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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控制仪表及控制系统》

前言

本书是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本书第1版问世以来，深受广大读者和兄弟院校师
生的厚爱，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和建设性的建议。在综合考虑这些意见和建议的基础上作了修订。本
书以被控过程的特性、检测变送器、过程控制仪表、过程控制系统的设计和分析为主线展开论述。系
统地阐述了各种过程控制系统的基本原理、结构、特点和应用。围绕着中心内容，在不影响本书系统
性的前提下，对第1版教材中部分理论性过强、数学推导繁琐、学生不易接受和生产实际中极少应用
的内容进行了缩编、删节或用小号字体排版。本书由浅入深，重点突出，语言简明扼要，通俗易懂。
本书除了介绍目前仍广泛应用的DDz．Ⅲ变送器、控制仪表和传统的仪表控制系统外，还结合自动控
制技术的发展趋势，对微型化和智能化变送器、计算机集散控制系统和现场总线控制系统进行了系统
的、深入的分析和论述，紧跟本学科的发展前沿。书中有大量的过程控制系统实例分析，通过对应用
实例的分析，举一反三，引导学生正确理解和应用新理论、新知识、新技术和新方法去解决生产实际
中遇到的问题，提高学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理论联系实际，重在能力培养，适合应用型、创新
型人才培养。本书适用48学时（其中，理论教学40学时，实验教学8学时）的教学。若删节部分内容，
并不影响本书的系统性和结构，亦适用36学时（其中，理论教学32学时，实验教学4学时）的教学。书
中打*章节可根据各校情况选讲。上述建议仅供参考。本书由广东工业大学华立学院林德杰任主编，
并编写第1、2章；广东工业大学自动化学院李学聪编写第3章；广东工业大学华立学院王赘编写第4章
；广东工业大学自动化学院曾珞亚编写第5章；广东工业大学华立学院黄淑芬编写第6、7章；广东工业
大学自动化学院廉迎战编写第8、9章，并任副主编。广东工业大学符曦教授和华南理工大学毛宗源教
授审阅了全稿，并担任主审。广东工业大学华立学院副院长邓则名教授和华南理工大学梁佑彬高级工
程师参审。专家、教授们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和建议，对提高本书的质量起了重要作用。广东工业大
学华立学院詹业宏常务副院长和学院领导对本书的编写给予了大力支持。在此，对各位专家、教授和
领导表示衷心感谢。本书的编写参考了大量文献和资料，在此对有关单位和作者一并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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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过程控制仪表及控制系统(第2版)》以过程的特性、检测变送器、过程控制仪表、过程控制系统的没
计和分析为主线展开论述。除了介绍目前仍在应用的DDZ_Ⅲ变送器、过和趋势，引入了新的内容，
对微型化和智能化变送器、统和现场总线自动控制系统进行了系统和深人的论述和分析。
《过程控制仪表及控制系统(第2版)》有大量的过程控制系统的实例分析。
《过程控制仪表及控制系统(第2版)》可作为高校自动化、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化学工程、环境工程
、食品科学与工程、工业工程等专业本科教材，亦可作为相关专业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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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3．显示及键盘单元显示部分负责以数字方式显示各种被测量、参数设置及仪表工作状态等信
息。而仪表工作所需的各种设定（如仪表的量程、报警上、下限值以及各种功能的选择等）和必要的
命令则主要由键盘完成。4．打印单元全数字式显示记录仪表的所有记录、数据输出以及报警信息等
完全由打印机单元实现。目前研究和开发的数字式显示记录仪表一般都配有与计算机通信接口，以便
将显示记录仪记录的参数的相关数据信息传送到计算机中作进一步的处理和分析。5．3．3数字模拟混
合显示记录仪表如前所述，模拟显示记录仪表和全数字式显示记录仪表各有优缺点，数字模拟混合显
示仪表既综合了上述两者优点又避免了两者存在的缺点，是功能强大、性能稳定、小巧、精确、灵活
和可靠的新一代显示记录仪表。图5．15所示是一般数字模拟混合显示记录仪表的组成框图。主要由微
机单元、输入单元、输出单元和显示记录单元组成，各单元之间的信号由总线（地址总线、数据总线
和控制总线）联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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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过程控制仪表及控制系统(第2版)》为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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