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
 

计算机控制技术

计算机控制技术是自动化专业的必修课程。 该课程全面介绍了计算机控制系统的组成、
 

原理与设计,
 

既有理论性又有很强的实践性,
 

在设计方法上,
 

以经典控制理论和现代控制理

论为基础,
 

发展了实用价值很高的工程应用技术。 其主要内容包括计算机控制系统的输入输

出接口电路,
 

数据采集和控制模板,
 

检测仪表和执行机构,
 

硬件和软件的抗干扰措施,
 

常规

及复杂控制算法的设计思想、
 

性能特点、
 

应用对象和编程实现方法,
 

数据采集、
 

滤波、
 

存储、
 

标度变换、
 

分析处理等方法。

贺建军,
 

工学博士,
 

教授,
 

博士生导师。 1989 年获中北大学(原太原机械学院)自动控制

专业学士学位;
 

1992 年获中南工业大学自动化专业硕士学位;
 

2004 年获中南大学机械电子工

程专业博士学位。 1992 年硕士毕业后留校,
 

一直从事自动化领域和计算机应用领域的科研与

教学工作,
 

1995 年被聘为讲师,
 

2000 年被聘为副教授,
 

2006 年被聘为教授。 2004—2006 年

被借调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信息学部自动化学科工作;
 

2007—2008 年作为访问学者在

英国格拉摩根大学(University
 

of
 

Glamorgan)从事燃料电池建模与控制技术研究;
 

作为项目组

主要成员参与完成国家“七五”
 

科技攻关项目“铜带坯水平连铸机列计算机控制系统”、
 

国家

“八五”科技攻关项目“氧化铝生产高压溶出工序计算机控制系统”、
 

国家 863
 

项目“铅锌冶炼

过程的智能化集成建模技术与应用研究”和“面向生产目标的复杂有色金属冶炼过程集成优

化控制技术及应用研究”;
 

主持和参与完成横向科研课题 20 余项;
 

主持完成国家和省部级纵

向科研课题 7 项。
贺建军教授主讲计算机控制技术、

 

系统辨识与自适应控制、
 

自适应控制等科目。
曾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2 项,

 

省部级科技进步一等奖 2 项、
 

二等奖 3 项,
 

湖南省自然

科学优秀论文二等奖 1 项,
 

湖南省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 1 项;
 

在国内外知名刊物公开发表学

术论文 60 多篇,
 

其中 EI、
 

SCI 收录 30 余篇,
 

授权国家发明专利 6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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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课程说明

课程编号:
 

090039Z10
课程名称:

 

计算机控制技术 /
 

Computer
 

Control
 

Technology
学时与学分:

 

32 / 2(其中实验学时:
 

8)
先修课程要求:

 

自动控制原理、
 

微机原理与接口技术、
 

现代控制理论

适应专业:
 

自动化、
 

测控技术与仪器、
 

智能控制、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教材、
 

教学参考书:
 

[1]
 

于海生,
 

等. 微型计算机控制技术(第 3 版)[M].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7. 5.
[2]

 

刘川来,
 

等. 计算机控制技术[M].
 

北京: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5. 2.

二、
 

课程设置的目的与意义

通过课程思政的设置,
 

帮助学生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
 

坚定对马克思主义

的信念;
 

增强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感,
 

做忠诚的爱国者;
 

帮助学生正确地认识和把握人生、
 

人

生价值、
 

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
 

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帮助学生加强科技强国意识

和专业自豪感,
 

切实提高学生对专业的热爱和为祖国的繁荣昌盛努力学习的热情。

三、
 

课程的基本要求

(1)知识:
 

了解计算机控制系统的典型形式、
 

工业控制机的组成结构及特点,
 

掌握数字

量与模拟量输出接口与过程通道技术、
 

硬件抗干扰技术、
 

逐点比较法插补原理、
 

多轴步进驱

动控制技术、
 

数字控制器的连续化设计技术、
 

数字控制器的离散化设计技术、
 

纯滞后控制技

术、
 

串级控制技术、
 

前馈—反馈控制技术、
 

解耦控制技术、
 

采用状态空间的输出反馈设计法、
 

采用状态空间的极点配置设计法、
 

计算机控制系统的程序设计技术、
 

测量数据预处理技术、
 

软件抗干扰技术,
 

等等。
(2)能力:

 

从应用的角度出发,
 

培养学生对计算机控制系统的方案设计能力,
 

硬件选型

能力,
 

控制算法和监控软件的开发及运用能力,
 

现场安装、
 

调试、
 

运行和性能测试的能力。
(3)素质:

 

拓展学生在控制工程领域的设计思路,
 

丰富学生对计算机控制系统的设计方

法;
 

结合工程实例培养学生发现问题、
 

分析问题、
 

解决问题的科研素养;
 

同时通过工程实例

的分析讲解,
 

培养学生“科学无国界但科学家有祖国”的观念,
 

提高学生的政治思想觉悟。

四、
 

主要教学方法、
 

手段

教学方法:
 

创新情景法、
 

对比建构法、
 

故事导入法、
 

事件联想法、
 

比较及引申法、
 

实例展

示法、
 

图片及视频展示法等。
1.图片及视频展示法

在介绍计算机控制技术的发展概况和趋势时,
 

通过图片及视频展示法介绍中国航天工程

的发展简史,
 

让学生认识到中国航天工程的发展离不开计算机控制技术,
 

如中远程巡航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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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
 

长征系列运载火箭、
 

神州系列飞船、
 

嫦娥系列探月卫星、
 

天宫系列空间实验室、
 

天舟系列

货运飞船、
 

天问系列探火卫星等,
 

激发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和爱国热情。
2.事件联想法

输入调理电路的功能是将现场信号转换成计算机能接收的逻辑信号,
 

向计算机的性能特

点和要求看齐,
 

通过事件联想法,
 

培养学生的看齐意识,
 

向党和国家的要求“对表”。 另外,
 

史密斯(Smith)预估控制思想告诉我们,
 

凡事预则立,
 

不预则废。 通过事件联想法,
 

培养学生

的前瞻意识,
 

不打无准备之仗。
3.对比建构法

介绍常用的
 

A / D
 

芯片,
 

对比我们在
 

A / D
 

芯片上与美国的巨大差距,
 

探讨产生差距的原

因,
 

激发学生的科学钻研精神和工匠精神。
4.比较引伸法

数字控制技术中的逐点比较插补算法是按照“走一步,
 

看一下,
 

比较一次”的规则来决定

下一步的走向的,
 

以便逼近给定轨迹。 通过比较引伸法,
 

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目标,
 

并

常自省、
 

找偏差,
 

及时调整和矫正自己,
 

以免偏离既定的正确的人生轨迹。
5.故事导入法

在介绍控制系统性能指标以及解耦控制技术时,
 

通过故事导入法,
 

讲述我国科学家(谢

绪恺、
 

张嗣赢等)在控制理论及其应用中的杰出贡献,
 

培养学生的科研兴趣和科研精神。
6.创新情景法

计算机控制系统会受到各种干扰因素的影响和破坏,
 

通过创新情景法,
 

引导学生自觉抵

御外部反华势力对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侵扰。 西方敌对势力从来就没停止过对我们社会主义

国家的抹黑、
 

诋毁、
 

攻击和遏制,
 

千方百计想颠覆我们的政权和社会制度,
 

破坏我们的发展

和繁荣稳定。 那么我们的抵御措施和抗外来干扰的方法就是用强大的思想武器(坚定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
 

理论自信、
 

制度自信、
 

文化自信,
 

牢固树立我们的政治意识、
 

大局意

识、
 

核心意识、
 

看齐意识,
 

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自己)来加强防范。

五、
 

实践教学内容和基本要求

学生通过参观已有的计算机控制系统,
 

在老师的指导下初步设计计算机控制系统的软、
 

硬

件,
 

并进行调试等实践环节的锻炼,
 

以加深对教学内容的理解,
 

真正掌握计算机控制系统的综

合设计方法,
 

具有设计一个计算机控制系统的初步能力。 实验共 8 学时,
 

实验内容及基本要求

如表 1 所示。

表 1　 实验内容和基本要求

实验名称 实验内容 学时 基本要求

过程通道和数

据采集处理

(1)搭建模拟量输入通道,
 

并编写程序,
 

实

现模拟信号的采集和存贮;
 

( 2) 搭建模拟

量输出通道,
 

并编写程序,
 

产生周期性三

角波信号及其他模拟量信号

2

通过实验学习、
 

掌握过程通道的组

成、
 

工作原理、
 

接口方法和典型芯

片的使用方法

效果要求:
 

本课程目标 2 和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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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实验名称 实验内容 学时 基本要求

开环系统的数

字程序控制

搭建步进电机数字控制系统,
 

并编写程序,
 

实现脉冲分配器功能,
 

并对步进电机进行

顺序控制

2

通过实验了解步进电机工作原理,
 

掌握脉冲产生和步进电机走步控制

的方法

效果要求:
 

本课程目标 2

常规调节器的

闭环控制

搭建常规调节器的闭环控制系统,
 

并编程

实现:
 

(1)常规 PID 闭环控制;
 

(2)积分分

离 PID 闭环控制;
 

( 3) 带死区 PID 闭环控

制
 

2

通过实验了解 PID 控制器的特性,
 

掌握比例作用、
 

积分作用、
 

微分作

用对系统控制性能的影响,
 

以及

PID 参数的工程整定方法

效果要求:
 

本课程目标 3 和 5

数字调节器的

直接设计方法

搭建闭环控制系统,
 

并编程实现:
 

(1)最少

拍有波纹控制器设计及应用;
 

( 2) 最少拍

无波纹控制器设计及应用

2
通过实验掌握最少拍有波纹控制器

与无文波控制器的设计方法及应用

效果要求:
 

实现本课程目标 3 和 5

六、
 

考核方式及成绩评定

1. 平时成绩占 40%,
 

包括作业、
 

上机实验考核以及平时上课考核。
2. 期终考试占 60%,

 

以笔试为主。 考核内容及权重如表 2 所示。

表 2　 考核内容及权重

考核方式 考核内容 成绩比例 / % 备注

平时学习情况
到课情况、

 

与课程培养目标相关的问题

回答、
 

文献查阅质量等
10

课外作业 涉及培养目标的作业完成质量 10

实验与报告
实验方法掌握情况、

 

实验中解决问题的

能力、
 

实验结果与表达
20

笔试
重点考核对课程目标的基本知识的掌握

程度和分析问题的能力
60

大纲主撰人:
 

贺建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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