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一定（？

低 中 高

零点 极点

注：通常增加开环极点,将导致系统根轨迹向右移动,使系统稳定性变差;

相反选择增加开环零点,会让系统的根轨迹相左边移动,系统的稳定性变好。

剪切频率Wc   快速性

相位裕度γ     稳定性

单输入单输出系统**传递函数没有零极点对消**，那么它的任意一个状态空间的实现均为能控且能观的

模拟卷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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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递函数应该是系统的微分方程经过拉普拉斯变换之后得到的，表示了输入和输出拉普拉斯变换的关系，也可以理解为是系

统冲击响应的拉普拉斯变换

串联超前校正       超前环节具有正相角，提高稳定性、提高快速性，但是无助于稳态精度

串联迟后校正           迟后环节具有负相角可以提高稳定性和稳态精度，但是快速性较低

串联迟后-超前校正   可全面提高系统的控制性能

期望频率特性法        简单、直观,可适合任何形式的校正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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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跃

20
分母每一项化为标准形式(as+1)，原式=20/(0.1s+1)(0.2s+1)

快速性 准确性 稳定性

能控性 能观测性

闭环系统特征方程的根（闭环极点）都分布在s平面的左半平面（有负

实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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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减小最大超调量就要增大阻尼比。会引起上升时间、峰值时间变大，影响系统的快速

性。

超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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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大了系统无阻尼震荡频率，减小系统的阻尼比，降低了系统的动态性能。误差系数有所

增大，减小了稳态误差，因而提高了系统的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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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幕剪辑的捕获时间: 2022/9/3 22:41

迟后超前校正
2022年9月3日 2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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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幕剪辑的捕获时间: 2022/9/3 2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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