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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控制系统的数字仿真及计算机辅助设计是利用数字计算机来分析、研究、设计自动控制系统有力
的工具，是控制系统工程技术人员必须掌握的一门技术。
　　《控制系统的数字仿真及计算机辅助设计》第1～5章关于控制系统的数字仿真部分在取材及编排
上作了一定处理，以期突出基本原理及概念。
第6～8章计算机辅助设计部分的取材着重介绍作者在多年工业应用实践中证明行之有效的方法，而尽
量避免面面俱到地去罗列一些已广泛见诸类似著作中的方法。
书中第9章简单介绍了目前国际上较通用的一些CACSD软件如MATI.AB等。
　　《控制系统的数字仿真及计算机辅助设计》可供从事自动控制系统的教学、研究、设计人员及工
程技术人员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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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带性能指标集和设计约束的参数优化·卡尔曼滤波器设计自适应控制系统设计方法
·周期性测试信号下的自适应PI控制器；·基于不同参数估计方法的自适应补偿器·自校正控制器·
各种模型参考自适应方法·自适应观测器·多变量自适应控制器设计·自适应控制器仿真仿真标准结
构的线性控制系统由一个专门的仿真器来实现仿真。
整个系统可以由许，多子系统组成，子系统可有各自不同的描述形式。
此外还有一个专门用于方块图的连续系统仿真器。
另外，直接数字控制（DDC）仿真器通过构造一个仿真环境，来对实时控制中的DDC算法进行测试。
所有这些仿真中的图形输出都由图形管理菜单预先设置。
中央任务一些使用频率较高的任务，如模型转换，数据库定义，基本运算等，被从另外三层中分离出
来，集中予交互式系统的中心，也就是所谓的处理器（Manager）。
·信号处理器：处理信号序列·系统处理器：处理由传递函数或传递函数阵描述的系统·频域处理器
：用表的形式处理频域响应或频谱·矩阵处理器：处理状态空间描述中的系数矩阵·多项式矩阵处理
器；处理多项式矩阵和相关的系统描述·图形处理器：处理所有的图形操作·文件处理器：处理实时
信号表示·中央调度：处理中央任务的组织管理，如任务调度CADACS的结构见图9.4 -2。
可以看出，CADACS由四级递阶独立模块构成。
所有的基本函数都在第一层里，包括所有的数值运算（矩阵或多项式）。
第二层是控制工程库，包括所有相关的算法子程序。
第一层和第二层的子程序构成了CADACS的库系统。
第三层中的模块是将前两层中的算法用于专门的设计任务。
它们完全是交互式的实时程序，可以独立运行，也可以在顶层的监督下运行。
可以根据用户的需要在第三层中选择合适的CADACS程序。
程序之间的通讯通过标准格式的数据库来进行。
CADACS把交互式代码和应用程序代码严格地区分开来，这使得CADACS具有高度的灵活性和可移植
性。
只需修改第一层的模块，就可将CADACS移植到另一个计算机环境中。
因为只有在第一层中，才有与硬件相关的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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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控制系统的数字仿真及计算机辅助设计》是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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