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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对机电系统计算机控制的基本理论和应用技术进行了比较全面的介绍。
全书内容包括：计算机控制系统的一般概念、分类和组成，信号采样与保持，采样控制理论，数
字PID控制算法，数字控制器的直接设计方法，机电系统计算机控制的指令生成技术，机电系统的建
模方法，步进电机传动控制系统，可编程序控制器控制系统，直流拖动数字控制系统的设计。
全书共十章，部分章节附有一定量的复习思考题。
    本书可作为高等工科学校机械电子工程专业的本科生或硕士研究生的教材，也可作为相关专业工程
技术人员的参考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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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传统的机械设备与产品，多是以机械为主，是电气、液压或气动控制的机械设备。
随着工业水平的不断发展，机械设备已逐步地由手动操作改为自动控制，设备本身也发展为机电一体
化的综合体。
现代工业生产更趋向于实现最佳控制，亦即要求利用最少的能源与原材料消耗，使成本最低，取得最
大的经济效益、最高的生产率、最好的产品质量等等。
随着电子技术特别是微电子和计算机技术的飞速发展，为传统机器设备的革新创造了有利条件，带来
了新的活力。
机械工业的传统技术与电子工业尤其是计算机技术相结合，使生产技术和产品质量提到了一个新的高
度，出现了机械与电子技术密切结合的新产品，开拓了许多新的技术领域。
这些产品与传统的机械产品及普通的电子产品均不相同，它们是机械技术与微电子技术、计算机技术
、信息技术、控制技术等有机结合体。
现在人们习惯上将这种结合体称为机电一体化，并将这类系统称为机电一体化系统。
　　关于机电一体化系统，目前尚无严格的统一定义，一般倾向认为：机电一体化系统是指在系统的
主功能、信息处理功能和控制功能等方面引进了电子技术，并把机械装置、执行部件、计算机等电子
设备以及软件等有机结合而构成的系统，即机械、执行、信息处理、接口和软件等部分在电子技术的
支配下，以系统的观点进行组合而形成的一种新型机械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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