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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机械控制工程基础》主要介绍机械工程领域中自动控制的基本理论及其应用方法。
　　全书共6章，主要内容包括绪论、控制系统的数学模型、控制系统的时域分析、控制系统的频域
分析、控制系统的稳定性分析、控制系统的综合与校正。
本着基本够用的原则，重点是强调基本概念的分析掌握以及控制理论在工程实践中的应用。
　　《机械控制工程基础》适用于应用性高等院校机械工程专业，也可供相关工程技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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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一个系统的性能指标总是要根据它所要完成的具体任务而提出。
以数控机床进给系统为例，主要的性能指标包括死区、最大超调量、稳态误差和带宽等。
性能指标的数值根据具体要求而定。
一个具体系统对指标的要求应有所侧重，如调速系统对于稳定性和稳态精度要求严格，而随动系统还
要求有一定的快速性。
另外，时域和频域性指标也是可以相互转换的。
性能指标的提出要有根据，不能脱离实际的可能。
要求响应快，必然使运动部件具有较高的速度和加速度，这样将承受较大的惯性载荷和离心载荷，如
果超过强度极限就会遭到破坏，同时能源的功率也受到限制，快速性也将无法实现。
另一方面，几个性能指标的要求也经常互相矛盾。
例如，减小系统的稳态误差往往会降低系统的相对稳定性，甚至导致系统不稳定。
在这种情况下，就要考虑哪个性能是主要的，首先加以满足；有时，在另一些情况下就要采取折中的
方案，并加上必要的校正，使两方面的性能都能得到部分满足。
6.1.2 校正的概念当给定被控对象后，根据系统所要完成的控制任务及对系统的性能要求，可以初步选
定组成系统的基本元件，如执行元件、放大元件及测量元件等，然后将它们和被控对象连接在一起就
组成了所要设计的控制系统。
上述元件（除放大元件外）一旦选定，其系统参数和结构就固定了，因此这一部分称为系统的不可变
部分，当设计出来的系统通过调节放大系数却不能满足系统性能指标时，必须加入一些具有某种典型
环节特性的电网络、运算部件或测量装置等，靠这些环节的配置来有效地改善整个系统的控制性能，
这一附加的部分称为校正元件或校正装置，通常是一些无源或有源电路，以及速度、加速度传感器等
。
由此可知，系统的设计过程包括系统不可变部分的选型和校正装置的设计两个步骤。
可见，所谓校正就是在系统不可变部分的基础上，加入适当的校正元件，使系统满足给定的性能指标
。
前面由系统分析可知，系统的性能取决于系统的的零、极点的分布，因此校正的实质是通过引入校正
装置来改变整个系统的零、极点分布，从而改变系统的频率特性或根轨迹形状，使系统频率特性的低
、中、高频段满足所希望的性能或使系统的根轨迹穿越希望的闭环主导极点，从而使系统满足性能指
标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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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机械控制工程基础》为高职高专机电类专业规划教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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