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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工仪表及自动化》

内容概要

《化工仪表及自动化(化工、食品、制药、环境、轻工、生物等工艺类专业适用)》基于生产实际和工
程应用，介绍了化学工业生产过程中自动控制系统方面的基本知识，重点介绍了被控对象的建模、检
测变送仪表、显示仪表、自动控制仪表、各种过程控制系统的设计、参数整定及常用过程自动控制系
统的分析。在简单、复杂控制系统的基础上，还介绍了新型控制系统与计算机控制系统，结合生产过
程介绍了典型化工单元操作的控制方案。对电子化、微型化、数字化和智能化等先进的过程自动控制
仪表的工作原理及其外特性，以及计算机集散控制系统和现场总线自动控制系统进行了深入、系统和
详细的分析和论述。《化工仪表及自动化(化工、食品、制药、环境、轻工、生物等工艺类专业适用)
》内容丰富，取材新颖，结构严谨，系统性强，充分体现了理论联系实际，重在能力培养的原则。
《化工仪表及自动化(化工、食品、制药、环境、轻工、生物等工艺类专业适用)》可作为高等学校化
工、食品、制药、环境、轻工、生物等工艺类专业以及相近专业的本科生教材，亦可作为相关专业的
研究生和工程技术人员的参考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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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工仪表及自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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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工仪表及自动化》

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6.4.3 执行元件对控制系统的影响前面的章节中已对执行元件（阀门）特性进行了详细
的分析。本节主要对与控制系统相关的内容进行必要的说明，即阀门的流量特性选取及阀门的气开、
气关形式的选择问题。工业生产中最常用的阀门流量特性有直线特性阀门和等百分比（对数）特性阀
门。一般情况下，优先推荐使用等百分比特性的阀门，这是由于：1）等百分比特性阀门在其工作范
围内，其放大系数是变化的，调节阀在小开度时，阀门的放大系数小，控制缓和平稳，调节阀在大开
度时，阀门的放大系数大，控制及时有效。·因此，能适应负荷变化大的场合，也能适用于阀门经常
工作在小开度的情况。2）被控过程往往是一个非线性过程，选用等百分比调节阀，可以使系统总的
放大系数保持不变或近似不变，能提高系统的控制质量。执行元件（阀门）气开、气关形式的选择主
要是考虑在不同工艺条件下安全生产的需要。其选择原则如下：1）考虑故障状态时的人身及设备安
全问题：当控制系统发生故障时，调节阀的状态能确保人身和工艺设备的安全。例如，锅炉供水阀门
一般选用气关式，一旦事故发生，可确保阀门处于全开的位置，使锅炉不至于因供水中断而发生干烧
，进而引起爆炸；在加热系统中的燃料油控制阀应采用气开式，一旦事故发生时，调节阀能迅速切断
燃料油的供应，避免设备出现温度过高的情况，确保人身和设备安全。2）考虑生产装置中物质的性
质：当某些生产装置中的物质是易结晶、易凝固的物料时，调节阀应选用气关式。当出现事故时，应
使阀门处于全开状态，以防物料出现结晶、凝固和堵塞的问题，给重新开工带来麻烦，甚至损坏设备
。6.5 控制器的设计在系统设计时，一旦按照工艺要求设计好被控对象、选定好执行器和测量变送单元
后，这三部分的特性就完全确定，不能随便更改。因此在组成控制系统4个环节中，唯一方便且能够
更改的环节就只有控制器。设计控制器主要包含两个方面：一是选择控制器的控制规律，以确保控制
器能配合实际生产过程特性，达到提高控制系统的稳定性和控制品质的目的；二是确定控制器的正、
反作用，以确保整个系统为负反馈系统。6.5.1 控制器控制规律的选择目前在工业上应用的控制器主要
有双位控制规律、比例控制规律（P规律）、比例积分控制规律（PI规律）、比例微分控制规律（PD
规律）和比例积分微分控制规律（PID规律）等五种。由于双位控制规律会使系统产生等幅振荡过程
，只适用于工艺参数允许被控变量在一个比较宽的范围内波动的情况，因而在对控制品质要求较严格
的工艺过程中很少被采用。因此，在这里只讨论P规律、PI规律、PD规律和PID规律的特点及应用场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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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工仪表及自动化》

编辑推荐

《化工仪表及自动化(化工、食品、制药、环境、轻工、生物等工艺类专业适用)》是普通高等教育“
十二五”规划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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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工仪表及自动化》

精彩短评

1、还没用，不知道有没有印刷问题，但感觉是不错的。。
2、坑爹了，买回来后老师居然不用这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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