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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动态数学模型测试建模方法》系统地介绍了动态数学模型测试建模的概念、理论与应用技术，
内容包括建模方法基础知识、建立动态数学模型的频域方法和时域方法、测试数据时间序列分析建模
法以及非平稳数据建模方法等。
　　《动态数学模型测试建模方法》不但注重基础理论的讲解，也注重工程算法的研究。
书中的应用实例均取自作者的研究成果。
　　《动态数学模型测试建模方法》可作为工科高等院校控制类专业高年级本科生和研究生的教材，
也可作为该领域科技工作者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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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2数学模型及其种类　　数学模型是描述物理系统的运动规律、特性和输入与输出关系的一个或
一组方程式。
物理系统的特性分静态特性和动态特性两类。
描述系统静态（工作状态不变或慢变过程）特性的模型称为静态数学模型。
例如对各种放大器与回路做静态检查时，所求出的都是静态数学模型。
描述系统动态或瞬态与过渡态特性的模型称为动态数学模型。
例如对各种仪器和控制系统进行动态测试时，所求出的便是动态数学模型。
静态特性和动态特性有显著的区别，因而静态与动态数学模型也有很大的差异，它们的建模方法也完
全不同。
本书重点讨论动态数学模型的建模方法及其应用。
　　对于模拟信号与连续系统需用连续数学模型来描述，例如微分方程、传递函数、状态空间等都是
连续数学模型。
对于离散信号与离散系统需用离散数学模型来描述，例如差分方程、离散传递函数、离散状态空间等
都是离散数学模型。
连续与离散数学模型的建模方法是本书讨论的重点。
　　信号与系统是确定性的，便可用确定性数学模型来描述其特性，例如做变换放大器传递系数检查
时，所加的输入电压是确定性的，所建立的数学模型也是确定性的静态数学模型。
描述随机信号或系统对随机信号响应的数学模型称为随机数学模型，例如陀螺仪的漂移、遥测速变信
号以及干扰噪声信号的性质是随机的，要研究陀螺仪漂移、遥测信号，或要研究系统对干扰噪声的响
应，都需要建立随机数学模型。
随机数学模型也有连续的和离散的两种模型。
本书主要讨论确定性数学模型的建模方法，其中有些建模方法也适用于建立随机模型。
　　可以用线性方程式（或组）来描述其特性的模型称为线性模型，例如许多放大器具有线性特性，
便可用线性模型来描述其特性。
用非线性方程式（或组）来描述其特性的模型称为非线性模型，例如加速度计具有明显的非线性特性
，便需要用非线性模型来描述其特性。
有的非线性系统在一定范围内可以用线性方程组来描述其特性，例如有的旋转变压器在小角度范围内
具有线性特性，在大角度范围内则具有明显的非线性特性。
　　静态数学模型与动态数学模型，连续数学模型与离散数学模型，确定性数学模型与随机数学模型
都有线性的和非线性的数学模型，所以线性与非线性是数学模型在数学上的主要特征。
　　从描述方式上来看，数学模型分参数模型和非参数模型两大类。
如传递函数、差分方程、状态方程等称为参数模型，瞬态响应（脉冲响应曲线与阶跃响应曲线）和频
率响应（幅频响应曲线、相频响应曲线、幅相频率特性曲线等）称为非参数模型，其实瞬态响应和频
率响应都是由曲线或数据表格表示的，所以称它们为非参数模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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