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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近些年来，计算机控制技术在工业生产及其它相关领域的应用得到了飞速的发展。
计算机控制技术的相关知识不仅是电气信息类专业学生知识结构的最主要部分之一，同时已经成为工
科各专业学生常用的必备知识。
为了能够更好地完成计算机控制技术类课程的教学任务，在总结作者多年来教学和科研经验的基础上
，吸取了作者以前出版相关教材的经验，参考教育部高等学校自动化专业教学指导分委员会制定的“
高等学校本科自动化指导性专业规范”中对三种类型（研究主导型、工程研究应用型和应用技术主导
型）自动化专业知识领域的基本要求，编写了本教材。
该课程的教学可以由各校教师根据教学大纲的要求在50－70学时调整实施。
本教材内容围绕着计算机闭环数字控制系统这一主线，以计算机控制系统的硬件结构和软件算法为核
心，由浅人深地对相关基本理论和应用加以阐述。
作者力求将复杂的技术问题按照读者容易理解的方式叙述出来。
书中注重理论和实际应用的结合，在强调工程应用的基础上适当减少总篇幅，充实和扩展了一些现代
工业控制应用中的新方法和新理论，注意加强解决工程实际问题基本方法的介绍。
教材编写中参考了许多学校的教学大纲，注意到了本课程与其它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在内容上的分工
和交叉，内容注意系统性和层次划分，在有利于教师对不同层次和专业授课的灵活取材的同时也有利
于读者自学或作为参考书。
使用本教材教学时要求的先行课为“自动控制理论”、“微机原理与接口技术”等。
后续或平行的限选和任选课程可以有“控制系统数字仿真”、“过程控制系统”、“可编程控制器原
理”、“现场总线控制系统”和“集散控制系统”等。
本教材第一章由汤楠和穆向阳老师共同编写，第二章由程为彬老师编写，第三章由高炜欣老师编写，
第四章由穆向阳老师编写，第五章由霍爱清老师编写，第六章由霍爱清和汪跃龙老师共同编写，第七
章由汤楠老师编写，第八章由汪跃龙老师编写，最后由汤楠、穆向阳老师统稿。
在本教材的编写过程中，得到了许多同事和同行的关心和帮助，在此表示真诚的感谢。
另外，由于作者水平所限，书中难免存在缺点和不足之处，殷切希望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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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计算机控制技术与控制理论有机结合为基础，围绕着计算机闭环数字控制系统这一主线，
由浅入深地对计算机控制技术的有关基本理论和应用加以阐述。
本书的主要特点是注意加强解决工程实际问题基本方法的介绍；注重理论和实际应用的结合；增加应
用实例；结合典型控制系统，介绍和论述计算机控制系统的原理、分析设计方法和应用技术。
 　　本书主要介绍计算机控制系统的输入输出通道技术、数字控制器的设计、计算机控制系统的设计
与实现。
书中注意本科阶段“计算机控制技术”课程与其它专业基础课程和专业课程的交叉重复部分的处理；
充实和扩展了一些现代工业控制应用中的新方法和新理论；适当考虑了计算机辅助设计和分析的相关
内容；注意系统性和层次划分，使其在有利于教师对不同层次学生授课的灵活取材的同时也有利于读
者自学。
　　本书可作为普通高等院校自动化、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计算机应用、电子信息工程等专业及其
相关专业的本科生或研究生的教科书或教学参考书，也可作为广大科技工作者和工程技术人员的参考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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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计算机控制技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末开始用于军事领域。
20世纪50年代初开始在工业生产的自动测量和数据处理系统中得到应用。
1959年在美国德克萨斯州的波特阿瑟（PortArthur）炼油厂实现了聚合装置的以数据处理和操作指导为
主要内容的计算机监控，开创了工业计算机控制的新时代。
尽管其后也有一些应用的例子，但由于当时的计算机本身存在价格昂贵和可靠性差等缺陷，这一时期
基本上是计算机控制的试验期。
1962年，英国的帝国化学工业公司（ICI）运用电子计算机代替原有的模拟控制系统，实现了对200多
个变量的数据检测和100多个执行器的控制，构成了被称为直接数字控制（DDC）的计算机控制系统
，标志着计算机在工业过程控制中进入了实用阶段。
随着微电子技术的发展，计算机经历了从大型机到小型机，再到微型机的发展过程，使计算机控制应
用不断普及，进入到了真正的实用阶段。
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计算机技术的日新月异以及与先进控制技术相结合使计算机控制技术深入到
了人类社会的各个领域，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高速发展时期。
20世纪70年代出现的集散控制系统（DCS）和可编程序控制器（PLC），是计算机工业控制系统走向
柔性化、网络化、集散化和递阶化的开端。
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现场总线控制系统（FCS）开创了“现场总线仪表一工作站”的控制结构模式，
使计算机控制系统做到了彻底分散，更加提高了系统的可靠性。
另一方面，随着个人计算机和单片机的发展，基于PC机的工业控制计算机（IPC）也得到了广泛的应
用。
上世纪末期发展起来的单片机及嵌入式系统等以其价格低和体积小的优势，使智能仪器和智能仪表在
控制场合中的应用也越来越广。
现代工业生产规模的日益复杂化和大型化趋势，对控制计算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计算机不仅要完成面向过程的控制和优化任务，还要在获取生产过程各种信息的基础上进行这个过程
的信息综合和优化调度，完成生产、经营管理和其它综合管理工作。
这种集企业的管理、监督与控制为一体的计算机综合自动化系统被称为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CIMS）
或计算机集成过程系统（CIPS）。
此外，监督控制与数据采集系统（SCADA）、可编程自动化控制器（PAC）和无线传感器网络（WSN
）等各种控制系统也为计算机控制方法提供了新的应用领域。
计算机控制系统中的数据处理和控制决策运算工作都是由软件完成的，因此也就为各种复杂的、先进
的和智能的算法的应用和实现提供了可能。
预测控制、模糊控制、鲁棒控制、智能控制、自适应控制、软测量等等应用于工业生产过程并取得了
明显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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