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十四、
 

运动控制系统

运动控制是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自动专业的专业主干课。 该课程全面介绍了运动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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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以经典控制理

论为基础,
 

发展了实用价值很高的工程设计方法;
 

对于多输入多输出的交流拖动控制系统,
 

则在多变量数学模型的基础上分析其控制规律,
 

并采用解耦或其他方法解决了控制系统的设

计问题。

廖国华,
 

高级工程师。 主讲“运动控制系统”“电气控制与 PLC 应用技术”“供配电技术”
等课程。

一、
 

课程说明

课程编号:
 

090135Z10
课程名称(中 / 英文):

 

运动控制系统 / Motion
 

Control
 

System
课程类别:

 

必修

学时 / 学分:
 

64 / 4
先修课程:

 

电机与电力拖动;
 

自动控制原理;
 

电力电子技术

适用专业:
 

自动化、
 

测控技术与仪器、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智能科学与技术

教材:
 

阮毅,
 

陈伯时. 电力拖动自动控制系统———运动控制系统(第 5 版)[M].
 

北京:
 

机

械工业出版社,
 

2016.
教学参考书:
[1]陈伯时. 电力拖动自动控制系统(第 3 版)[M].

 

北京: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04
[2]雷丹(运动控制系统)[M].

 

北京:
 

人民邮电出版社,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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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思政设置的目的与意义

运动控制是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自动专业的专业主干课。 该课程全面介绍了运动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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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以经典控制理

论为基础,
 

发展了实用价值很高的工程设计方法;
 

对于多输入多输出的交流拖动控制系统,
 

则在多变量数学模型的基础上分析其控制规律,
 

并采用解耦或其他方法解决了控制系统的设

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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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控制技术是自动化和电气拖动的交融,
 

是未来“智能制造”的核心,
 

了解运动控

制课程在专业课程中的核心地位,
 

有助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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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悉掌握对直流电机、

 

交流电机和伺服电机的发展、
 

应用及控制方法,
 

并多知识融

合,
 

引导学生扩大知识面,
 

培养学生的科研兴趣和不畏困难、
 

努力专研的科研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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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课教师在介绍运动控制系统的绪论时,
 

由运动控制是多门学科相

互交叉的综合性学科到结论性部分的描述(要控制电机的速度和位置,
 

本质就是要控制其电

磁转矩)前可以增设数学公式推导、
 

展示模型实验图片的环节来过渡导入新课;
 

通过数学公

式推导,
 

多方面测试数据分析,
 

最后得出严谨、
 

科学的结论,
 

给予同学们透过现象看本质的

启示。
(2)对比建构法:

 

由单环调速系统的不足,
 

引入双环结构,
 

系统性能得到大幅度提升。
引导学生在今后的工作中,

 

明确任务分工,
 

提高团队合作、
 

解决问题的能力。
(3)故事导入法:

 

讲解运动控制系统的第三章———转速、
 

电流反馈控制的直流调速系统,
 

可以在分析单环调速系统的不足,
 

引入双环结构使系统性能得到很大提升后,
 

增加一部分本

院教师团队的例子论证团队协作的重要性。 例如本学院深耕新能源发电与现代电力电子系统

建模、
 

优化与控制领域研究的粟梅团队,
 

新老搭配合理,
 

任务分工明确,
 

增强了研究解决问

题的能力,
 

近年来取得了丰硕的科研成果。 通过理论与现实的举证,
 

将团队协作意识植入学

生头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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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比较及引申法:
 

由交、
 

直流电动机性能的对比,
 

过去形成的“直流调速,
 

交流不调

速”这种观念被打破,
 

科研人员通过采用电机的稳态模型新方法实现了交流调速,
 

引导学

生要重视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
 

任何一项新技术发明,
 

都离不开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

研究的突破。
(5)实例展示法:

 

高性能的调速系统一直是直流调速的天下,
 

直到科研人员采用矢量控

制、
 

直接转矩控制新技术,
 

才打破了直流调速一统天下的格局———交流调速取代了直流调

速,
 

引导学生要扩大知识面,
 

在科研中开阔视野,
 

多知识融合,
 

不畏困难,
 

勇往直前。
(6)图片及视频展示法:

 

伺服系统就是对电机的位置控制,
 

在工业上应用广泛,
 

容不得

一点差错。 课堂上通过展示高精尖的伺服控制,
 

让学生了解国际科研前沿知识,
 

培养学生的

科研兴趣以及严谨细致、
 

实践创新的工匠精神。

五、
 

考核方式及成绩评定

考核方式分为平时小测试、
 

报告和期末综合测试题,
 

占平时成绩的 10%。

大纲主撰人:
 

廖国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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