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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自动控制原理是电气、电子、信息、机械等相关学科的重要专业基础课程，也是相关专业硕士研究生
入学考试的必考内容。
为了帮助广大读者掌握电路课程的学习方法和解题思路，顺利通过研究生入学考试或大学期末考试，
在综合分析各大院校近年来出题特点的基础上编写了本书。
全书共分为9章，每章包括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主要是根据各高校的教学大纲、考试大纲等，对本章的重点和难点进行归纳，并进行简要解
析：第二部分主要是精选知名院校近年的考研真题，并进行详细解答；第三部分主要是精选知名院校
近年的本科期末考试真题，并进行详细解答：第四部分是精选典型题目，并进行详细解答。
本书具有如下特点：（1）所选题目均为知名院校近年的考研或期末考试真题，这些题目具有很高的
代表性。
通过这些真题及其详解，读者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判断和把握相关院校考研和大学期末考试的出题特点
、解题要求等。
（2）对所有考试真题均进行了详细解答。
了解历年真题不是目的，关键是通过真题解答掌握和理解相关知识点，本书不但精选了真题，同时还
对所有的真题进行了详细解答。
本书特别适合备战自动控制原理考研和大学期末考试的读者，对于参加相关专业同等学力考试、自学
考试、资格考试的考生，本书也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参与本书编写的人员主要有辛灵轩、陈志、董兵兵、许明波、孔丽娜、汤明旺、段辛云、段辛雷等。
在本书编写过程中，参考了很多考生的复习资料，不能一一核实其最终出处。
我们始终抱着一种严肃、认真的态度编写本书，力求内容准确、完整。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时间仓促，不妥之处在所难免，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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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分为9章，每章包括四部分：第一部分是重点与难点解析；第二部分是名校考研真题详解；第三
部分是名校期末考试真题详解；第四部分是典型题详解。
    本书所选题目均为知名院校近年的考研或期末考试真题，本书对所有真题均进行了详细解答。
通过这些真题及其详解，读者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了解和掌握相关院校考研、期末考试的出题特点和解
题方法。
    本书特别适合备战考研和大学期末考试的读者，对于参加相关专业同等学力考试、自学考试、资格
考试的考生本书也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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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将组成系统的元件按在系统中的职能划分，主要有以下几种：（1）给定元件：给出与期望输
出对应的输入量。
（2）比较元件：求输入量与反馈量的偏差，常采用集成运放实现。
（3）放大元件：由于偏差信号一般都较小，不足以驱动负载，故需要放大元件，包括电压放大及功
率放大。
（4）执行元件：直接推动被控对象，使输出量发生变化。
常用有：电动机、阀、液压马达等。
（5）测量元件：检测被控的物理量并转换为所需要的信号。
在控制系统中有用于速度检测的测速发电机、光电编码盘等；用于位置与角度检测的旋转变压器、自
整机等；用于电流检测的互感器及用于温度检测的热电偶等。
这些检测装置一般将被检测的物理量转换为相应的连续或离散的电压信号。
（6）校正元件：也叫补偿元件，是结构与参数便于调整的元件，以串联或反馈的方式联接在系统中
，完成所需的运算功能，以改善系统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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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自动控制原理:名校考研真题详解》：理工科考研辅导系列(电子信息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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