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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高职高专教育新一轮自动化类专业规划教材。
该教材从贴近实际应用出发，系统地介绍了自动控制原理的基本理论及其应用，并引入目前控制领域
广泛使用的MATLAB软件进行辅助分析。
全书共分7章，包括：自动控制的基本概念，自动控制系统的数学描述方法，控制系统的时域分析法
，控制系统的根轨迹分析法，控制系统的频域分析法，控制系统的校正及非线性系统分析。
每章后面配有本章小结和思考题与习题。
另外在附录中介绍了自动控制系统辅助分析工具——MATLAB软件及其应用。
    本书强调理论的工程应用，突出物理概念的理解和掌握，尽量减少繁琐的数学推导，前后知识衔接
紧密，表述深入浅出，通俗易懂，易于教学和自学。
    本书可作为高职高专院校电气工程及自动化类专业及相关专业的教材，也可作为应用型本科、成人
教育相关专业教材，还可供有关工程技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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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第2章 自动控制系统的数学描述方法 自动控制系统是由控制对象、执行机构、放大
器、检测（测量）装置和控制器等组成。
要从理论上定性和定量地分析、计算系统的控制性能，必须首先建立描述系统动态关系的数学模型。
 控制系统的数学模型是指描述系统或元件输入量、输出量以及内部各变量之间关系的数学表达式，而
把描述各变量动态关系的数学表达式称为动态模型。
 对系统的分析和研究都依赖于合理的数学模型。
在建立系统的数学模型时，应根据系统的实际结构、参数及所要求的计算精度等主要因素建立模型。
模型应能准确地反映系统的动态本质，同时又能简化分析计算的工作。
常用的动态数学模型有微分方程、传递函数及动态结构图等。
 控制系统或元件的数学模型的建立，可以使用解析法和实验法。
所谓解析法，是指根据系统及元件各变量之间所遵循的物理、化学定律，列写出各变量间的数学表达
式，从而建立起数学模型。
所谓实验法，是指对实际系统或元件加入一定形式的输入信号，根据输入信号与输出信号间的关系来
建立数学模型的方法。
本章仅讨论解析法建模。
 2.1控制系统的微分方程 微分方程是描述自动控制系统动态特性最基本的方法。
一个完整的控制系统通常是由若干元件或环节以一定方式连接而成的，系统可以是由一个环节组成的
小系统，也可以是由多个环节组成的大系统。
对系统中每个具体的元件或环节按照其运动规律可以比较容易地列出其微分方程，然后将这些微分方
程联立起来，以得出整个系统的微分方程。
 2.1.1系统微分方程的建立 解析法建立系统或元件微分方程的一般步骤是： ①根据实际工作情况，确
定系统和各元件的输入、输出量； ②将系统划分为若干环节，从输入端开始，按照信号的传递时序及
方向，根据各变量所遵循的物理、化学定律，列写出变化（运动）过程中的微分方程组； ③消去中间
变量，得到只包含输入、输出量的微分方程； ④最后一步为标准化工作，即将与输入有关的各项放在
等号的右侧，将与输出有关的各项放在等号的左侧，并按照降幂排列。
最后将系数化为具有一定物理意义的形式。
 下面通过一些例子来具体说明建立系统微分方程的步骤及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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