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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控制科学与技术在20世纪的人类科技进步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它对解决当今社会的许多挑战性问题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也提供了科学的思想方法论。
它为许多产业领域实现自动化奠定了理论基础，提供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先进的控制仪器及装备。
特别是数字计算机的广泛使用，为控制科学与技术开辟了更广泛的应用领域。
回顾近百年工程技术的发展，我们看到，20世纪的控制科学与技术是在实践的重大需求驱动下快速发
展的，它经历了若干重要的发展时期：20世纪初的Lyapunov稳定理论和PID控制律概念，20年代的反馈
放大器，30年代的Nyquist图与Bode图，40年代维纳的控制论，50年代的贝尔曼动态规划理论和庞特里
亚金极大值原理，60年代的卡尔曼滤波器、系统状态空间法、系统能控性和能观测性，70年代的自校
正控制和自适应控制，80年代针对系统不确定状况的鲁棒控制，90年代基于智能信息处理的智能控制
理论。
如今，控制论已经成为一门理论严谨、内容丰富、分支众多、发展迅速、应用广泛的学科领域。
线性控制系统理论是系统与控制科学领域的基础理论，它主要以线性系统为研究对象，经过近几十年
的发展，线性系统理论的发展已经相当成熟与完善。
线性系统理论的重要性在于它的基础性，其中的概念、方法、处理问题的思路和所获得的结论，对于
系统和控制理论的许多学科分支，诸如最优控制、鲁棒控制、非线性控制、随机控制、分布参数系统
和离散事件动态系统等，都具有重要的作用，因而成为学习和研究这些学科必不可少的基础知识。
目前，线性系统理论已成为国内外大学系统与控制科学方向各个专业的一门重要基础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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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阐述了系统与控制科学领域中最基础的线性控制系统理论与方法，主要讲述线性控制系统的时域
理论与方法，并从动态系统的建模、分析与综合三个方面系统地介绍了控制理论的基本概念和方法。
全书共8章，内容包括：动态系统的输入／输出模型、状态空间模型；线性系统的定量分析法（包括
经典控制理论）和线性系统的定性分析法（包括稳定性、能控性和能观测性）；线性系统的综合和控
制方法（包括稳定化法、极点配置法、解耦法、跟踪问题及观测器的理论和方法以及鲁棒控制）等。
    本书既可作为应用数学专业、信息与计算专业及自动化专业本科和研究生教材，也可作为控制工程
、系统工程专业研究生和科技工作者的参考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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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控制概念的关键是反馈，它的工程概念是指用一个机器或过程偏离所期望的运行状态的偏差来
推动一个装置，使机器或过程回到期望的状态。
控制概念的一般定义为：对于某个确定对象或过程，根据给定的目标或任务所采取的行为或决策。
控制系统是由相互关联和相互作用的若干组成部分按一定规律组合而成的具有特定功能的整体。
系统可具有完全不同的属性，如工程系统、生物系统、经济系统、社会系统等。
但是，在系统理论中，常常抽去具体系统的物理或社会含义而把它抽象化为一个一般意义下的系统加
以研究，这种处理方法有助于揭示系统的一般特性。
系统的概念具有相对性。
系统最基本的每个组成部分也可以是一个系统，而系统自身又可以是一个更大系统的组成部分。
系统最基本的特征是它的整体性，它的行为和性能是由其整体所决定的，系统可以具有其组成部分所
没有的功能，有着相同组成部分但它们的关联和作用关系不同的两个系统可呈现出很不相同的行为和
功能。
自然界有许多控制系统，如人体温度的调节是由于代谢发热和蒸发冷却的作用，血糖量的自动控制是
由于对抗的激素胰岛素和高血糖素的作用，人体运动的光学反馈等。
这些都是人体生理方面的例子。
还有许多工程控制系统，如自动化生产线、导航制导系统、人口控制系统、社会经济系统等。
可以说控制系统无处不在，遍布社会的方方面面。
在系统与控制理论中，我们将主要研究动态系统，通常也称其为动力学系统。
动态系统可用一组微分或差分方程来描述，并且可对系统的运动和各种性质给出严格的和定量的数学
描述。
当描述动态系统的数学方程具有线性属性时，称相应的系统为线性系统。
线性系统是一类最简单且研究得最多的动态系统，众所周知，线性系统满足叠加原理，使得它在数学
处理上非常简便，可以采用比较成熟的数学工具，如数学变换和线性代数来研究它的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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