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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南京工业大学（原南京化工大学与南京建筑工程学院）自1960年起开始编写“化工仪表及自动化
”课程讲义并开课，是国内最早开设该课程的高校之一；中国药科大学自20世纪80年代起开设该门课
程。
几十年来，为适应自动化技术的发展，我们多次修订教材和实验指导书。
1980年南京化工大学与北京化工大学等高校联合编写了全国通用教材《化工仪表及自动化》，该教材
由化学工业出版社出版，在近20年中被全国许多高校广泛采用。
2001年我们编写出版了《过程控制：系统·仪表·装置》，2006年，又重新修订该教材，以《过程控
制》书名出版。
九年来，该教材为许多学校所采用，受到好评，同时大家也提出很多宝贵的改进意见。
因此，根据教学需要我们决定修订再版本教材。
　　21世纪，自动化与信息技术的日新月异使得过程自动化领域已经发生了重大变革。
与此同时，我国高等教育正开始从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过渡，高校学生人数迅猛增加，高校各类专业
需要开设该课程的学生人数大增，对教材的期望与要求各有不同，需要有多种风格与特色的教材供老
师与学生选择。
多种教材的出现，也有利于教学经验的交流和教学水平的提高。
本教材在编写中考虑到两类学生的需要：①工科非自动化专业学生。
目前各行各业的自动化程度越来越高，它已经成为工科各专业必须面对的重要课题。
②电气信息类各专业中非过程自动化方向的学生。
自动化学科类课程众多，由于总学时所限，这部分学生只能选修过程控制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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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过程控制（第3版）》由三篇组成，第一篇 是控制系统，包括控制系统概述、控制系统分析、
简单控制系统、复杂控制系统、先进控制系统和典型过程单元控制系统等六章；第二篇 是过程控制仪
表，包括检测元件及变送器、调节器和执行器等三章；第三篇 是计算机控制，包括过程计算机控制系
统、集散控制系统、可编程控制器和现场总线控制技术与工业以太网等四章，各部分均附有例题与习
题，最后还附有综合测试卷。
　　本教材适用于石油、化工、制药、冶金、电力、材料、食品和轻工等工艺类和设备制造类本专科
专业学生，电气信息类非过程自动化方向学生，自学考试同类专业学生，也可以供各类工程技术人员
作为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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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化工、制药、冶金、电力、轻工、食品、建筑等领域中有大量的过程控制对象，它们往往是一个
复杂过程系统，由许多不同的单元所组成。
　　过程单元按其物理和化学变化及加工方式来分，主要有动量传递过程、热量传递过程、质量传递
过程和化学反应过程。
过程单元在生产过程中有其独立的设备，各单元设备的生产操作又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
因此，在确定控制方案时，应有整体的概念，首先了解工艺，摸清情况，从实际出发。
工艺上的合理性是控制方案得以成立的先决条件。
通过对工艺的分析，了解控制要求、对象特性、干扰情况、约束条件，选择适合的操作变量，确定适
合于对象静态和动态特性的控制方案。
　　过程单元的操作设备种类繁多，控制方案也因不同对象而异。
本章以一些典型的过程单元为例进行讨论。
有关单元设备的原理、特性和结构，参见相关课程。
本章仅就其工艺特性作一些简单回顾，着重根据对象特性和控制要求，分析典型过程操作单元中具有
代表性的设备的控制方案。
　　液体、气体和粉体等物料常常是在连续流动状态下，进行传热、传质或化学反应等过程的。
为使物料便于输送和控制，多数物料是以气态或液态方式在管道内流动。
如果是固态物流，有时也进行流态化。
流体的输送是一个动量传递过程，流体在管道内流动，从泵或压缩机等输送设备获得能量，以克服流
动阻力。
输送液体并提高其压头的设备是泵，输送气体并提高其压头的设备是压缩机。
此外，在工业生产上送风机、鼓风机也可用于压头要求较低的气体输送。
　　泵按作用原理可以分为离心泵、往复泵和旋转泵。
其中离心泵在化工装置中使用最多；压缩机按作用原理也可分为：速度式压缩机（如离心式压缩机和
轴流式压缩机）、往复式压缩机和旋转式压缩机（如螺杆压缩机、水环压缩机）。
往复式、旋转式的泵和压缩机均是正位移形式的容积泵和压缩机，它的排出流量是固定的容积。
　　流体输送设备在生产过程中的主要任务是克服设备和管道阻力来输送流体，根据化工过程的要求
提高流体的压头和在制冷装置中压缩气体。
流体输送设备的自动控制就是确保上述任务的完成，即保证工艺流程中所要求的稳定流量和压力，同
时确保机泵的安全稳定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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