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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信号与系统”和“自动控制原理”同属本科电子电气（EE）类各专业的重要基础理论课。
在当前“厚基础、薄专业”的教育改革趋势下，教育部已把这两门课程同时列为自动化、电气工程及
其自动化、通信工程、测控技术与仪器、电子信息工程等专业的主干课程。
由于历史的原因，此前“信号与系统”和“自动控制原理”这两门密切相关的课程一直处于割裂状态
，各按各的课程体系授课，因此极易造成“单科学时不够、整体学时浪费、知识重复、教学效果不理
想”的状况。
我们在多年教学实践中，深深感受到这种割裂状态带来的许多弊端。
除系统校正和非线性部分外，“自动控制原理”现行教材中的大部分内容与“信号与系统”相似。
因此，只有将“自动控制原理”纳入“信号与系统”系列课的范畴，并且按这种观点组织这两门课程
的教学，才能符合系统工程的实际需求。
由于以往没有这样处理，致使“自动控制原理”课程在基本概念的介绍上给人以不系统、不全面、不
准确和脱离实际的冗繁感觉，并且缺少对非因果系统、卷积以及频谱的研究，虽然这些内容可以在“
信号与系统”课程中得以补充和纠正，但两门课程对相同概念的介绍存在差异，尤其是“自动控制原
理”课程的教师往往对“信号与系统”中的相同概念（如频率特』生、传递函数、z变换、序列的频谱
、滤波等）缺乏了解，这就势必导致两门课程在讲授时出现差异，从而引起学生的困惑。
在“信号与系统”课程的现行教材中，侧重点是几种变换域的分析与数学运算，而对于系统动态性能
的分析则介绍很少，欠缺工程应用的思想，不注重系统结构图、BOde图的介绍，缺少反馈控制和非线
性系统等内容，给人以不完整的感觉，使学生获得的“信号”、“系统”与“控制理论”知识体系不
够完善。
如果将“信号与系统”和“自动控制原理”课程合并，必然会加强信号、系统与实际的联系，有利于
培养学生的实际工程观念。
编著本书的初衷，便是为了克服以往“信号与系统”和“自动控制原理”两门课程分开授课的弊端，
尽量避免知识重复的现象，达到节省理论课时、充实学生自主学习空间、增强教学效果、明显提高教
学质量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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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在现有“信号与系统”和“自动控制原理”类教材的基础上，把“信号”、“系统”与“控制理
论”有机地结合起来，突出了知识结构的系统性、完整性和科学性，注重理论叙述的深入浅出与通俗
易懂，既能节省理论课时，又有利于教学质量的提高。
        本书分为上、中、下三篇。
上篇（1～4章）介绍信号、系统和控制的基础知识；中篇（5～9章）介绍信号与系统控制的时域、频
域和复频域分析法——先讲连续与离散信号的分析，再讲连续与离散系统的分析，以增强条理性、连
续性并避免重复；下篇（10、11章）突出了状态空间分析法的重点和系统的综合问题。
全书为读者准备了选择学习的足够空间，考虑到不同专业对“信号分析”和“系统分析”两方面要求
的差异，主讲教师可按不同专业的实际需求与课时限制，少讲或不讲本书的某些章节。
    本书分上、下两册出版，上册包括1～7章，下册包括8～11章。
本书可同时作为“信号与系统”和“自动控制原理”课程的教材或参考书，总参考学时为120～140学
时，可供普通高等院校电子电气类的自动化、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通信工程、电子信息工程、测控
技术与仪器、机械、动力、冶金等专业使用，也可供从事电子电气类各专业工作的工程技术人员自学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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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8.3 串联校正装置的频域设计校正装置的频域设计，是一种利用系统的开环Bode图而进行的间接
设计方法。
因为系统对时域性能指标的直接要求可以归结为对系统开环频率特性的要求，所以，校正装置的频域
设计实质上是通过校正装置来改变系统开环Bode图的形状，使系统具有期望的频率特性，即：（1）
低频段的增益足够大，能满足稳态误差的要求；（2）中频段的对数幅频特性具有一20dB／dec-斜率，
并占据足够宽的频带，以满足稳定裕度与动态指标的要求；（3）高频段的斜率在－40dB／dec以上，
以尽快削减高频干扰的不利影响。
虽然Bode图不能严格定量给出系统的动态性能，但是却能简便地根据频域指标确定校正装置的参数。
因此，与其他的校正设计方法相比，频域设计方法的应用更为简捷、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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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信号、系统与控制理论(套装上下册)》是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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