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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密启用前 

 

重 庆 邮 电 大 学 
 

2022 年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入学考试试题 

 

科目名称：自动控制原理（A）卷 

  

科目代码：         805  

 

考生注意事项                                         

1、 答题前，考生必须在答题纸指定位置上填写考生姓名、报考单 

位和考生编号。 

2、 所有答案必须写在答题纸上，写在其他地方无效。原则上按顺

序作答，所有答案必须标注题号。 

3、 填（书）写必须使用黑色字迹钢笔、圆珠笔或签字笔。 

4、 考试结束，将答题纸和试题一并装入试卷袋中交回。 

5、 本试题满分 150 分，考试时间 3 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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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填空题（本大题共 10小题，每小题 4 分，共 40分） 

1. 控制系统的数学模型取决于系统的          和         ，与外作用和初始条件无关。 

2. 闭环非主导极点可以             （增大/减小）系统阻尼，且这种作用将随闭环极

点接近虚轴而              （加剧/减弱）。 

3. 已知最小相位系统的开环相频特性表达式为： 

 

则要求相角裕度 时，系统传递函数                         ，截止

频率  =             。 

4. 零度根轨迹一般来源于两个方面，其一是                                    ，

其二是                                    。 

5. 已知系统特征方程 ，则系统在 s 右半平面和虚轴上的

根的数值分别为          ，          。 

6. 已知某单位负反馈系统的单位阶跃响应为 ，则系统闭环传递函数为

              ，系统开环传递函数为 =              。 

7. 已知单位负反馈控制系统的开环传递函数为 ，则系统开环增益等

于                 ，时间常数等于                 。 

8. 已知单位负反馈系统的开环传递函数 ，则系统的阻尼比等

于          ，自然振荡频率等于         ，阻尼振荡频率等于        。该系统单

位阶跃响应的调节时间（误差带取 5%）等于             秒。 

9. 实际系统中普遍存在非线性因素。当一个系统中含有一个或多个具有非线性特性的元

件时，该系统称为非线性系统，其中典型的非线性特性包括继电特性、死区特

性、              、             、              等。在自动控制系统中，因

放 大 器 及 执 行 机 构 等 受 电 源 电 压 或 功 率 的 限 制 常 常 出 现 非 线 性 特 性

为                。 

10. 已知系统微分方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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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系统的奇点为                ，奇点类型为                。 

二、分析计算题（本大题共 7小题，共 110分） 

11. (10 分)已知直流电动机调速系统的原理如图 1 所示，图中： 为参考电压； 为放

大器输出电压， 为电动机电枢电流； 为电动机电磁转矩，

为电动机转速； 为电动机电枢反电势， ； 为放大器增益； 为

电枢电路电阻； 为电枢电路电感； 为电动机轴上转动惯量； 为电动机轴上粘性摩擦

系数； 为测速发电机输出电压， 。试绘出系统结构图，并求系统传递函数

。 

 

图 1 直流电动机调速系统 

 

12. （15 分）某控制系统的结构图如图 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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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系统结构图 

（1）试求 K1 和 K2的值，使系统闭环极点配置在 处； 

（2）试求 ，使系统在输入 单独作用下无稳态误差； 

（3）试求 ，使系统在扰动 单独作用下无稳态误差。 

13. (15 分)设控制系统结构如图 3所示： 

（1）分析说明内反馈环节 Ks对系统稳定性的影响；

 
（2）求系统静态位置误差系数 Kp，静态速度误差系数 Kv，静态加速度误差系数 Ka，并说

明内反馈对系统稳态误差的影响。

 

 

图 3 控制系统结构图 

 

14. （15 分）已知某控制系统的结构图如图 4所示。 

 

图 4 系统结构图 

（1）绘制  时闭环系统根轨迹图； 

（2）试求当输入单位斜坡信号，系统稳态误差小于 0.5时的 k值范围。 

 

15. （15 分）已知单位反馈系统的开环传递函数 ，若希望系统闭

环极点都具有小于-1 的实部，试用奈奎斯特判据确定 K 的最大值。（提示：先作变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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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20 分）已知系统结构图和开环对数频率特性曲线如图 5 所示。要求： 

（1）确定使闭环系统具有欠阻尼状态和开环增益 K的范围； 

（2）当阻尼比 时，求系统的开环增益 K及系统的动态性能 和  

（3）当开环增益 时，求系统的速度误差 。 

 

图 5 结构图与开环对数频率特性图 

 

17. （20分）已知单位负反馈控制系统结构如图 6 所示，控制器 ，控制对象模型为

。 

 

图 6 单位负反馈控制系统 

（1）当 时，画出系统开环对数幅频特性图和相频特性图，并求出系统的截止频率

和相角裕度； 

（2）当校正装置 分别为如下模型时，试分别分析其特性及其在串联校正中的作用； 

 

（3）如果要使闭环系统对斜坡输入误差为零，且校正后系统穿越频率为 2 rad/s，相角稳

定裕度为 45o， 应选择（2）中哪种装置，并确定所选装置的参数 K和 T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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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