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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自动控制技术作为一种技术手段已广泛地应用于工农业生产、交通运输和国防建设等领域。
指导自动控制系统分析和设计的控制理论也有了很大的发展。
在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中发展起来的经典控制理论至今仍被成功地应用于单变量定常系统的分析和
设计。
为了适应广播电视大学机电类本科生教学的需要，根据相应的教学大纲和学时安排，遵循“必需”、
“够用”的原则，选取了经典控制理论的基础部分作为主要內容，编写了本教材。
　　本书共安排6章内容：　　第1章介绍了自动控制系统的基本概念，重点讨论了反馈控制系统的工
作原理和组成，并初步介绍了控制系统的性能指标。
　　第2章介绍了自动控制系统的数学模型，包括微分方程、传递函数及图形化的数学模型——系统
动态结构图，并介绍了利用结构图的等效变换来确定系统传递函数的方法。
　　第3章介绍了自动控制系统的时域分析，重点讨论了一阶系统、二阶系统的分析和计算，系统稳
定性分析（劳斯判据），稳态误差的分析与计算。
　　第4章介绍了根轨迹法，包括根轨迹方程与根轨迹的绘制法则及利用根轨迹对系统的性能进行分
析的方法。
　　第5章介绍了频率响应法，包括频率特性及其图示方法和物理意义，频域稳定判据及开、闭环频
率特性与系统性能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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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教材是在总结近年来教学实践经验并借鉴同类优秀教材的基础上，根据中央广播电视大学机械设计
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机电控制工程”教学大纲编写而成的。

本书较全面、系统地阐述了经典控制理论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和自动控制系统的主要分析方法，主
要内容包括：线性连续定常系统数学模型的建立，分析系统的时域法、根轨迹法和频率法，线性系统
的校正和综合等问题，并在附录中介绍了拉氏变换等基础知识，各章均附有适当的习题。

本书可作为普通高等学校机电类专业的本科教材，也可作为成人教育和继续教育的教材，还可作为科
技人员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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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各种生产过程以及生产设备中，常常需要使其中某些物理量（如温度、压力、位置和转速等）
保持恒定，或者让它们按照一定的规律变化。
要满足这种需要，就应该对生产机械或设备进行及时的控制和调整，以抵消外界的扰动和影响。
那么，控制系统是怎样实现对这些物理量的自动控制的呢？
自动控制系统为什么能够保持温度、压力或转速恒定？
火炮又为什么能够自动跟踪目标？
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还是先看看恒温控制系统这个例子，研究一下它是怎样实现恒温控制的，在这
个基础上再总结出控制系统的共同规律。
　　实现恒温控制有两种方法：人工控制和自动控制，其中，很多自动控制都是受到人工控制的启发
而实现的。
图1－1所示为人工控制的恒温控制箱。
人工控制的任务是克服外来干扰（如电源电压波动、环境温度变化等），保持恒温箱的温度恒定，以
满足物体对温度的要求。
这可以通过移动调压器活动触头的位置来改变加热电阻丝的电流，以达到所要求的温度的目的。
箱內温度是由温度计进行测量的。
人工调节过程可以归纳如下：　　（1）观察由测量元件（温度计）测出的恒温箱的温度（被控制量
）。
　　（2）与要求的温度值（给定值）进行比较，得出偏差大小和方向。
　　（3）根据偏差的大小和方向再进行控制。
若恒温箱的温度高于所要求的给定温度值，就移动调压器将电流减小，使温度降到正常范围内；若恒
温箱的温度低于给定的温度值，就移动调压器将电流增加，使温度升到正常范围内。
　　因此，人工控制的过程就是测量、求偏差、再控制以纠正偏差的过程。
简单地讲，就是“检测偏差用以纠正偏差”的过程。
显然，其中需要一个测量元件（温度计）和一个控制元件（如调压器），并需要将被控制量（恒温箱
的温度）与给定温度进行比较，以及决定怎样去控制调压器，这些都是通过人来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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