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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自动化学科有着光荣的历史和重要的地位，20世纪50年代我国政府就十分重视自动化学科的发展
和自动化专业人才的培养。
五十多年来，自动化科学技术在众多领域发挥了重大作用，如航空、航天等，“两弹一星”的伟大工
程就包含了许多自动化科学技术的成果。
自动化科学技术也改变了我国王业整体的面貌，不论是石油化工、电力、钢铁，还是轻王、建材、医
药等领域都要用到自动化手段，在国防王业中自动化的作用更是巨大的。
现在，世界上有很多非常活跃的领域都离不开自动化技术，比如机器人、月球车等。
另外，自动化学科对一些交叉学科的发展同样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例如网络控制、量子控制、流
媒体控制、生物信息学、系统生物学等学科就是在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的影响下得到不断的发展
。
在整个世界已经进入信息时代的背景下，中国要完成工业化的任务还很重，或者说我们正处在后工业
化的阶段。
因此，国家提出走新型工业化的道路和“信息化带动王业化，工业化促进信息化”的科学发展观，这
对自动化科学技术的发展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战略机遇。
　　机遇难得，人才更难得。
要发展自动化学科，人才是基础、是关键。
高等学校是人才培养的基地，或者说人才培养是高等学校的根本。
作为高等学校的领导和教师始终要把人才培养放在第一位，具体对自动化系或自动化学院的领导和教
师来说，要时刻想着为国家关键行业和战线培养和输送优秀的自动化技术人才。
　　影响人才培养的因素很多，涉及教学改革的方方面面，包括如何拓宽专业口径、优化教学计划、
增强教学柔性、强化通识教育、提高知识起点、降低专业重心、加强基础知识、强调专业实践等，其
中构建融会贯通、紧密配合、有机联系的课程体系，编写有利于促进学生个性发展、培养学生创新能
力的教材尤为重要。
清华大学吴澄院士领导的《全国高等学校自动化专业系列教材》编审委员会，根据自动化学科对自动
化技术人才素质与能力的需求，充分吸取国外自动化教材的优势与特点，在全国范围内，以招标方式
，组织编写了这套自动化专业系列教材，这对推动高等学校自动化专业发展与人才培养具有重要的意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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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由三大部分组成，包括控制论的基本概念篇、控制论的基本方法篇和控制论的应用分支篇。
基本概念篇由绪论和基本概念二章组成，基本方法篇由经典控制理论与方法、非线性系统控制方法、
现代控制理论与方法、人工智能方法与技术、智能控制方法五章组成，应用分支篇由工程控制、生物
控制、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及农业控制以及机器人与智能系统四章组成。
在内容上侧重于控制论中概念、思想、知识、方法的介绍，而不拘泥于理论上过多的严格论证，同时
注意从“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的角度结合当前网络化的特点进行选材。
    本书可以作为工、农、林、商、医、经济、管理及军事等学科非自动化类专业的高年级学生或研究
生教材，同时可以作为国家公务员、行政干部、企业及事业单位管理者普及控制论思想和推广应用的
入门书籍，也可供广大控制工程技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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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3.局部自动化时期（20世纪40—50年代）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为了防空火力控制系统和
飞机自动导航系统等军事技术问题，各国科学家设计出各种精密的自动调节装置，开创了系统和控制
这一新的科学领域。
　　（1）经典控制理论的形成和发展。
在前述代数稳定判据和传递函数、依据频率响应的频率法判据的基础上加上美国电信工程师w.埃文斯
（Evans）（1948年）的根迹法，奠定了适用于单变量控制问题的经典控制理论的基础。
频率法（或称频域法）成为分析和设计线性自动控制系统的主要方法。
早期，反馈控制系统统称为自动调节系统，后称为自动控制系统。
因此，调节器现在也统称为控制器（controncr）。
　　1945年，美国数学家N.维纳等几位科学家将控制系统中的反馈、通信等概念推广到生物等系统。
1948年他出版了名著《控制论》（Cybetnetics）一书，为控制论奠定了基础，并震动了全球的科学界
。
1954年，中国科学家钱学森（图l一4）全面地总结和提高了控制论在工程系统上应用的理论，旅美期
间出版了用英语书写的、在世界上很有影响的《工程控制论》（EngineeringCybernetics）一书，并为控
制论开辟一个新分支。
　　（2）局部自动化的广泛应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工业上已广泛应用PID调节器（比例积分微
分调节器），并用模拟电子计算机来设计自动控制系统。
当时在工业上实现局部自动化，即单个过程或单个机器的自动化。
在20世纪30－50年代先后出现了统一信号的、通用的、标准的气动单元组合仪表和电动单元组合仪表
。
中国也有国产气动单元组合仪表QDZ型和电动单元组合仪表DDZ型，在国内使用很广。
图1－5所示为国产电动单元组合仪表DDZⅢ型的照片。
　　（3）电子数字计算机的发明。
1943一1946年，美国研制成世界上第一台基于电子管的电子数字计算机——电子数字积分和自动计算
器（ENI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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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可以作为工、农、林、商、医、经济、管理及军事等学科非自动化类专业的高年级学生或研究生
教材，同时可以作为国家公务员、行政干部、企业及事业单位管理者普及控制论思想和推广应用的入
门书籍，也可供广大控制工程技术人员参考。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控制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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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