术人才培养需求，对我军空间力量建设具有引领作用的系列丛书，将分别以学术专著和
专业教材的形式陆续出版。
编辑这套丛书是军事航天学学科建设的重要内容，是军事航天人才培养的重要基础，也是体现军事航
天学学科建设水平的重要标志。
旨在通过系统、全面的梳理，总结军事航天学学科建设和军事航天人才培养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的重
要成果和宝贵经验，促进军事航天学学科发展；围绕我军空间力量建设和军事斗争准备需要，以空间
力量建设、空间力量应用、航天指挥控制为主要内容，培养高素质军事航天指挥技术人才，推动军事
航天发展。
本套丛书的编著出版对于系统深入总结军事航天学学科建设和军事航天人才培养的重要成果，推进军
事航天学学科建设，提高军事航天人才的培养质量，加快军队信息化建设和军事斗争准备具有重要的
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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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较系统地介绍了系统辨识方法的基本理论和方法，重点论述了输入设计与数据预处理方法、经典
的非参数和参数辨识方法，神经网络模型和模糊集合模型辨识方法、鲁棒控制模型辨识方法，给出了
系统辨识方法在飞行器试验中的应用实例，并提供了一些仿真实例的MATLAB代码。
本书内容简明扼要，理论紧密结合实际，较系统地阐述了系统辨识的主要步骤和内容，具有很好的实
用性。
本书可供从事系统建模的研究人员，工程师，研究生和相关专业的技术人员阅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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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在工业控制、航空航天、天文学、海洋、医学、生物学、生态学及社会经济学等众多领域，研
究的对象通常非常复杂，其内部机理部分甚至完全不清楚，通常很难应用已有理论直接获得相应的数
学模型，只能利用观测数据来确定研究对象的数学模型及其参数，这就是系统辨识所要解决的问题。
系统辨识理论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研究越来越深入，应用越来越广泛，已在上述领域获得了十分成功
的应用。
任何待研究的对象都可以看成是一个系统。
在数学上，系统的基本特性可以用状态参数加以描述，状态参数一经确定，系统也就确定了。
系统的数学模型是系统本质特征的数学抽象，是建立系统状态参数之间以及与外作用之间最主要的相
互作用、相互制约的数学表达式。
研究系统不同侧面的特性，则反映系统基本特性的状态参数也不同。
模型一般不可能考虑所有因素，通常仅考虑主要因素而忽略次要因素，以便简化模型，但是模型的精
度可能有所降低。
如何折中模型的精确性和复杂性是建模中需要考虑的一个关键问题。
对于一些系统，可以从已知的原理、定律和定理出发，通过机理分析研究，找出系统内在的运动规律
，推导出系统中各状态参数与外作用之间的解析关系式，即数学模型，这种方式称为系统的理论建模
。
由于这类系统的基本规律已知，在控制论中称之为“白箱”问题。
对于另一些系统，由于对系统的客观规律不清楚，只能从系统的输入和输出测量数据来建立其数学模
型，称之为“黑箱”问题，通常采用辨识建模方法。
还有一些系统，其某些部分的机理清楚，可直接用理论建模的方法加以解决，对其中机理不清楚的部
分，可使用辨识建模的方法，这种方式通常称之为“灰箱”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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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系统辨识方法及应用》：军队“2110工程”建设项目·军事航天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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