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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理论不是纯理论
，
而 是理 论 方

祛
。

控制理论是一些方法的总和
，
这些方

一

法可以在任意特定条件下拟定和论证用来

达到预先提出的某些控制 目的的解
。

控制理论方法的发展应该跟上技术发

�展 的形势
�

计算能力增大

现在
，
计

�

算机已广泛应用
。

计算机以

汲相应的计算方法
，
即所谓计算能力

，
已

次大地增大
。

应用电子计算机
， 一

能完成非

常复杂的迭代计算
，
甚至几百个联立的微

分方程式
，
都能迅速解出

。

在这里
，
不打算把计算机的一切功能

、

潮互列举出来
。

读者可参考有关手册或书
。

提倡时域法

过去
，
由于时域法很麻烦

，
因此

，
逐

撕地被频域法所代替
。

现在
，

有了电子计

算机这一利器以后
，
时域法又重新抬头

，

成

为
“
重新擦亮的工具

” 。
�

所谓频域法
，
即在频率数域内的分析

祛和逼近法
，
如

�

傅氏变换
，

拉氏变换
，

赫氏算子法
，
米 氏算子法

，
频 域 稳 定 判

据
，

一

高频补偿法
，
低频补偿法

。
零点极点

剔己置法
，

根轨迹法
，
����法

，
�泥矜 。 王�

法
，
梯形频率特性法

，
等等

。

目前
，
在我国流行的一些调节原理教

率卜书或论文集内
，
较大的篇幅 讲 述 频 域

祛
，
时域法则介绍的不多

。

这种情况必须

妞转
。

时域分析及设计的优点是
�

它完全符

合时间过程
一，
能直接进行特性的分析和信

‘

价
。

在非线性系统及时变系统的研究中
，

时域法的优点更为突出
。

，

砸开
、 “
黑箱

”

在控制理 论书刊内
，
常 常 采 用 “ 黑

箱
” 表示法

，
即用一个方框表示系统的某

一个部分
，
或者

，
表示整个系统� 方框的

’

特性完全用传递函数表示
。

换句话说
，
只要

人们在一个
飞 “
黑箱 ”

上面贴上传递函数标

签
，
就万事大吉

‘

�黑箱子里面的详细情况

就可以不过问了�
。 ， �

黑箱传递函数表示法的最大缺点是未

计入黑箱内任何初具条件， 参数变化或结

构变化也是传递函数法所无法表明的
。

而
‘

且
，
一个传递函数能代表多种结构

。

传递函数常常是高阶的
。

一个高阶的
�

传递函数实质上就代表一个高阶的微分方

程式 ‘ 常见高阶的微分方程式的特点是阶

次高
，
但参数很少

。 �

过去�分析者最害怕参数多
。 �

现在
，

有了计算机的帮助之后
，
对参数多至几十

甚至几百的河题也都可以处理了
。

这样看来
， �

在一个高阶 微分方 程 式

内
，
还可以代入许多新变量

，

于
，

是 ‘ 将高
‘

阶方程式瓦解成为许许多 多 的一阶方 程
一

式毛
、

这些一阶方程式的参数可以整整齐齐
，

排列起来
，
然后协采用矩阵的形式表示

，

而整 齐的
一

矩阵关系
，
无论 多么 复杂

，
都

可由计 算机 去进 行分析或 运算
。

其
·

中许
�

多的初 具条件或参 数的变化都 能够 考虑
�

到
。 一

万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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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续问题占首位

过去
，
在研究上或者在教学上

，
都是

采取
“
先连续后断续

” 的次序
。

现在
，
在

计算技术面前
，
我们认为断续问题比较客

易
，
而连续间题的分析或求解则需要庞大

的存储量
。

由断续问题自然地得出一系
�

列

的实数
，

这是计算机所欢迎的
。

断续最优
，

化问题是有限维空间的最优化间题
，
它的

�

求解比连续最优化问题简便得多
。

断续最
一

优化问题的有限维空间内的解能很容易地
一

推广至连续最优化间题的无限维空间
。

因

此
，
应该首先详细介绍断续最优化问题

，
’

� �

然后
，
自然地推广至连续系统

。

可缺少的一项数学工具
。

大家知道
，
运筹 学包括

�

数 学 规 汀

�动态规划
、

线性规划
、

非线性规划�
、

对策论
、

排伍论
、

质量控制等
。

现在
，

控制理论正在与运筹学相融合
。

不难看出
�

在运筹学与传统控制理论

之间是存在着密切联系的� 符合庞特里亚

赓最大值原理的连继控制以及被运筹学方

法所定确的断续控制可以紧密 地 联 系 起

来
。

大系
�

统数学模型的编制以及大系统控

制问题的表达和求解乃是控制理论最近翅

和最重要 的发展前景
。

“ 回顾与展望

系统复杂化
�

现在
， ’

自动化技术
一

已进入第四阶段
�

大系统阶段
。

在理代许多庞杂系统中
，

相
�

�

互有关的变量的数目是非常多的
，
而且包

含着随机因素
。

应用运筹学方法

控制技术人员
，
在处理复杂系统问题

‘

诩寸
，
必须引用运筹学方法

。

二运筹学是 ‘ 门用来帮助解决工农业生
‘ �

产
、

国防建设以及经济规划 等 间 题 的学

间
。

许多属于安排
、

调度
、

调拨
、

筹划
、

一

控制等类型的问题
， 。

只有采用 运 筹 学 方
�

法
，
才能够解决

。

从前
，
由于计算能力低

，
许多具有运

筹学思想的论文都不过是纸上谈兵而已
。

�

现在
，
有了快速电子计算机和 良好的软件

以后
，
许多利用运筹学处理的间题都能够

�

求出其数值解了
。

而且
，

由于有了先进的
�

模拟技术和计算技术
，
我们已能够有效地

�

进行各种运筹学实验
。

�

对控制系统来说
，
运筹学方法更是不

自动调节器发明后一个多世纪
，
才么

现自 动调节埋论 ‘ 初期的理论太落后了
。

理论确实是来自于实践
。

但人们应该

努力研究理论
，
并用理论去指导实践

。

人们通过辛勤的脑力劳动
，

才研究出

新理论
。

新的理论有时可能被埋没七八十
·

年
，
然后被人们发现和采用

。

利亚普诺夫

的理论就是一例
。

从上述历史事实
，
得到两点教训

�

今

后我们应使控制理论研究工作紧紧地跟上

控制技术发展形势
，
并尽量利用理论

， 一

包

括现有理论和原有理论
。

当前迫切的任务是使控制理论跟上计

算技术
，
并配合大系统

。

还应注意工业中的一些新技术
，
如新

的能量生产技术和新的能量分配方式以及

种种新的生产过程技术
。

控制理论必然要

配合这些新技术作更进一步的发展
。

�
’

� �

〔附注 〕 上述内容是本报告正文 。

其

注释部分和有关参考文献因过长而删去
。

本报告曾于����年�月在单位内部宣讲过 。

经讨论后
，

作了部分文字修改
。

现在 看 来，

这份报告还值得大家参考
。

希各位指正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