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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环境控制论》

前言

工程环境控制论是一门跨于工程学、环境学与自动控制理论之间的横向交叉学科，属于技术基础学科
范畴，应用范围宽广，不仅适用于传统的技术性工程领域，而且可拓展到高新技术或非技术性领域。
本书从各种工程中客观存在的实际问题和理论上的需要出发，归纳提出所谓“工程环境”概念，用交
叉学科的方法建立工程环境控制学的理论体系。工程环境控制论不同于现有的以“人一环境”二元系
统为对象的研究宏观生态环境的传统环境科学，而是以“工程一人一环境”基本三元系统为对象，结
合不同领域的具体工程技术特点，从它们本身的功能需要出发，根据外部环境的变化，研究广义的局
部（微观）工程环境效应的控制原理和方式方法，以满足不同工程系统在结构性、抗灾性，以及环保
、节能、舒适性或智能性等方面的要求。书中重点研究结构性功能控制的应用模式，以高层结构抗震
、桥梁抗风、汽车构架动力振动等减振降荷控制为主要研究目标，并特别提出：结构反共振控制理论
体系；液压蓄能一伺服抗震控制机制；参数控制原理与方法；鲁棒控制与优化理论的应用原理等。因
受篇幅所限，其他功能类型控制的应用模式，尚需另文论述。本理论可供广泛的工程技术设计研究人
员与环境类专业师生参考。除了适用于上述有关领域以外，对于开辟与扩充传统自动控制技术理论的
应用范围，以及那些关心环境产业，但又不知何去何从的读者，还有那些认为环境问题与本专业无关
的工科专业高年级本科生或研究生和科技工作者，也许可以通过本书较全面地了解工程环境领域如何
与各自专业相结合，从中得到一些启发。对工程环境管理与工程项目决策，亦有参考价值。作为一本
内容涉及范围如此广泛的学术理论兼有应用价值的著作，难免有不当和失误的地方，还望读者指正与
讨论。笔者对下列知名专家、学者和基金给予本书出版的直接或间接支持和帮助，表示深切的感谢：
广东省建筑设计研究院原总工程师容柏生（中国工程院院士）、华南理工大学教授韩大建（博导）、
广州大学周福霖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教委博士点基金、清华大学出版
社学术专著出版基金。此外，对关心和鼓励笔者完成本著作的老同学、校友和朋友衷心感谢；并对多
年来寄来某些有关环境信息的（美国）“高层建筑与城市环境协会”（CTBUH）谨表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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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环境控制论》

内容概要

《工程环境控制论》内容简介：工程环境控制论是一门跨于传统工程学、环境学、自动控制理论之间
的横向交叉学科，属于技术基础学科范畴，应用范围宽广。其基本目标是控制广义工程系统的局部环
境输入—输出效应。可应用于结构抗震(振)、防灾、安全、防污、节能(广义太阳能利用)、舒适热环
境、交通物流(信息流)等技术或非技术性功能的过程自动控制或参数控制。由于篇幅所限，《工程环
境控制论》仅重点论述了结构功能控制的应用模式，涉及高层建筑、桥梁、汽车／飞机等结构振动控
制问题。书中特别提出：结构反共振控制理论、结构抗震液压蓄能—伺服控制技术、鲁棒控制与H∞
优化理论的应用原理、参数控制原理与方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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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环境控制论》

章节摘录

插图：3.从经济角度提出的问题社会环境因素特别是经济和法律因素对所有的工程建设都有制约作用
。例如环境法、建设方针政策等，对工程特别是公共环境治理工程及城市的基本设施系统的发展往往
具有决定性意义。现行的公共环境工程，仅限于专门领域，没有和众多的一般工程直接和有机地联系
起来，并仅作为公共环境事业来处理。其最大问题是资金缺乏。根本原因是对“环境”的价值不明确
，结果没有也无法将环境效益与投资者的经济利益挂钩。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是，在基本建设中工程
规模和设计标准须与环境效应和资源利用等方面协调发展。阻碍城市持续发展的往往是城市的基本设
施系统（infrastructural system），这牵涉到城市规划设计供能、供水、供电体系时，工程的设计容量裕
度和先进水平的合理选择问题，显然与众多的用户环境状态有关，但归根到底这决定于可投入的资金
多少。综合来说，上述各种工程与环境问题虽然在各自工程领域已得到不同程度的研究，但许多问题
从单纯的工程观点、环境观点或经济观点去解决，都有一定局限性，必须从三方面甚至更多方面进行
科学论证和决策，才能较合理地解决。对同一项大型工程项目，从传统的大环境角度和从工程角度看
，常常是见仁见智，甚至相互矛盾，即使统一，往往也主要是靠环境法律手段或行政手段。近年来已
得到各国公认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原则”似乎已经明确了这个问题的解决方向，然而它在工程方面的
含义是什么，更重要的是在工程技术方面如何去实现，则还需要进一步研究。1.1.2 理论上的需要于是
可归纳提出这样的共同性问题：——众多的一般工程如何在设计时结合考虑改善其输出的局部环境；
——土建工程系统是否可以进行自动控制以适应未来环境的变化；——环保工程如何更好地解决其所
需资金的困难等。现有的学科还不能独立完善解决上述课题，因此，要求建立某种共同的基础理论
。1.建立小环境理论的需要在现有的环境科学中，“环境是指人类赖以生存并以人为中心、围绕着人
的物质世界”，或者说，“是指影响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各种天然的经过人工改造的自然因素的总体”
。现有的环境科学主要是研究宏观环境规律及宏观环境现象，其系统模型为“人类一环境”。这种宏
观环境本书称为“大环境”，相应的研究学科称为“大环境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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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工程环境控制论》是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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