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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程的目的与任务

◼自动化专业的性质与培育目标；

◼自动化的内容、作用和地位；

◼自动化科学与技术的发展历史；

◼自动化科学与技术中的一些基本概念；

◼自动化的发展概貌、应用领域及展望；

◼自动化专业的教学与教育内容；

◼大学学习生活的特点与学习方法。



课程安排

◼教学形式：

◼课堂教学

◼专题讲座

◼实验教学

◼授课对象：

◼自动化及相关专业低年级大学生

◼对自动化专业及教育感兴趣的有关人士

◼考核方式：

◼平时作业40%

◼期末专题70%

课程在线：
（1）http://syxt.xjtu.edu.cn/

（2）http://www.icourses.cn/

（3）http://219.245.40.136:8080/

http://www.icourses.cn/


教材与参考书

万百五、韩崇昭、蔡远利. 《自动化（专业）概论》(4th 版)

武汉理工大学出版社， 2019年.

万百五、韩崇昭、蔡远利，《控制论——概念、方法及应用》
（第2版），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7

有些内容初学者比较不易理解

适用于大学学习的整个过程

可以作为在校期间专业学习的导引

200多家高校采用



主 要 内 容

1. 专业培养目标和人才素质要求

2. 自动化的概念和发展简史

3. 自动控制系统的类型和组成

4. 基本的控制方法

5. 控制和自动化的应用范畴

6. 控制和自动化的展望

7. 自动化类专业的教学安排

8. 学习原理与学习方法



1、自动化专业培养目标和人才素质要求



自动化系统若干实例

◼服务机器人

◼水温控制系统

◼导弹制导系统

◼自动化指挥系统（C3I系统）

◼电冰箱、电饭煲、洗衣机等

◼汽车巡航控制系统

◼汽车防碰撞系统

◼汽车自动泊车系统

◼卫星导航与定位系统



酒店服务器机器人

2020年6月2日入住北京市朝阳区一家酒店的故事：

➢语音应答系统；

➢机器人门口电话通知；

➢物品运输。



幼儿编程教育机器人



水温控制系统

手动控制

自动控制



导弹制导

 

1-目标跟踪雷达 2-导弹导引雷达 3-计算机 4-导弹发射架



什么是自动化？

◼自动化（Automation）是指机器或装置在无人干预的情

况下按规定的程序或指令自动地进行操作或运行。

◼广义上，自动化还包括模拟或再现人的智能活动。

◼自动化是人类科学与技术高度发展带来的最重要的结晶，

是一个国家或社会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标志。



自动化技术的主要特点

◼减少或避免繁重的体力劳动，取

代或代替部分脑力劳动。

◼扩展和放大人的功能并创造新的

功能，使人从恶劣、危险的工作

环境中解放出来 。

◼可以极大地提高劳动生产率。

◼扩展人的体力和脑力功能，增强

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



什么是自动控制？

◼自动控制（Automatic Control）是关于受控系统的分析、设计和

运行的理论和技术，是自动化的核心和基础 。

◼自动化主要研究的是人造系统的控制问题 ，对于工程系统而言，

两者的含义是相近的。

◼对社会、经济、生物、环境等非人造系统的控制问题，形成了

生物控制、经济控制、社会控制及人口控制等分支。



学科指导思想——Cybernetics

◼维纳1948年创立控制论，他将控制论定义为

“研究动物和机器中控制和通信的科学”。

◼随着计算机技术的高速发展和应用，控制论

已经成为研究各类系统中共同的控制规律的

科学。

◼我国著名的科学家钱学森创造性地发展了控

制论——工程控制论。



与其他学科的关系

◼能源、动力、化工、机械等学科主要考虑物质流动与能量交换，本学科主

要关注信息获取、信息传播、信息处理、信息存储和信息利用等信息流问

题。

◼与一般的信息学科也不同，本学科面向实际系统，研究信息的获取、处理

和利用的方法和技术，特别着重于对系统行为进行干涉与控制以实现人们

期望的目标。

◼本学科用较抽象的方式来研究一切控制系统的信息传输和信息处理的特点

和规律，研究不同的控制规律达到不同的控制目的。



自 动 化 的 作 用

1. 提高社会生产率和工作效率；

2. 改善人的生产与生活条件；

3. 节约能源和原材料消耗；

4. 保证产品质量；

5. 改善劳动条件，减轻体力、脑力劳动；

6. 改进生产工艺和管理体制。

自动化是一个国家或社会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标志



自动化的研究内容

◼有反馈控制和信号处理两个方面，包括理论、方法、应
用、硬件和软件等。

◼从应用观点来看，研究内容有：

◼过程工业自动化

◼机械制造自动化

◼武器及军事自动化

◼办公室自动化

◼家庭自动化等。

主要工具：数学/计算机



[控制科学与工程]学科组成

自动化专业是一个口径宽、适应面广的专业，具有明显的跨学
科特点。对实现我国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对
迅速提升我国综合国力具有重要和积极的作用。



自动化类专业

◼探测、制导与控制

◼电力系统自动化

◼机械制造自动化

◼化工自动化

◼冶金自动化

◼农业机械自动化

◼指挥自动化

◼交通管理自动化

◼办公自动化等

自动化是我国“最大的”专业



自动化专业的培养目标

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掌握科学思维方法并具有实际动手能力的控制

科学与工程领域的高级专门人才。

在自动控制理论、控制系统分析与设计、工业控制、人工智能、计算机应

用、信号处理、系统建模与仿真以及检测技术等方面，掌握坚实的基础理

论和系统的专业知识;

具备在工业、农业、交通、能源、国防各部门和行业从事信息及控制系统

的设计、分析、集成、管理、维护及开发的能力;

具有创新和开拓精神以及从事科学研究的基本素质。

如何将培养目标具体化、时代化、个性化？



学科属性——技术科学

科学（Science）是指对各种事实和现象进行观察、分
类、归纳、演绎、分析、推理、计算和实验，从而发现
规律，并对各种定量规律予以验证和公式化的知识体系。
科学的任务是揭示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探求真理，作
为人们改造世界的指南。

科学

基础科学 技术科学



技术

工程技术 农业技术 医疗技术

学科属性——工程技术

技术（Technology）是指人类根据生产实践经验和自然科学原理改变或控制其环境的手

段和活动，是人类活动的一个专门领域。技术的任务是利用和改造自然，以其生产的产

品为人类服务。

工程（Engineering）是指应用科学知识使自然资源最好地为人类服务的专门技术。



关键术语

系统（System）是指由相互关联、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的一些部分组成的

具有某种功能的有机整体。

控制（Control）是指为了改善系统的性能或达到特定的目的，通过信息的

采集和加工而施加到系统的作用。

反馈（Feedback）是指将系统的实际输出和期望输出进行比较，形成误差，

从而为确定下一步的控制行为提供依据。

调节（Regulation）是指通过系统的反馈信息自动校正系统的误差，使诸

如温度、速度、压力或位置等参量保持恒定或在给定范围之内的过程。



相关概念

信息（Information）是指符号、信号或消息所包含的内容，用来消除对客

观事物认识的不确定性。

管理（Management）是指为了充分利用各种资源来达到一定的目标而对

社会或其组成部分施加的一种控制。

决策（Decision Making）是指为最优地达到目标，对若干准备行动的方案

进行选择。



自动化专业人才的素质要求

◼快速发展的二十一世纪

◼经济全球化

◼全球信息化

◼不断涌现的新成就

◼新材料、新工艺、新能源

◼生命科学、信息科学、系统科学、航空与航天

◼互联网、物联网、AI、ChatGPT等

极大地改变着我们的生产、生活、科学
研究、产品设计与开发等的方式及模式



自动化专业人才的素质要求

（1） 认知和技能方面

（2） 思想和情感方面

（3） 意识和意志方面

（4） 其他方面

◼至少需要回答：

◼会不会去做

◼可不可以做

◼值不值得做

◼应不应该做



认知和技能素质要求

①掌握数理等基础理论的原理和方法；

②了解机械、力学、电器、化工等相关学科的一般原理和方法；

③掌握计算机、通信、电子等关联学科的基本原理、方法和应用以及相应的

实验仪器和技能；

④掌握控制系统分析和综合（设计）等专业知识和方法；

⑤掌握系统仿真、科学计算、软硬件开发等科学实验方法和技术；

⑥有哲学、方法论、经济学、历史、法律、伦理、社会学、文学、艺术等人

文社会科学方面以及军事方面的基本知识；



认知和技能素质要求

⑦具有良好的资料收集、文献检索以及口头表达和书面写作等技巧和能力，

并形成很强的自主学习能力；

⑧具有辨证的、逻辑的、形象的和创造的科学思维方式和对事物进行统计、

分析、综合、归纳的技能，并形成较强的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

能力；

⑨具有一定的适应、协调、合作、组织和管理能力。



思想和情感素质要求

◼政治品质

◼热爱祖国、关心集体、尊敬师长、爱护同志和家人，关心国家大事、时

事政治，有较强的法治、法规观念;

◼思想品质

◼树立了积极向上的人生观、正确的价值观和辨证唯物主义世界观；

◼道德品质

◼有良好的品德修养和文明的行为准则，具有敬业精神和职业道德。



意识和意志素质要求

◼ 实践意识

◼ 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不迷信书本、不迷信权威。

◼ 质量意识

◼ 认认真真做好每一件事，在研制和开发的每一个环节都坚持质量至上的思想。

◼ 协作意识

◼ 现代科学研究和现代工程已经很少是一个人可以独立完成的了，所以要能与同事协同
工作、协调配合。不会和他人协作的工程师，一定不会是一个合格的工程师。

◼ 创新与竞争意识

◼ 现代社会是充满挑战和竞争的社会，只有那些不断追求新意境、新见解、敢于竞争的
人才能把握机遇、走向成功。

◼ 坚毅意志

◼ 人生路漫漫，每个人在生活、学习和工作中都可能遇到这样或那样的困难和挫折，要
敢于面对困难、善于克服困难。



其他素质要求

① 学风上勤奋、严谨、求实、进取；

② 作风上谦虚、谨慎、朴实、守信；

③ 具有健康的心理、务实的心态；

④ 具有健全的体质、良好的体能；

⑤ 拥有旺盛的精力、敏捷的思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