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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教材是作者在重庆邮电大学自动化学院多年从事教学、科研的基础上，经多次试用，反复修改提高
而成。
本教材将有关教学和科研成果加以总结提高，并吸收了近年来本学科发展的理论、方法和技术，注重
运用CDIO工程教育理念，立足培养实际动手能力、综合应用能力、创新思维能力。
本教材注重知识内容的系统性、先进性与实践性，强调课程教学与社会需求的无缝连接、授人以“渔
”。
既注重对学生基础知识的培养，也注意让学生了解本课程的最新技术发展动态；既注重理论知识的系
统性、实用性，也强调实践内容的应用性、工程性。
为此，教材中大量选用了取自于作者所在团队的最新科技成果、指导学生参加科技竞赛的国家级获奖
作品、用于学生实践的中药萃取多总线集成控制系统工程实训项目作为实例。
本教材共分7章，各章节介绍如下第1章是绪论，主要介绍计算机控制的基本概念、发展历程与趋势、
计算机控制技术的知识体系结构。
第2章是计算机控制的数学基础，主要包括采样与保持的原理与基本概念、物理意义，开环脉冲传递
函数、闭环脉冲传递函数的基本概念与计算方法以及采样系统的动态分析方法及其稳定性条件。
第3章主要讨论计算机控制系统的常规设计方法，包括模拟控制器的离散化方法，数字PID控制器、最
少拍控制系统及各种改进算法、达林算法等，重点介绍计算机控制中的控制方法与软件。
4章主要探讨高级数字控制器的分析与设计方法，包括数字控制器状态变量分析理论基础、控制系统
的能控性与能观测性、状态反馈极点配置控制系统的设计方法、状态观测器的设计方法和具有状态观
测器的控制系统设计等内容。
第5章重点介绍计算机控制中的数据输入输出通道接口技术，包括数据输入输出通道的组成与功能、
多路开关及采样保持器、开关量输出通道设计、开关量输入通道设计、模拟量输出通道设计、模拟量
输入通道设计、人机交互接口设计等内容。
介绍的数据输入输出通道接口可直接作为学生的实验开发项目。
第6章结合计算机控制技术的结构网络化、控制分散化、节点智能化、系统集成化发展趋势，介绍了
集散控制系统、主要现场总线与工业以太网的基本内容。
素材均来自作者参加IEC SC／65C相关标准和EPA标准制定的成果，以及重庆邮电大学实训中心的工程
实训系统。
第7章重点是以实际例子说明计算机控制系统的设计方法与实现技术。
其中多通道温度采集系统重点介绍基于ARM单片机的数据通道接口与人机交互接口设计方法与实现技
术；智能小车控制系统重点介绍多传感器数据通道接口、多执行机构控制数据通道接口及PID控制的
设计方法与实现技术；中药萃取控制系统重点介绍多总线集成的网络化控制系统设计方法与实现技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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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计算机控制技术及应用》通过总结作者的科研成果和吸收国内外的先进理论、方法和技术，以
计算机控制系统的网络化、开放化、智能化和集成化发展趋势为主线索，主要介绍计算机控制系统的
基本概念和计算机控制系统的典型形式，计算机控制系统的数学描述与基本分析方法，以及数字PID
控制器、最少拍控制系统、达林算法、状态变量设计法等设计方法及其各种改进算法。
重点突出计算机控制系统输入输出通道接口的设计方法和典型控制系统的设计案例与实现方法等。
《计算机控制技术及应用》注重运用CDIO工程教育理念，立足培养实际动手能力、综合应用能力、
创新思维能力。
每章均附有精选的习题。
　　《计算机控制技术及应用》配有免费电子课件，欢迎选用《计算机控制技术及应用》作教材的老
师登录索取。
　　《计算机控制技术及应用》可作为普通高等院校控制科学类、电子信息类、电气工程类、仪器仪
表类、机械电子类及其相关专业的本科生、研究生及教师的教科书和教学参考书，也可作为广大科技
工作者和工程技术人员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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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不同类型的两部分是由A／D和D／A连接，以保证信息的畅通。
图2-2所示的系统若从A-B两端向下看，（包括A／D，计算机，D／A）可以看成一个连续部分。
而从A'-B'两端向上看，则可将A／D、被控对象、D／A等效为一个离散系统。
由于这两种不同理解，因此在设计方法上就可以分为模拟化设计方法和离散化设计方法。
由此可见，计算机控制系统的描述方法可分为：一是将连续的被控对象离散化，等效为一个离散系统
数学模型，然后在离散系统的范畴内分析整个闭环系统；二是将数字控制器等效为一个连续环节，然
后采用连续系统的方法来分析与设计整个控制系统。
一般来说，前一种方法使用较为普遍。
本章即根据前一种方法，介绍计算机控制系统数学描述的建立过程。
至于后一种方法可参考连续系统控制理论的建立过程。
从严格意义上讲，离散控制、采样控制、数字控制的含义并不完全相同。
离散控制处理的是离散信号，采样控制处理的是采样信号，数字控制处理的是数字信号。
所谓离散控制是指系统中有一处或几处信号是一串脉冲信号或数码，这些信号仅在离散瞬时上有值，
这样的系统称为离散系统。
把控制系统中的离散信号是脉冲序列形式的离散系统，称为采样控制系统或脉冲控制系统。
而把那些幅值被整量化的离散信号或数字序列形式的离散系统称为数字控制系统或计算机控制系统。
2.2 信号的采样与保持前面已经讲过，计算机系统要把连续变化的量变成离散量后再进行处理。
因此，计算机系统被称为离散系统，亦称采样数据系统。
这种离散系统与连续系统的区别仅仅在于离散系统的信号是以采样数据为主要形式，而连续系统则是
连续信号。
2.2.1 信号的分类模拟控制处理的是连续信号，它是连续时间变量t的函数，除个别间断点外，这些信号
的波形是光滑的曲线，如图2-3a所示。
这一类信号称为模拟信号（analog signal），大多数客观存在的信号都是属于这一类信号。
还有一类信号（如电报信号等），显然它的时间取值是连续的，但它的幅度却只限于有限个数值，这
一类信号称为量化信号（quantized signal），如图2.3b所示。
以上两类信号都是连续时间信号。
离散时间信号（简称离散信号，discretesignal）则与连续时间信号不同，它仅在一系列离散的时刻才有
意义，因此它是离散时间变量tk的函数，如图2-3c所示的离散信号只在t1、t2、t3⋯时刻有定义，在t1
和t2和t3⋯之间则没有定义。
如果离散时间信号不仅时间取值是离散的，而且在幅度上又是量化的，则称为数字信号（digital signal
），如图2-3d所示。
在数字通信和计算机中传输和处理的信号就是数字信号。
今后所讨论的离散信号，可以是数字信号，也可以不是，它们在分析方法上并无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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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控制技术及应用》：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电气信息类规划教材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计算机控制技术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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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