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自动控制原理>>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自动控制原理>>

13位ISBN编号：9787118082944

10位ISBN编号：7118082945

出版时间：2012-8

出版时间：刘胜 国防工业出版社  (2012-08出版)

作者：刘胜 编

页数：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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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动控制原理>>

内容概要

　　《自动控制原理》全面系统地介绍自动控制理论经典部分的基本分析、设计方法及应用，重点加
强了对基本理论及其工程应用的阐述。
全书共分9章，深入浅出地介绍了自动控制的基本概念，控制系统在时域和复域中的数学模型及其结
构图和信号流图；比较全面地阐述了线性控制系统的时域分析法、复域根轨迹法、频域分析法及校正
与设计等方法；详细讨论了线性离散系统的基础理论、数学模型、稳定性及稳态误差、动态性能分析
以及数字校正等问题；在非线性控制系统分析方面，探讨了相平面法和描述函数法等非线性系统的基
本分析方法。
并以船舶航向控制系统、船舶横摇减摇鳍控制系统、船载稳定平台控制系统为主要研究对象贯穿全书
。
　　全书内容取材新颖，阐述深入浅出，理论分析紧密联系工程应用，凸显船海工程领域特色。
各章均附有丰富的例题和习题。
　　《自动控制原理》可作为高等工科院校自动化、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探测制导与控制技术、测
控技术与仪器、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船舶与海洋工程、通信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电子信
息工程等专业的本科生教材，也可供相关专业的研究生或从事自动化类的各专业工程技术人员做参考
书，特别适合于面向船舶自动化方向的本科生和从事船舶自动化领域研究的研究生及工程技术人员学
习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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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2.信号流图的性质 1）支路相当于乘法器 支路终点信号等于始点信号乘以支路传递
函数。
 例如，代数方程x2=ax1可以表示为图3.43所示信号流图。
 2）节点表示系统的变量 一般，节点自左向右顺序设置，每个节点标志的变量是所有流向该节点的信
号之代数和，即节点可以把所有输入支路的信号叠加，并把和信号等同地送到所有输出支路。
其值均为所有输入信号乘以各自的支路传输之和。
 例如，x4=a1x1+a2x2+a3x3可以表示为图3.44所示信号流图。
 3）信号在支路上只能沿箭头单向传递 信号在支路上传递时只有前因后果的因果关系。
虽然代成x1=1/ax2，但在系统中当Xl作为输入，x2作为输出时，信号流图就不能画成图3.45所示的形式
。
 4）对于给定的系统，节点变量的设置是任意的，因此信号流图不是唯一的 用信号流图的方法求系统
的传递函数时，可以不对信号流图进行等效化简，而利用梅森增益公式直接求解。
对于复杂的系统来说，这比通过结构图化简求解系统的传递函数更方便。
信号流图起源于梅森利用图示法来描述一个或一组线性代数方程式，它只适用于线性系统，而结构图
还可使用于非线性系统。
 3.信号流图的绘制 信号流图可以根据系统微分方程绘制，也可以由系统结构图按照对应关系得到。
 1）由系统微分方程绘制信号流图。
 任何线性数学方程都可以用信号流图表示，但含有微分或积分的线性方程，一般应通过拉普拉斯变换
，将微分方程或积分方程变换为s的代数方程后再画信号流图。
绘制信号流图时，首先要对系统的每个变量制定一个节点，并按照系统中变量的因果关系，从左向右
顺序排列。
然后，再将各变量用相应增益的支路连接，并标明各支路增益，从而可得到系统的信号流图。
 例3.14 试绘制图3.46所示RC无源网络的信号流图。
设初始电压为u1（0）。
 分析：在前面研究传递函数时，都是假设零初始条件，而系统的结构图也是建立在传递函数基础上的
，因此也假设零初始条件。
但是，信号流图起源于梅森利用图示法来描述一个或一组线性代数方程式，因此不需要零初始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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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自动控制原理》可作为高等工科院校自动化、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探测制导与控制技术、测控技
术与仪器、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船舶与海洋工程、通信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电子信息工
程等专业的本科生教材，也可供相关专业的研究生或从事自动化类的各专业工程技术人员做参考书，
特别适合于面向船舶自动化方向的本科生和从事船舶自动化领域研究的研究生及工程技术人员学习使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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