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 春《过程控制系统》期末考查内容、相应例题及答案 

注：2024 春过程控制系统考试，题型均为综合题，每题分值都很大。基本都能

在 PPT 中找到相应例题。下面给出 PPT 上的例题或相关的作业题，并标注出知

识点对应的 2024春课件 PPT 序号。 

PPT 链接（校内网络下访问）： 
https://open.osa.moe/openauto/AUTO3007/slides/2024%E6%98%A5%E8%A
F%BE%E4%BB%B6 

期末考试题目（回忆版）及对应例题 

一．模型预测控制的特点（第 18 次课 ppt） 

二．压力表的选择(类型、测量范围、精度)并简述理由（第

2 次课 ppt） 

作业题： 

 

三．热电偶（第 2 次课 ppt、第 3 次课 ppt） 

叙述三种热电偶冷端补偿的方法 

查表法算温度，并说明查表法的过程使用了哪种原理 

PPT 例题： 

用 K 型热电偶测量某加热炉的温度。测得的热电势 𝐸𝐸(𝑡𝑡, 𝑡𝑡0) = 36.122 mV，

而自由端的温度 𝑡𝑡0 = 30 ℃，求被测的实际温度。 

https://open.osa.moe/openauto/AUTO3007/slides/2024%E6%98%A5%E8%AF%BE%E4%BB%B6
https://open.osa.moe/openauto/AUTO3007/slides/2024%E6%98%A5%E8%AF%BE%E4%BB%B6


 

四．分析转子流量计在流量减少时的过程和平衡条件，并总

结工作原理（第 5 次课 ppt） 

五．机理法建模与测试法建模 

简述机理法建模步骤（第 6次课 ppt） 

由响应曲线对单容自衡过程和非自衡过程建模（第 7次课 ppt） 

六．水箱液位建模 

 

分析被控对象和控制对象（第 10次课 ppt、第 11次课 ppt） 

判断各个环节的正反作用，并简述理由（第 13次课 ppt） 

简述 PID 机理，并概述临界比例法整定参数的过程（第 13次课 ppt） 



七．流通能力系数 C 的计算 

（根据 PPT 例题改编，修改了部分参数。红框内公式最好记一下并注意单位及

含义，不记得试卷上有没有提供。） 

 

八．复杂控制系统简答 

简述串级控制的四个优点（第 15次课 ppt） 

简述前馈-反馈控制的优点（第 17次课 ppt） 

九．大滞后过程的 Smith 预估补偿控制（第 17 次课 ppt 最

后部分与第 18 次课 ppt 开头） 

给定系统方框图，要求框选广义调节器并计算广义调节器传函。 

计算 smith 预测补偿下输出与干扰信号的关系（求传递函数），并分析 smith
预测控制对干扰信号的作用。 

十．解耦控制（第 18 次课 ppt） 

给定方框图，计算相对增益矩阵。 

判断配对是否正确，若正确，用前馈补偿对其进行解耦，画出框图，并写出

各个传函。 



对应例题答案 

一．模型预测控制的特点 

答： 

1、简化了建模过程和计算； 

2、采用了滚动优化策略； 

3、预测控制算法除一般线性过程外，已推广到有约束条件、大时延、非线性等

过程，获取较满意的控制效果； 

4、鲁棒性好。 

二．压力表的选择(类型、测量范围、精度)并简述理由 

（作业题答案） 

 

  



三．热电偶 

问：叙述三种热电偶冷端补偿的方法 

答：查表法（计算法）、仪表零点调整法、冰浴法、补偿电桥法、半导体

PN 结补偿法。（任选三种进行叙述，具体表述见 PPT） 

问：查表法算温度，并说明查表法的过程使用了哪种原理 

（例题答案） 

 

查表法的过程中使用了中间温度定律。 

四．分析转子流量计在流量减少时的过程和平衡条件，并总

结工作原理 

（答案略，见第 5次课 ppt） 

五．机理法建模与测试法建模 

问：简述机理法步骤 

答：机理法建模的步骤如下： 

1、根据过程和模型使用目的作出合理假设。 

2、根据被控过程内在机理建立数学模型。依据物料、能量的动态平衡关系

以及各种基本定律和方程，得到描述过程动态特性的方程组。 

3、简化。如采用忽略次要参数、模型降阶处理等方法。 

问：由响应曲线对单容自衡过程和非自衡过程建模 

（答案略，见第 7次课 ppt） 

  



六．水箱液位建模 

 

分析被控对象和控制对象 

判断各个环节的正反作用，并简述理由 

简述 PID 机理，并概述临界比例法整定参数的过程 

（略，PPT 上都有） 

七．流通能力系数 C 的计算 

答： 

𝐶𝐶 = 𝑄𝑄� 𝜌𝜌
10Δ𝑃𝑃

= 31 × � 971
10×2.0×100×0.5

≈ 30.547，故选择 32。 

 

八．复杂控制系统简答 

问：简述串级控制的四个优点 

（仅供参考，请结合 PPT 内容自行整合） 

 

串级控制系统相对于单回路控制系统优势： 

1. 提高系统的工作频率； 



2. 改善对负荷变化的适应能力（副回路增益与变送器增益成反比）； 

3. 抗干扰能力； 

4. 减小控制通道的时间常数。 

问：简述前馈-反馈控制的优点 

（需要自行概括理解表达） 

 

 

  



九．大滞后过程的 Smith 预估补偿控制（第 17 次课 ppt 最

后部分与第 18 次课 ppt 开头） 

给定系统方框图，要求框选广义调节器并计算广义调节器传函。 

计算 smith 预测补偿下输出与干扰信号的关系（求传递函数），并分析 smith
预测控制对干扰信号的作用。 

（答案略，见相应 ppt） 

 

十．解耦控制（第 18 次课 ppt） 

给定方框图，计算相对增益矩阵。 

判断配对是否正确，若正确，用前馈补偿对其进行解耦，画出框图，并写出

各个传函。 

（答案略，见相应 p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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