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十一、
 

智能控制技术

智能控制是为智能科学、
 

技术专业与自动化专业的学生设立的拓展知识体系的专业选修

课。 课程设置的目的是让学生通过学习智能控制这门课程,
 

了解智能控制的发展概况、
 

基本

原理和应用领域,
 

一定程度上掌握智能控制的主要技术及应用方法,
 

启发学生对智能控制的

兴趣,
 

培养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能力,
 

为从事与之相关行业的研究开发工作奠定基础。

刘芳,
 

教授,
 

博士生导师,
 

日本早稻田大学工学博士,
 

IEEE 会员。 获湖南省杰出青年基

金、
 

湖南省“湖湘青年英才”、
 

中南大学“创新驱动计划”和“升华猎英人才计划”资助。 曾在

日本东京富士电机株式会社控制技术开发部从事博士后研究,
 

在早稻田大学环境综合研究所

任职研究员。
主要从事面向国家发展目标和重大需求,

 

主持 / 参与了国家重点研发计划、
 

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
 

教育部博士点基金、
 

省部级基金及国际合作项目、
 

研究电力系统稳定、
 

电网规划、
 

故

障诊断、
 

新能源发电技术、
 

智能电网、
 

信息融合、
 

深度学习等方面的技术;
 

针对复杂系统和网

络时滞等时滞相关鲁棒控制问题,
 

开展了时滞系统稳定、
 

电网时滞影响、
 

神经网络时滞、
 

模

糊系统时滞等方面的研究;
 

针对工业复杂系统的优化及控制展开了研究。 在国际高水平学术

期刊和国际高水平学术会议发表论文 60 多篇,
 

参与出版英文著书 2 部,
 

申请专利 3 项,
 

获软

件著作权 6 项。

一、
 

课程说明

课程编号:
 

090149Z10
课程名称:

 

智能控制 / Intelligent
 

Control
课程类别:

 

专业课

学时 / 学分:
 

32 / 2(其中实验学时: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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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修课程:
 

离散数学、
 

线性代数、
 

人工智能、
 

自动控制原理

适应专业:
 

智能科学与技术、
 

自动化、
 

电气、
 

测控

教材、
 

教学参考书:
[1]

 

蔡自兴,
 

智能控制原理与应用[M].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4.
[2]

 

Cai
 

Z
 

X. Intelligent
 

Control:
 

Principles,
 

Techniques
 

and
 

Applications[M].
 

World
 

Scien-
tific. 2007.

[3]
 

蔡自兴. 机器人学(第二版)[M].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9.
[4]

 

Craig
 

J
 

J. Introduction
 

to
 

Robotics:
 

Mechanics
 

and
 

Control
 

(Third
 

Edition)[M].
 

Pearson
 

Education,
 

Inc. 2005.

二、
 

课程设置的目的意义

智能控制是为智能科学与技术专业、
 

自动化专业的学生设立的拓展知识体系的专业选修

课。 课程设置的目的是让学生通过学习智能控制这门课程,
 

了解智能控制的发展概况、
 

基本

原理和应用领域,
 

一定程度上掌握智能控制的主要技术及应用方法,
 

启发学生对智能控制的

兴趣,
 

培养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能力,
 

为从事与之相关行业的研究开发工作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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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荣昌盛努力学习的热情。

三、
 

课程的基本要求

(1)智能控制技术是智能制造的核心技术,
 

培养学生对专业的热爱和自信。
(2)理论联系实际,

 

力争融知识传授、
 

能力培育、
 

素质提高于一体。
(3)更多的课外实践环节,

 

要着力培育学生运用理论分析问题、
 

解决问题的自我发展能

力,
 

从而实现各种素质的自我提高。
(4)采用多种教学方法、

 

教学手段,
 

使学生产生对自身能力发展和素质提高的自觉性、
 

自律性和创造性。
(5)通过课程中的分析、

 

讨论、
 

辩论等方法,
 

培养学生分析沟通交流的能力,
 

建立针对具

体问题分析设计控制器的思维模式,
 

提升学生的基本素质。 通过课外导学的模式,
 

提升学生

自主学习和终身学习的意识,
 

形成不断学习和适应发展的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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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情景法:

 

专业课教师在介绍智能控制技术的绪论时,
 

用典型历史事件、
 

智能控

制现状和发展讲解智能控制产生的重要意义及研究内容。
(2)比较及引申法:

 

由三元交集智能结构引入递阶智能控制结构;
 

用框图说明递阶智能

控制发展及 IPDI 原理。 教学模式为课前导学(前修课知识归纳与思考题)。
(3)实例展示法:

 

通过典型案例分析专家控制结构和原理,
 

课外自学和课上提问抢答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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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
 

课前导学和课堂作业相结合,
 

一般归纳和重点解析相结合。
(4)图片及视频展示法:

 

分析神经网络控制类型及学习方法,
 

结合 MATLAB 神经网络工

具箱。

五、
 

考核方式及成绩评定

考核方式为平时小测试、
 

报告和期末综合测试题,
 

占平时成绩的 10%。

大纲主撰人:
 

刘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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