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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拖动自动控制系统原理与设计方》

内容概要

《电力拖动自动控制系统原理与设计方法》在注重对运动控制系统原理分析的基础上，利用具体实例
对运动控制系统的设计方法进行了详细的论述，并对其进行了仿真试验。《电力拖动自动控制系统原
理与设计方法》内容详实、重点突出，有助于读者对一个运动控制系统从原理到设计方法，再到仿真
验证系统的掌握，对广大的读者朋友在学习运动控制系统的过程中起到了很好的引导和帮助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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