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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为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本书是依据普通高等学校“过程控制与自动化仪表
”教学大纲的要求，在《过程控制与自动化仪表》（2000年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版，西安理工大学侯志
林主编）一书的基础上修订而成。本书从当前生产过程自动化的实际需要和过程控制的最新发展出发
，在介绍生产过程自动化的基本概念、自动化仪表的工作原理及使用要求的基础上，重点介绍了智能
仪表、过程建模、复杂过程控制系统的分析与设计、基于网络的计算机控制系统及工程应用等问题。 
本书取材适当，深广度适中，能适应不同高校本科电气信息类专业的教学需求；内容叙述简明扼要、
通俗易懂、循序渐进、方便自学；每章开始扼要提出了本章教学内容和应达到的基本要求；每章都编
写了基本练习题、综合练习题和设计题，以适应不同学生的学习需求，也便于教师因材施教。 本书可
作为高等学校电气信息类有关专业的专业课教材，也可供相关专业的师生和工程技术人员参考。 本书
配有电子教案，欢迎选用本书作教材的教师索取。电子邮箱：panyx@xaut．edu．cn，yu57sh@163
．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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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过程控制的任务和要求由过程控制系统加以实现，而自动化仪表则是过程控制系统的
重要组成部分。在过程控制系统中，先由检测仪表将生产过程中的工艺参数转换为电信号或气压信号
，并由显示仪表显示或记录，以便反映生产过程的状况。与此同时，还将检测的信号通过某种变换或
运算传送给控制仪表，以便实现对生产过程的自动控制，使工艺参数符合预期要求。随着生产过程自
动化要求的不断提高、过程控制规模的不断扩大和复杂程度的不断增加，自动化仪表的品种与规格、
功能与质量也在不断完善。但不管自动化仪表及其技术如何发展，其共同特点是：为实现过程控制系
统的不同构成和相应的功能，它们都是工业上生产的系列化仪表。2.被控过程复杂多样，通用控制系
统难以设计被控过程是指通过一定物质流或能量流的工艺设备。在工业生产中，由于生产的规模、工
艺要求和产品的种类各不相同，因而导致被控过程的结构形式、动态特性也复杂多样。当生产过程在
较大工艺设备中进行时，它们的动态特性通常具有惯性大、时延长、变量多等特点，而且还常常伴有
非线性与时变特性。例如，热力传递过程中的锅炉、热交换器、核反应堆，金属冶炼过程中的电弧炉
，机械加工过程中的热处理炉，石油化工过程中的精馏塔、化学反应器以及流体输送设备等，它们的
内部结构与工作机理都比较复杂，其动态特性也各不相同，有时很难用机理解析的方法求得其精确的
数学模型，所以要想设计出能适应各种过程的通用控制系统是比较困难的。3.控制方案丰富多彩，控
制要求越来越高由于被控过程的复杂多样，控制方案越来越丰富多彩，对控制功能的要求也越来越高
。许多生产过程，既存在单输入／单输出的自治过程，也有多输，A／多输出的相互耦合过程；在控
制方案上，既有常规的PID控制，也有先进的过程控制，如自适应控制、预测控制、推理控制、补偿
控制、非线性控制、智能控制、分布参数控制等。4.控制过程大多属于慢变过程与参量控制由于被控
过程大多具有大惯性、大时延（滞后）等特点，因而决定了控制过程是一个慢变过程。此外，在诸如
石油、化工、冶金、电力、轻工、建材、制药等生产过程中，常常用一些物理量（如温度、压力、流
量、物位、成分等）来表征生产过程是否正常、产品质量是否合格，对它们的控制多半属于参量控制
。5.定值控制是过程控制的主要形式在目前大多数过程控制中，其设定值是恒定不变或在很小范围内
变化，控制的主要目的是尽可能减小或消除外界干扰对被控参数的影响，使生产过程稳定，以确保产
品的产量和质量。因此，定值控制是过程控制的主要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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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过程控制与自动化仪表(第2版)》是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普通高等教育电气工
程与自动化类“十一五”规划教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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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学校用的教材
2、赞，值得一买。赞，值得一买。赞，值得一买。
3、超经典的一本书啊~~
4、虽然我也有错，但是我是如实评价，是我理解有误，但描述是真实的。评分也很高，但你们无故
删除我很不爽。以后不会再推荐当当了。
5、非常好，正在学习中
6、这是一本经典的本科教科书。入门级的。不用多说，选她的人都应该知道。
7、介绍比较详细
8、前两天比较忙，发货很快，很满意
9、很好，我们用的就是这个版本
10、书质量很好是正版，适合学校上课用。
11、能够紧密结合到实际应用中
12、很给力哦，推荐大家购买
13、书还不错，就是有一本书好像是掉到潮湿的地面，有些脏
14、书质量挺好的，满意！
15、便宜  好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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