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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高等学校教材：过程控制工程（第4版）》第一版于1992年获得第二届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教材全
国优秀奖，《过程控制工程》第二版于2002年获得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教材一等奖，《过程控制工
程》第三版被评为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并荣获2011年上海市普通高校优秀教材一
等奖。
由俞金寿教授主持的“过程控制工程”课程于2009年被评为国家精品课程。
　　本书在分析过程稳态和动态数学模型的基础上，主要讨论了简单控制系统、复杂控制系统、先进
控制系统的结构、原理、特点、适用场合、系统设计及应用等问题，并阐述了过程工业（石化、化工
、轻工、医药等）生产过程中典型单元操作的控制方案，还介绍了典型工业生产过程（合成氨过程、
常减压过程、催化裂化过程、乙烯过程、聚合过程、生化过程、制浆造纸过程和冶金过程）的控制。
本书的特点是基本理论与新的发展并重，理论与实际结合，内容切合信息时代的需要，并力求深入浅
出，着重物理概念。
　　《高等学校教材：过程控制工程（第4版）》可作为过程控制课程的教材、继续教育教材或参考
书，还可供从事过程控制的自动化工作者和高校师生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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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由于检测元件直接与被测或被控介质接触，因此，在选择检测元件时应首要考虑该
元件能否适应工业生产过程中的高低温、高压、腐蚀性、粉尘和爆炸性环境；能否长期稳定运行；其
次，应考虑检测元件的精确度和响应的快速性等。
除了这些选择检测元件和变送器的要求外，还应考虑检测元件和变送器的线性特性等。
 仪表的精确度影响检测变送环节的准确性。
应合理选择仪表的精确度，以满足工艺检测和控制要求为原则。
检测变送仪表的量程应满足读数误差的精确度要求，同时应尽量选用线性特性。
仪表量程大则Km小，而仪表量程小则Km大。
 检测元件和变送器增益Km的线性度与整个闭环控制系统输入输出的线性度有关，当控制回路的前向
增益足够大时，整个闭环控制系统输入输出的增益是Km的倒数。
例如，采用孑L板和差压变送器检测变送流体的流量时，由于差压与流量之问的非线性，造成流量控
制回路呈现非线性，并使整个控制系统开环增益非线性。
 相对于过程的时间常数，大多数检测变送环节的时间常数是较小的。
但成分检测变送环节的时间常数和时滞会很大；气动仪表的时间常数较电动仪表要大；采用保护套管
温度计检测温度要比直接与被测介质接触检测温度有更大的时间常数。
此外，应考虑时间常数随过程运行而变化的影响。
例如，由于保护套管结垢，造成时间常数增大，保护套管磨损，造成时间常数减小等。
对检测变送环节时间常数的考虑主要应根据检测变送、被控对象和执行器三者时间常数的匹配，即增
大最大时间常数与次大时间常数之间的比值。
 减小时间常数的措施包括检测点位置的合理选择；选用小惯性检测元件；缩短气动管线长度，减小管
径；正确使用微分单元；选用继动器等放大元件等。
为了增大最大时间常数与次大时间常数之间的比值，对于快速响应的被控对象，例如，流量、压力等
，有时需要增大检测变送环节的时间常数，常用的措施有合理选用微分单元（反微分）；并联大容量
的电容或气容；串联阻容滤波环节等。
 检测变送环节中时滞产生的原因是检测点与检测变送仪表之间有一定的传输距离L，而传输速度w也有
制约，因此，产生时滞传输速度w并非被测介质的流体流速，例如，孔板检测流量时，流体流速是流
体在管道中的流动速度，而检测元件孔板检测的信号是孔板两端的差压，因此，检测变送环节的传输
速度是差压信号的传输速度，对不可压缩的流体，该信号的传输速度是极快的。
但对于成分的检测变送。
由于检测点与检测变送仪表之间有距离Z，被检测介质经采样管线送达仪表有流速w，因此，存在时滞
。
 减小时滞的措施包括选择合适的检测点位置，减小传输距离l；选用增压泵、抽气泵等装置，提高传
输速度w。
在考虑时滞影响时，应考虑时滞与时间常数之比，而不应只考虑时滞的大小，应减少时滞与时间常数
的比值。
 相对于流量、压力、物位等过程变量的检测变送，过程成分等物性数据的检测变送有较大的时滞，有
时温度检测变送的时间常数较大，应充分考虑它们的影响。
 2.2.4对检测变送信号的处理 检测变送信号的数据处理包括信号补偿、线性化、信号滤波、数学运算、
信号报警和数学变换等。
 一、信号补偿 热电偶检测温度时，由于产生的热电势不仅与热端温度有关，也与冷端温度有关，因
此需要进行冷端温度补偿；热电阻到检测变送仪表之间的距离不同，所用连接导线的类型和规格不同
，线路电阻不同，需要进行线路电阻补偿；气体流量检测时，若检测点温度、压力与设计值不一致，
需要进行温度和压力的补偿；精馏塔内介质成分与温度、塔压有关，正常操作时，塔压保持恒定，可
直接用温度进行控制，当塔压变化时，需要用塔压对温度进行补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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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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