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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控制技术是一种机械自动控制方式, 能够让机械

设备在无人控制的情况下自动运行。智能控制主要由三个

部分组成,分别是人工智能、自动控制以及运筹学。其中人

工智能就是一个知识处理系统,具备对信息进行处理,并对

知识进行学习和记忆等功能。而自动控制则是一种具有动

力学特性的动态反馈系统；运筹学简单来说就是一种优化

的方法,主要由线形规划设计、网络规划管理以及科学调度

等组成,其能够对机械进行定量处理。这三个部分是智能控

制技术应用的基础,能够有效的解决系统中时间、线性等问

题。

1机电一体化技术的概述

机电一体化技术是指将微电子技术、信息技术和机械

技术及传感器等多种技术相结合, 并在实际的生产和生活

中应用的综合性技术。从硬件方面来说,机电一体化是由计

算机、电子装置和机械装置等组成的,管理和控制系统及设

备通过计算机技术和电子技术来完成。它的应用对象一般

是机电一体化系统和机电一体化产品, 产品主要由五部分

组成,分别是：动力部分、执行、信息处理和控制、信息处理

和控制装置、机械结构

2智能控制技术的主要特征分析

智能控制技术融合了不同学科技术,包括微电子技术、

机械技术、信息技术等,是在多门学科的交叉下产生的一门

技术,其特征主要表现为：(1)智能控制是在传统控制的基础

上发展而来的,属于高级控制。具有处理信息的综合能力较

强,实现全局优化系统的特点。此外,智能控制在结构上引入

了分布式、分级式和开放式等多种结构。(2)智能控制的对象

宽泛,且任务复杂,具有极强的不确定性。传统控制对象和任

务都比较单一。在系统设计方面,传统控制的重点在于运用

动力学方程、传递函数、运动学方程来描述系统,而智能控

制系统更加侧重于数学模型、设计推理、识别环境和符号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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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当前机电一体化系统中已经广泛应用了智能控制技术,其不仅对人们生活环境具有改善作用,同时也促进了社会经

济的发展。并且只有更好地应用智能控制技术,并让其应用更加广泛,才能充分发挥机电一体化系统的功能。基于此,本文概

述了机电一体化技术,阐述了智能控制技术的主要特征,对智能控制技术在机电一体化系统中的应用进行了简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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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益门镇水文站最小月平均流量频率计算成果表

综合 2种方法,考虑城市生态环境要求,最终确定生态

流量为 0.45m3/s

4.3旱警流量确定

依据需水量分析,现状年,益门镇水文站下游河道年生

态环境流量为 0.45m3/s；在远期,上游生活用水量增加 72万

m3,折合流量为 0.03m3/s。

益门镇水文站旱警流量确定为 0.5m3/s。

5合理性分析

(1)小于旱警流量年次统计

根据益门镇水文站 1972～2012年最小月平均流量统

计资料,该站 42年间最小月平均流量低于或接近旱警流量

0.50m3/s的年次为 11,出现频率为 26.2%,相当于 3年一遇,

基本符合实际情况。

(2) 根据益门镇水文站 1971～2012年各年最小月平均

流量统计资料, 最小月平均流量低于或接近旱警流量的月

份主要集中在冬、春季,出现在 1月、2月,所占比例分别为

64%、18%。统计结果见表 6。

表 6 益门镇水文站 1971～2012 年小于或接近旱警流量

月份统计表

(3) 根据建国后陕西省旱灾统计,1993～2001为连续干

旱年其中 1997年为全省特大干旱年。因此,该站小于或接

近旱警流量出现的年份与历史干旱年份对照是一致的。

6结语

通过对益门镇水文站历年径流分析计算、综合生态环

境流量、依据现状年需水量分析及及合理性分析检查,确定

益门镇水文站旱警流量确定为 0.5m3/s,是合理的。

参考文献：

[1]张艳玲.陕西省主要江河水库旱警水位(流量)确定

及思考[J].中国防汛抗旱,2017,27(05):100-103.

[2]李娜.陕西渭南涧峪水库旱警水位确定分析[J].陕

西水利,2017(06):26-28.

[3]陈鸿文.水库旱警水位确定及其影响因素探讨[J].

广东水利水电,2015(02):10-13.

不 同 频 率 月 最 小 流 量 （ m
3
/ s）  多 年 平 均 流 量  

（ m
3
/ s）  

C v  C s / C V 
P = 5 0 %  P = 7 5 %  P = 9 0 %  P =  9 5 %  

0 . 4 6  0 . 3 6  3 . 5 6  0 . 4 3  0 . 3 4  0 . 2 8  0 . 2 6  

 
月份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出现次数 7 2 0 0 0 0 0 0 0 0 1 1 

 

56- -



Copyright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reative Commons Attibution-Non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c

Hydropower and Water Resources水电水利
第 2卷◆第 6期◆版本 1.0◆2018年 6月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529-7821

及知识库。(3)在学习功能、适应功能以及组织功能等功能方

面,智能控制系统要更胜一筹,即使是在较为复杂的工作条

件下,或者被控制对象较为复杂的情况下,都有极强的克服

能力。此外,智能控制系统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实现了拟人

和仿人智能的功能。同时智能控制系统的混合控制过程可

以用数学实现, 一些非数学的广义模型也可以描述出来,使

用的是多模态控制方式,这种方式是定性决策、定量控制和

开闭环控制相互结合的体现。

3智能控制技术在机电一体化系统中的应用分析

3.1智能控制技术在数控一体化中的应用分析

随着科学技术水平的不断发展, 促进了机电一体化系

统的进步。而数控技术作为机电一体化系统发展中十分重

要的部分, 其不仅能够帮助机电一体化系统完成各项智能

功能,同时其在扩展、延伸以及模拟等方面也发挥着十分重

要的作用。因此使用数控技术能够让机电一体化系统在实

际操作中完成智能监控、智能编程以及监理智能数据库等

工作,同时还能有助于机电一体化系统完成一些日常目标。

举例来说：数控技术能够针对一些算法不明确或者是不具

备明确结果的问题利用推理规则来对这些问题进行解决。

3.2智能控制技术在建筑机电工程中的应用

随着社会经济水平的提高, 人们生活质量有着质的飞

跃,因此人们开始对生活方式和环境提出了更高要求。而在

建筑机电工程中应用智能控制技术来提高建筑的智能化,

并为人们提供更为便捷的生活。因此智能建筑成为了我国

建筑行业发展的主流趋势。智能控制在建筑机电工程中的

应用主要表现在照明通信系统以及空调系统两个方面。首

先是照明通信系统。所谓的通信系统简单来说就是互联网

通信, 而智能通信系统能够利用控制器来实时监控小区用

户的通讯线路,可以在发生故障时,第一时间对故障线路进

行检修和维护,从而为小区用户的稳定通讯提供保障。而照

進明系统顾名思义就是对建筑中的照明 行有效的控制,照

明系统控制的主要内容包括了照明时间、照明逻辑以及照

明系统节能灯等方面；最后就是空调系统的控制。智能空调

系统能够模拟四级的温度变化, 并利用风阀对空调进行调

节,有利于净化室内的控制,并提高能源的使用效率。

3.3智能控制技术在机器人中的应用分析

对于机器人而言, 机器人的动力系统才是其运行的关

键。而机器人的运行系统还具备许多的特性,例如非线性、

时变性以及强耦合等。此外,在机器人控制参数系统中,由于

其存在多边变性以及多任务性特点, 十分符合智能控制技

术对于应用条件的要求。而将智能控制技术应用于机器人

操作中,其主要实现机器人四个方面的智能控制；一是利用

专业控制系统来建模、监测、定位以及规划控制机器人的运

动环境；二是智能控制机器人手臂的姿态以及动作等；三是

智能规划机器人的行走轨迹以及行走路径等；四是智能控

制机器人的传感器信息融合以及视觉处理等。

3.4智能控制技术在交流伺服系统的应用

对于机电一体化系统而言, 交流伺服系统在其中发挥

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所谓的交流伺服系统就是一种转化电

信号来对机械进行控制的转换装置系统。而在交流伺服系

统中应用智能控制技术, 一方面有利于提高工业生产的效

率,同时也能大大降低生产的成本。在交流伺服系统运行过

程中,由于其运行情况较为复杂,因此容易出现负载扰动、运

行参数变化或者强耦合等问题,不利于该系统的运行。一般

情况下,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要根据实际运行的情况来建立

相关的数学模型, 然而数学模型的精确度是无法保证的,然

而这时无法满足工业生产下交流伺服系统运行的高要求

的。而智能控制技术的应用有效的解决了该问题,一方面提

高了数学模型的精确度, 同时还对各种运行的指标进行了

合理的调整, 大大满足了工业生产对于交流伺服系统运行

的要求。

3.5智能控制技术在机械制造过程中的应用分析

机械制造作为机电一体化系统中不可缺少的关键部

分,对于机械制造技术而言,计算机辅助技术和智能控制相

结合的机械技术是目前我国最先进的机械制造技术, 其能

够实现机械制造的智能化。机械制造技术的智能化主要是

通过利用计算机技术来模拟人体大脑运行的情况, 以此来

完成机械制造中部分的脑力劳动, 进而完成机械制造的过

程。在此过程中,首先是使用智能控制技术来使用神经网络

模拟机械制造的实时情况, 并将采集来的信息使用传感器

的融合技术来进行相关的处理, 并修改控制模式中的一些

参数与数据。目前在我国机械制造领域中,智能控制技术的

应用范围十分的广泛,其主要应用于智能学习、智能传感器

以及智能诊断机械故障等方面, 大大推动了我国机械制造

领域的发展。

4结束语

综上所述,随着科技的进步发展,使得机电一体化系统

中的智能控制技术应用日益广泛, 其不仅有效解决了机电

一体化系统实践过程中难以避免的难题外, 同时还能帮助

工作人员减少工作量,促进了我国各行各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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