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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1世纪高等学校本科电子电气专业系列实用教材:过程控制系统(第2版)》全面地论述了过程控制系统
的要求、组成、性能指标和发展；工业生产过程数学模型的一般表示形式和建模方法；控制器的特性
、选型与参数整定；调节阀的设计、选型和计算；简单控制系统的结构和特点及分析、设计和调试等
；常用的复杂控制系统，如串级控制、补偿控制、比值控制、均匀控制、分程控制和选择性控制等系
统的结构、分析、设计和实施等；多变量解耦控制系统的分析和解耦设计方法；计算机过程控制系统
的组成与类型和先进控制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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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由这个判别式也可看出，当主测量变送器为正环节时，主控制器的作用方向与主对
象的特性相反。即当主对象为正作用时，主控制器选反作用；而当主对象为负作用时，主控制器选正
作用。 在串级系统的设计和实施中，除了上述讨论的几个问题外，还有一点在实施中要特别注意。即
在控制器正、反作用选择时，应当考虑有些生产过程要求控制系统既可以进行串级控制又可以仅由主
控制器进行单独控制，此时主控制器的输出信号直接作用到调节阀的输入端，即调节阀直接由主控制
器控制，副控制器对调节阀不起作用，它等价于方框图中的副回路反馈信号断开，副控制器运算部分
的增益为1。在这两种方式进行切换时，有可能要改变主控制器的作用方向。如果副控制器是反作用
，则主控制器在串级控制和单独控制时的作用方向一致，无须改变。反之，若副控制器是正作用，则
主控制器在两种不同控制方式下作用方向不同，切换时主控制器的作用方式必须改变。这是因为，在
假定副测量变送装置的增益为正的情况下，当副控制器为正作用时，调节阀和副对象的增益之积一定
为负。 3.防止控制器积分饱和的措施 对于具有积分作用的控制器，当系统长时间存在偏差而不能消除
时，控制器将出现积分饱和现象。这一现象将造成系统控制品质下降甚至失控。在串级控制系统中，
如果副控制器只是P作用，而主控制器是PI或PID控制时，出现积分饱和的条件与简单控制系统相同，
利用外部积分反馈法，只要在主控制器的反馈回路中加一个间歇单元就可以有效地防止积分饱和。 但
是如果主、副控制器均具有积分作用，就存在两个控制器输出分别达到极限值的可能，此时，积分饱
和的情况显然比简单控制系统要严重得多。虽然利用间歇单元可以防止副控制器的积分饱和，但对主
控制器却无所助益。如果由于其他原因，副控制器不能对主控制器的输出变化做出响应，主控制器将
会出现积分饱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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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21世纪高等学校本科电子电气专业系列实用教材:过程控制系统(第2版)》全面地论述了过程控制系统
的相关知识，《21世纪高等学校本科电子电气专业系列实用教材:过程控制系统(第2版)》可作为高等院
校自动化和信息类其他专业研究生和高年级本科生的教材，也可作为从事自动控制研究、设计和应用
的科学技术人员的参考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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