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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过程辨识”是作者多年为大学高年级学生和研究生开设的一门课程。
本书是在原有讲稿、讲义的基础上多次修改完善的结果，其中也包括了作者及其同事们在这个领域的
一些研究成果。
　　过程辨识是研究建立生产过程数学模型的一种理论和方法。
所谓辨识就是从含有噪声的输入输出数据中提取被研究对象的数学模型。
一般说来，这个模型只是对象的输入输出特性在某种准则意义下的一种近似，近似的程度取决于人们
对过程先验知识的认识深化程度和对数据集合性质的了解，以及所选用的辨识方法是否合理。
或者说，辨识技术帮助人们在表征被研究的对象、现象或过程的复杂因果关系时，尽可能准确地确立
它们之间的定量依存关系。
　　目前，辨识的理论日趋成熟，辨识的实践涉及许多学科领域。
它正作为一门有着明显实用价值的学科活跃在各个领域，吸引着大批科学技术人员。
这一方面是由于人们在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对事物的变化规律需要定量地用数学模型来描
述；另一方面是由于电子计算机的发展和普及推动了辨识向纵深发展。
　　近年来，辨识的应用领域越来越广泛，它的发展前景招引着各类专业技术人材，激励着人们产生
一种把辨识理论用于自己工作实践的强烈愿望，各高等院校相继开设了“辨识”课程。
然而，系统的适用的教材现在还很罕见。
有鉴于此，我们编写了这本书。
作者的意图是想把它写成既是自动控制类专业大学高年级或研究生的教材，又是相应专业工程技术人
员的实用参考书，尤其对那些面临设计各种控制系统的工程师，希望能激起他们的特殊兴趣。
考虑到读者是多层次的，本书采用了一个多层次的结构，低层次从基本概念出发，突出基础性和逻辑
性，以适合初学者的需要；高层次从系统性和完整性出发，强调理论的深度和应用的广泛性，以适应
提高者的要求。
全书始终突出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原则，选材均有明显的应用背景和实用价值。
叙述方法一般始于物理概念，用正规的格式导出理论结果，再用仿真例子或工程实例予以验证，最后
阐述理论的应用前景和实践的经验体会，重要的结论以定理的形式给出，有的为方便使用总结成表格
形式。
书中给出的大量例题不仅有助于理论的理解，更重要的是提供了学习模仿的蓝本，以便读者自己模仿
实践，从中体会辨识方法的有效性和实用性。
我们近几年的教学实践证实，通过这样的模仿实践(有时可能是创造性的模仿)可以达到巩固基本知识
、提高学习兴趣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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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包括辨识的一些基本概念，随机信号的描述与分析，过程的数学描述，经典的辨识方法等共17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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