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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仿真应用为中心，系统、详细地讲述了过程控制系统的仿真，并结合MATLAB/Simulink仿真工
具的应用，通过大量经典的仿真实例，全面讲述过程控制系统的结构、原理、设计和参数整定等知识
。
全书分为基础篇、实战篇和综合篇。
基础篇包括过程控制及仿真概述、MATLAB计算与仿真基础、Simulink仿真基础、Simulink高级仿真技
术，以及过程控制系统建模；实战篇包括PID控制、串级控制、比值控制、前馈控制、纯滞后和解耦
控制系统；综合篇包括典型工业过程仿真实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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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5.3.1过程建模法分类 从控制的角度来看，过程的静态数学模型是系统方案和控制算
法设计的重要基础之一，然而，在不少情况下，必须同时掌握过程的动态特性，把静态模型和动态模
型结合起来。
 建立模型的方法可分为机理建模方法和测试建模方法，下面分别进行阐述。
 1.机理法 用机理法建模就是根据过程的内在机理，写出各种有关的平衡方程，例如物质平衡方程、能
量平衡方程、动量平衡方程、相平衡方程，以及反映流体流动、传热、传质、化学反应等基本规律的
运动方程、物性参数方程和某些设备的特性方程等，从中获得所需的数学模型。
 机理法建模也称为过程动态学方法，它的特点是把研究的过程视为一个透明的匣子，因此建立的模型
也称为“白箱模型”。
 机理法建模的主要步骤如下： （1）根据过程的内在机理，写出各种有关的平衡方程； （2）消去中
间变量，建立状态变量、控制变量和输出变量之间的关系： （3）在工作点附近对方程进行增量化，
建立增量化方程： （4）在工作点处进行线性化处理，简化过程特征： （5）列出状态方程和输出方程
。
 机理法建模的首要条件是过程的先验知识，并且对过程进行比较确切的数学描述。
用机理法建模时，有时也会出现模型中有某些参数难以确定的情况，这时可用实验数据或实测工业数
据来确定这些参数。
 2.测试法 测试法建模通常只用于建立输入输出模型。
它是根据过程的输入和输出的实测数据进行某种数学运算后得到的模型，其主要特点是把被研究的过
程视为一个黑匣子，完全从外特性上描述它的动态性质，也称为“黑箱模型”。
复杂过程一般都采用测试法建模。
测试建模法又可分为经典辨识法和系统辨识法两大类。
 （1）经典辨识法 不考虑测试数据中偶然性误差的影响，只需对少量的测试数据进行比较简单的数学
处理，计算工作量一般较小。
经典辨识法包括时域法、频域法和相关分析法。
 采用经典辨识法，直接获得的是非参数模型，一般是以时间或频率为自变量的实验曲线或数据集。
用阶跃函数、脉冲函数、正弦波函数或是随机函数作用于过程，直接得到的是阶跃响应、脉冲Ⅱ向应
、频率响应、相关函数或谱密度，它们都是图形或数据集。
 对本类方法的对象，只需做出线性假定，并不需要事先确定模型的具体结构，因而本类方法适用范围
广，工程上获得了广泛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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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高等院校电子信息类教材:MATLAB/Simulink与过程控制系统仿真(修订版)》包含精讲了丰富大量的
仿真实例，仿真步骤清晰，读者能快速上手，扎实掌握。
根据读者的需求和软件的升级，我们结合MATLAB软件的最新版本，对全书的内容进行了完善与优化
，使之更加适合读者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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