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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控制系统及工程》

前言

生产过程控制技术近年来发展异常迅速，随着生产过程的连续化、大型化和不断强化，随着对过程内
在规律的进一步了解，以及仪表、计算机技术的不断发展，它获得了更大的进展。因此，有关过程控
制技术的论著、教材纷纷问世，人们从各种不同的应用角度，力图更为系统地对这门学科进行论述和
探讨。可以说在自动控制领域中，过程控制已独树一帜。在这种情况下，要想在一本书中，尤其是在
一本学时数有限的教材中，把过程控制技术的有关内容全面地包括进去，已是很难实现的事情了。针
对这一现实，本书编写的宗旨是，把目前在工业生产过程中应用比较成熟的控制系统和控制方案作为
重点内容，进行较为系统的阐述，从基本理论分析，到生产现场的实施，深入浅出，一一探讨。而以
往包含在过程控制中的有些内容，诸如系统辨识、过程动态学、最优控制、自适应控制、新型控制系
统（预测、推断控制等）、计算机控制与集散系统等，因它们已各自自成体系，因此再把它们详细编
写到本书中，不仅篇幅膨胀，难以容纳，而且在各高等院校已就上述内容分别开设了相应的课程，并
已有各自的教学用书，已无必要再捏合在这一本书中。我们认为，这样处理将更能使本书线索清晰，
条理分明，便于学习和掌握。本书可作为工业自动化、检测技术及仪器仪表等专业本科生、函授、夜
大等教材。本书并有如下的特点。首先，各章节选材合理，需要研讨的问题都有完整的交待，能帮助
读者建立一个系统的概念，全面正确地掌握各知识点。同时，适当运用控制理论加以论证，进行必要
的定量或定性分析。对工程性的内容则侧重从物理概念上予以解释。考虑到本书涉及的是一门工程实
践性很强的学科，许多知识只有通过亲自动手实践，才能真正掌握，所以本书尽量把实验内容结合到
各有关章节中去。由于我校自动化教研室开发研制的微型液位实验装置被不少院校所采用，因此在本
书中结合微型液位实验装置，对实验的目的、方法等内容作了适当的介绍，还是有价值的。此外，在
每个章节的后面都附有习题、思考题，以加深和巩固学习效果。全书共分两篇，第一篇过程控制系统
，对在工业过程中常用的或较为成熟的控制系统作比较详细的讨论，对近年来出现的一些新型控制系
统也进行了一定的介绍，使读者熟悉并能灵活应用各类控制系统。第二篇过程控制工程，结合石油、
化工、热电、轻工等工业过程中具有代表性的典型单元操作过程，从被控过程的特性、基本控制方案
到新型控制方式作简明扼要的叙述，为读者确定生产过程的控制方案打下扎实的基础。全书共十四章
，其中第一、二、六、七、九、十章为周庆海编写，第三、四、五、八、十一、十二、十三、十四章
为翁维勤编写，各章节所附思考题及习题由周庆海编辑。由于编者水平所限，在内容选删、组织及编
写上，难免有不妥之处，请读者予以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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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控制系统及工程》

内容概要

《过程控制系统及工程(第3版)》共分两篇14篇。第一篇过程控制系统，对工业过程中常用的或较为成
熟的控制系统作了比较详细的讨沦，对近年来出现的新型控制系统作了扼要的介绍。第-篇过程控制工
程，结合石化，化工，热电，轻上等工业过程中典型操作单元，从被控过程的特性，基本方案到新型
控制方式，作了简明的叙述。
《过程控制系统及工程(第3版)》由浅入深，重点突出，选材精炼，便于自学，适合作为工业自动化、
检测技术及仪器仪表专业的本科生.函大，夜大的教材，也可作为工程师继续教育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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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控制系统及工程》

书籍目录

第1篇  过程控制系统 第1章  单回路反馈控制系统  1．1  单回路系统的结构组成   1．2  被控变量的选择 
1．3  对象特性对控制质量的影响及操纵变量的选择   1．3．1  干扰通道特性对控制质量的影响  1．3
．2  控制通道特性对控制质量的影响   1．3．3  操纵变量的选择  1．4  控制阀的选择  1．4．1  控制阀口
径大小的选择   1．4．2  控制阀开、闭形式的选择  1．4．3  控制阀流量特性的选择  1．4．4  控制阀结
构形式的选择  1．4．5  阀门定位器的选用  1．5  测量、传送滞后对控制质量的影响及其克服办法  1．5
．1  测量滞后的影响  1．5．2  信号传送滞后的影响  1．5．3  克服测量、传送滞后的办法  1．6  控制器
参数对系统控制质量的影响及控制规律的选择  1．6．1  控制器参数对系统静态误差的影响  1．6．2  
控制器参数对系统动态误差的影响  1．6．3  控制规律的选择24   1．7  系统的关联及其消除方法   1．7
．1  系统关联及其影响  1．7．2  分析系统关联的方法  1．7．3  削弱或消除系统间关联的方法  1．8  单
回路系统的投运和整定  1．8．1  控制系统的投运  1．8．2  控制系统的整定  本章思考题及习题第2章  
串级控制系统第3章  比值控制系统第4章  均匀控制系统第5章  前馈控制系统第6章  选择性控制系统第7
章  分程及阀位控制系统第8章  非线性控制系统第9章  新型控制系统第2篇  过程控制工程 第10章  流体
输送设备的控制第11章  传热设备的控制第12章  精馏塔的控制第13章  化学反应器的控制第14章  间歇生
产过程控制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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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控制系统及工程》

章节摘录

插图：1.8.2控制系统的整定（1）系统整定的目的所谓控制系统的整定，就是对于一个已经设计并安装
就绪的控制系统，通过控制器参数（δ、Ti、TD）的调整，使得系统的过渡过程达到最为满意的质量
指标要求。一个控制系统的质量取决于对象特性、控制方案、干扰的形式和大小，以及控制器参数的
整定等各种因素。一旦系统按所设计的方案安装就绪，对象特性与干扰位置等基本上都已固定下来，
这时系统的质量主要取决于控制器参数的整定。合适的控制器参数会带来满意的控制效果，不合适的
控制器参数会使系统质量变坏。但是，决不能因此而认为控制器参数整定是“万能的”。对于一个控
制系统来说，如果对象特性不好，控制方案选择得不合理，或是仪表选择和安装不当，那么无论怎样
整定控制器参数，也是达不到质量指标要求的。因此，只能说在一定范围内（方案设计合理、仪表选
型安装合适），控制器参数整定合适与否，对控制质量具有重要的影响。有一点必须加以说明，那就
是对于不同的系统，整定的目的、要求可能是不一样的。例如，对于定值控制系统，一般要求过渡过
程呈4：1的衰减变化；而对于比值控制系统，则要求整定成振荡与不振荡的边界状态；对于均匀控制
系统，则要求整定成幅值在一定范围内变化的缓慢的振荡过程。这些都将在以后分别给予介绍。对于
单回路控制系统，控制器参数整定的要求就是通过选择合适的控制器参数（δ、Ti、TD），使过渡过
程呈现4：1衰减过程。控制器参数整定的方法很多，归结起来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理论计算方法，
另一类是工程整定方法。从控制原理知道，对于一个具体的控制系统，只要质量指标规定了下来，又
知道了对象的特性，那么，通过理论计算的方法（微分方程法、频率法、根轨迹法、M圆法等）就可
以计算出控制器的最佳参数。但是，由于对象特性的测试方法和测试技术的未尽完善，石油、化工对
象的可变性，往往使对象特性难以测得，或者即使测得，但是所得到的对象特性数据不够准确可靠，
且因计算方法一般都比较繁琐，工作量大，耗时较多，因此，长期以来这种理论计算方法在工程实践
中没有得到推广和应用。然而，随着计算机在生产过程中的广泛应用，控制器参数整定的理论计算方
法将会不断地得到应用和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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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控制系统及工程》

编辑推荐

《过程控制系统及工程(第3版)》是由化学工业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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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控制系统及工程》

精彩短评

1、这个是我们的教材！！  但是上课的时候发现里面有些应刷错误但是不影响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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