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近代电气液压伺服控制>>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近代电气液压伺服控制>>

13位ISBN编号：9787810776455

10位ISBN编号：7810776452

出版时间：2005-2

出版时间：第1版 (2005年1月1日)

作者：王占林

页数：346

字数：50400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近代电气液压伺服控制>>

内容概要

采用近代控制的方法，对电液伺服系统进行控制。
包括电液伺服控制的发展、特点、控制策略；电液伺服控制系统的优化设计、自适应控制、负载变化
的补偿；电液系统的复合控制与功率电传系统、差动液压缸伺服控制；电液伺服系统的冗余控制、非
连续液压系统控制(包括Bang?Bang控制、变结构控制、模糊控制、PWM、PCM以及包括神经网络在内
的各种近代控制策略的复合控制)、转速调节系统的神经网络控制及机载多机电系统的综合总线管理等
。
内容新颖，重视工程实际。
    可供从事机电控制、液压技术、机械工程以及机电一体化等专业的工程技术人员参考，也可作为相
关专业的研究生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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