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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全面系统地介绍了液压控制工程与MATLAB／Simulink仿真相结合的应用成果。

　　本书共分12章，前10章介绍了基于MATLAB的液压伺服控制理论、通过实例介绍了自动控制理论
在MATLAB中的实现，主要介绍了伺服阀、动力机构、机液伺服系统和电液伺服系统的基本内容和理
论，为分析、研究、液压元件选型奠定基础；并结合实例讲解了妥全、可靠和有效地应用液压控制技
术；介绍了油源品质要求和恒压能源的数学模型及污染控制，与现代控制理论相关方面的内容。
第11章非线性液压控制系统。
第12章介绍了离散控制系统的基本组成、工作过程和离散模型的建模特点。
该书对于本科生教学时数约为40～50学时，研究生30—40学时。

　　《MATLAB\Simulink与液压控制系统仿真(第2版)》供“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液压控
制相关专业学生，同时也适合其他与机械有关专业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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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6.1.2 电液伺服阀的分类 电液伺服阀的结构形式很多，可按不同的分类方法进行分
类。
 1.按液压放大器的级数分类 可分为单级。
两级和三级电液伺服阀。
 （1）单级伺服阀。
此类阀结构简单、价格低廉，但由于力矩马达或力马达输出力矩或力小、定位刚度低，使阀的输出流
量有限，对负载动态变化敏感，阀的稳定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负载动态，容易产生不稳定状态。
只适用于低压、小流量和负载动态变化不大的场合。
 （2）两级伺服阀。
此类阀克服了单级伺服阀缺点，是最常用的形式。
 （3）三级伺服阀。
此类阀通常是由一个两级伺服阀作前置级控制第三级功率滑阀，功率级滑阀阀心位移通过电气反馈形
成闭环控制，实现功率级滑阀阀心的定位。
三级伺服阀通常只用在大流量（200L/min以上）的场合。
 2.按第一级阀的结构形式分类 可分为滑阀、单喷嘴挡板阀、双喷嘴挡板阀、射流管阀和偏转板射流阀
。
 （1）滑阀放大器。
此类阀作为第一级，其优点是流量增益和压力增益高，输出流量大，对油液清洁度要求较低。
缺点是结构工艺复杂，阀心受力较大，阀的分辨率较低、滞环较大，响应慢。
 （2）单喷嘴挡板阀。
此类阀作第一级因特性不好很少使用，多采用双喷嘴挡板阀。
挡板轻巧灵敏，动态响应快，双喷嘴挡板阀结构对称，双输入差动工作，压力灵敏度高，特性线性度
好，温度和压力零漂小，挡板受力小，所需输入功率小。
缺点是喷嘴与挡板间的间隙小，易堵塞，抗污染能力差，对油液清洁度要求高。
 （3）射流管阀。
此类阀作第一级的最大优点是抗污染能力强。
射流管阀的最小通流尺寸较喷嘴挡板阀和滑阀大，不易堵塞，抗污染性好。
另外，射流管阀压力效率和容积效率高，可产生较大的控制压力和流量，提高了功率级滑阀的驱动力
，使功率级滑阀的抗污染能量增强。
射流喷嘴堵塞时，滑阀也能自动处于中位，具有“失效对中”能力。
缺点是射流管阀特性不易预测，射流管惯性大、动态响应较慢，性能受油温的变化影响较大，低温特
性稍差。
 3.按反馈形式分类 可分为滑阀位置反馈、负载流量反馈和负载压力反馈三种。
 所采用的反馈形式不同，伺服阀的稳态压力一流量特性也不同，如图6—1所示。
利用滑阀位置反馈和负载流量反馈得到的是流量控制伺服阀，阀的输出流量与输入电流成比例。
利用负载压力反馈得到的是压力控制伺服阀，阀的输出压力与输人电流成比例。
由于负载流量与负载压力反馈伺服阀的结构比较复杂，使用的比较少，而滑阀位置反馈伺服阀用得最
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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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MATLAB/Simulink与液压控制仿真(第2版)》供“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液压控制相关专
业学生，同时也适合其他与机械有关专业使用。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MATLAB/Simulink与液压控�>>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