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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在开发的微流控 ＰＣＲ检测仪基础上对温度循环控制算法进行了改进设计。设计了经典 ＰＩＤ控制

器，在控制算法上研究了模糊 ＰＩＤ算法，并用 Ｍａｔｌａｂ构建 Ｓｉｍｕｌｉｎｋ仿真模型进行验证。仿真结果表明，传统 ＰＩＤ算

法的超调为 ８５％，调整时间为 ３４ｓ，控制精度达到 ００４４℃；模糊 ＰＩＤ算法的超调为 １４５％，调整时间为 １９４ｓ，

控制精度达到 ００１５℃。２种算法比系统原有控制精度（０１℃）均有显著提高。模糊 ＰＩＤ算法克服了传统 ＰＩＤ超

调较大的缺陷，大大缩短了调整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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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近年来，农产品与食品安全问题频现，给人们的

生活带来诸多健康隐患。因此对农产品产地环境中

水源污染的检测成为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之一。农

村水源中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如大肠杆菌等）的

检测是保障农产品安全的关键环节。微流控聚合酶

链反应（ＰＣＲ）是一种新的流动扩增 ＤＮＡ的技术，可
实现微量致病菌定性及定量检测。微流控 ＰＣＲ检
测设备中精准的温度循环控制对试验结果至关重



要。温度控制算法是 ＰＣＲ检测仪温度控制的核心，
ＰＣＲ检测仪快速的升降温控制和高精度的恒温控
制对温度控制算法有较高的要求。如果变性温度过

低，可能出现假阴性结果；如果退火温度过低，则导

致非特异性扩增而降低特异性扩增效率；而退火温

度过高，则会影响引物与模板的结合而降低 ＰＣＲ扩
增效率。因此 ＰＣＲ检测方法对反应过程的温度控
制有着极高的要求

［１］
。国内外学者在 ＰＣＲ检测仪

温度控制算法方面的研究很多
［２～６］

。单一 ＰＩＤ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ｉｏｎ）控制不能达到
高精度要求

［７］
，应用广、精度好的是模糊 ＰＩＤ算

法
［８～９］

。

本文对实验室研发的一套微流控 ＰＣＲ检测仪
的温度循环控制算法进行改进设计。用系统识别法

等效出内部变化及执行机构的数学模型。设计 ＰＩＤ
控制器，对控制算法进行优化设计与改进；并在此基

础上引入模糊控制
［１０～１２］

，研究模糊 ＰＩＤ算法，用
Ｍａｔｌａｂ构建 Ｓｉｍｕｌｉｎｋ仿真模型进行验证。

１　ＰＩＤ算法设计与仿真

１１　ＰＩＤ控制器设计
ＰＩＤ控制即比例积分微分控制，是最早发展起

来的控制策略之一，由于其算法简单、鲁棒性好和可

靠性高，被广泛应用于工业过程控制。ＰＩＤ控制器
是一种线性控制器，控制算式为

ｕ（ｔ）＝Ｋ (ｐ ｅ（ｔ）＋１Ｔｉ∫
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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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Ｋｐ———比例控制系数
ｕ（ｔ）———系统输入
ｅ（ｔ）———系统输出
Ｔｉ———积分时间常数
Ｔｄ———微分时间常数

在实际系统中将式（１）改写为

ｕ（ｔ）＝Ｋｐｅ（ｔ）＋Ｋｉ∫
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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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Ｋｉ＝Ｋｐ／Ｔｉ　Ｋｄ＝ＫｐＴｄ
式中　Ｋｉ———积分控制系数

Ｋｄ———微分控制系数
比例控制系数 Ｋｐ的作用是加快系统的响应速

度，比例控制系数越大，系统响应速度越快，系统的

调节精度越高，但容易产生超调，甚至会导致系统的

不稳定；比例控制系数过小，会降低系统调节精度，

系统响应速度变慢，调节时间变长，系统动态、静态

特性变坏。积分控制系数 Ｋｉ用于消除静差，提高系
统的无差度，Ｋｉ越大，积分作用越强。若积分作用
过强，可能引起系统的不稳定。微分控制系数 Ｋｄ的

作用是根据偏差的变化趋势调节系统控制量，在偏

差信号发生较大变化前，提前引入一个早期的校正

信号，起到加快系统动作速度，减少调节时间的作

用。若微分作用过强，则会引起系统振荡。

１２　ＰＩＤ算法 Ｍａｔｌａｂ仿真
微流控 ＰＣＲ温度控制系统数学模型的传递函

数为

Ｇ（ｓ）＝ ２０
ｓ（０３ｓ＋１）３

（３）

建立了 ＰＩＤ控制算法的系统仿真模型（图１）。

图 １　ＰＩＤ算法 Ｓｉｍｕｌｉｎｋ仿真

Ｆｉｇ．１　ＳｉｍｕｌｉｎｋｏｆＰＩＤ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利用 Ｚｉｅｇｌｅｒ Ｎｉｃｈｏｌｓ参数整定方法，按照以下

的步骤进行参数整定。

（１）令 Ｋｉ＝０、Ｋｄ＝０，Ｋｐ设置较小的值，使系统
稳定。

（２）逐渐增大 Ｋｐ值，使系统出现等幅振荡即临
界稳定状态，记下此时的临界振荡增益 Ｋｐｃｒｉｔ＝
０１４８，临界振荡周期 Ｔｃｒｉｔ＝３２７ｓ。

（３）由于控制对象含有积分环节，采用 ＰＤ控制
（取 Ｋｉ＝０），根据经验公式求得 ＰＤ参数值：Ｋｐ＝
０８Ｋｐｃｒｉｔ＝０１２，Ｋｄ＝０１２ＫｐｃｒｉｔＴｃｒｉｔ＝００６。该参数值
下得到系统的阶跃响应曲线如图２所示。

图 ２　ＰＩＤ算法阶跃响应

Ｆｉｇ．２　Ｓｔｅｐ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ｏｆＰＩＤ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由该阶跃响应曲线可以看出系统的超调量大约

为８５％，调整时间为 ３４ｓ，稳态误差为 ００４４℃，
较系统原控制精度０１℃有较大提高。

２　模糊 ＰＩＤ仿真

微流控 ＰＣＲ检测仪在温度控制过程中，为了提
高系统的反应效率，防止酶的活性受到影响，对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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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的超调量要求比较严格，尤其目标温度为变性

温度上下时，如果超调较大，温度过高，酶的活性将

会降低。传统 ＰＩＤ算法产生了比较大的超调，不能
满足系统要求。因此引入模糊控制与 ＰＩＤ相结合改
善传统 ＰＩＤ超调较大的缺陷。
２１　自适应模糊 ＰＩＤ算法原理

自适应模糊 ＰＩＤ控制算法是通过模糊算法根据
系统的偏差 ｅ和偏差变化率 ｄｅ对 ＰＩＤ的 ３个参数
进行自适应在线调整，用调整后的 ＰＩＤ参数进行控
制，其控制原理如图 ３所示。利用自调整模糊控制
器设计思想，根据偏差和偏差变化率等特征，通过模

糊推理作出相应的决策，在线整定 ＰＩＤ参数 Ｋｐ、Ｋｉ
及 Ｋｄ，以获得满意的控制效果。由于被控对象已含
积分环节，只需在线整定 Ｋｐ、Ｋｄ值。

图 ３　自适应模糊 ＰＩＤ原理框图

Ｆｉｇ．３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ｆｒａｍｅｏｆｓｅｌｆａｄａｐｔｉｖｅｆｕｚｚｙＰＩＤ
　

２２　模糊控制器设计
模糊控制器的设计包括 ３个重要部分：输入物

理量的模糊化、输出物理量的反模糊化及模糊规则

定义。系统输入物理量的模糊化包括温度偏差 ｅ的
模糊化及温度偏差变化率 ｄｅ的模糊化。将以上两
个变量的模糊子集设置为｛负大，负中，负小，零，正

小，正中，正大｝，记为｛ＮＢ，ＮＭ，ＮＳ，ＺＯ，ＰＳ，ＰＭ，
ＰＢ｝。ｅ的范围由 ＰＣＲ反应中温度的最大差值决
定，定义为（－４０，４０）。温度误差变化率由系统硬件
系统能支持的升降温速率决定，定义 ｄｅ的范围为
（－８，８）。２个输入物理量的隶属函数如图４所示。

系统输出物理量的反模糊化包括比例控制系数

Ｋｐ及微分控制系数 Ｋｄ，模糊子集设置｛负大，负中，
负小，零，正小，正中，正大｝，记为｛ＮＢ，ＮＭ，ＮＳ，ＺＯ，
ＰＳ，ＰＭ，ＰＢ｝。定义 Ｋｐ的范围为（０，０１），定义 Ｋｄ范
围为（０，００７）。２个输出物理量的隶属函数如图 ５
所示。

模糊控制的关键在于能够总结经验，建立合适

的控制规则表。表 １为 Ｋｐ及 Ｋｄ的控制规则表。根
据表１设计的控制器将产生４９条模糊规则。
２３　模糊 ＰＩＤ算法 Ｍａｔｌａｂ仿真

模糊 ＰＩＤ算法的 Ｓｉｍｕｌｉｎｋ仿真如图６所示。模

糊 ＰＩＤ算法中 Ｋｐ、Ｋｄ自适应调整及阶跃响应如图 ７

图 ４　输入物理量 ｅ和 ｄｅ的隶属函数

Ｆｉｇ．４　Ｍｅｍｂｅｒｓｈｉｐ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ｏｆｅａｎｄｄｅ

图 ５　Ｋｐ和 Ｋｄ隶属函数

Ｆｉｇ．５　Ｍｅｍｂｅｒｓｈｉｐ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ｏｆＫｐａｎｄＫｄ
　
所示。

模糊 ＰＩＤ算法的调节时间为１９４ｓ（２％误差），
超调１４５％。上升时间短，可以满足 ＰＣＲ反应系统
升降温速度快的要求，且具有较小的超调。稳态误

差达到００１５℃，满足系统稳态精度高的要求。

３　结果与分析

基于上述分析和设计，对传统 ＰＩＤ和自适应模
糊 ＰＩＤ两种控制算法进行了仿真对比。仿真结果如
图８所示。

从仿真结果来看，自适应模糊 ＰＩＤ算法克服了
传统 ＰＩＤ超调较大的缺陷，还大大缩短了调整时间，
无论在超调量和响应时间方面都优于传统 ＰＩＤ算
法，并具有较高精度。因此，将模糊控制与常规 ＰＩＤ
结合可以发挥两者的优势，能够更有效更准确地控

制微流控 ＰＣＲ系统的温度循环，更好地满足 ＰＣＲ
系统反应要求。

７９２增刊　　　　　　　　　　　　　　　　李莉 等：微流控 ＰＣＲ温度控制算法设计



表 １　Ｋｐ和 Ｋｄ的控制规则

Ｔａｂ．１　ＣｏｎｔｒｏｌｒｕｌｅｓｏｆＫｐａｎｄＫｄ

ｅ
ｄｅ

ＮＢ ＮＭ ＮＳ ＺＯ ＰＳ ＰＭ ＰＢ

ＮＢ ＰＢ／ＰＳ ＰＢ／ＮＳ ＰＭ／ＮＢ ＰＭ／ＮＢ ＰＳ／ＮＢ ＺＯ／ＮＭ ＺＯ／ＰＳ

ＮＭ ＰＢ／ＰＳ ＰＢ／ＮＳ ＰＭ／ＮＢ ＰＳ／ＮＭ ＰＳ／ＮＭ ＺＯ／ＮＳ ＮＳ／ＺＯ

ＮＳ ＰＭ／ＺＯ ＰＭ／ＮＳ ＰＭ／ＮＭ ＰＳ／ＮＭ ＺＯ／ＮＳ ＮＳ／ＮＳ ＮＳ／ＺＯ

ＺＯ ＰＭ／ＺＯ ＰＭ／ＮＳ ＰＳ／ＮＳ ＺＯ／ＮＳ ＮＳ／ＮＳ ＮＭ／ＮＳ ＮＭ／ＺＯ

ＰＳ ＰＳ／ＺＯ ＰＳ／ＺＯ ＺＯ／ＺＯ ＮＳ／ＺＯ ＮＳ／ＺＯ ＮＭ／ＺＯ ＮＭ／ＺＯ

ＰＭ ＰＳ／ＰＢ ＺＯ／ＰＳ ＮＳ／ＰＳ ＮＭ／ＰＳ ＮＭ／ＰＳ ＮＭ／ＰＳ ＮＢ／ＰＢ

ＰＢ ＺＯ／ＰＢ ＺＯ／ＰＭ ＮＭ／ＰＭ ＮＭ／ＰＭ ＮＭ／ＰＳ ＮＢ／ＰＳ ＮＢ／ＰＢ

　　注：ＰＢ／ＰＳ表示 Ｋｐ为 ＰＢ，Ｋｄ为 ＰＳ，其他以此类推。

图 ６　模糊 ＰＩＤ算法 Ｓｉｍｕｌｉｎｋ仿真

Ｆｉｇ．６　ＳｉｍｕｌｉｎｋｏｆｆｕｚｚｙＰＩＤ
　

图 ７　Ｋｐ和 Ｋｄ自适应调整及模糊 ＰＩＤ阶跃响应

Ｆｉｇ．７　Ｓｔｅｐ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ｏｆｆｕｚｚｙＰＩＤ
（ａ）Ｋｐ自适应调整　（ｂ）Ｋｄ自适应调整　（ｃ）模糊ＰＩＤ阶跃响应

　

图 ８　传统 ＰＩＤ与模糊 ＰＩＤ系统响应性能比较

Ｆｉｇ．８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ＰＩＤａｎｄｆｕｚｚｙＰＩＤ
　

　　最后，系统采用模糊 ＰＩＤ算法进行整个反应过
程的仿真试验。分别测试了从 ７２℃上升到 ９５℃的
上升曲线、从９５℃下降到６０℃的下降曲线和系统的
　　

循环曲线。图 ９即为模糊 ＰＩＤ算法下微流控 ＰＣＲ
反应中温度变化曲线。

图 ９　系统温度循环曲线

Ｆｉｇ．９　Ｔｈｅｒｍｏｃｙｃｌｅｏｆｗｈｏｌｅｓｙｓｔｅｍ
（ａ）温度上升曲线　（ｂ）温度下降曲线　（ｃ）温度循环曲线

　

４　结束语

在研究开发的微流控 ＰＣＲ检测仪样机基础上
对温度循环控制算法进行了改进设计。设计了经典

ＰＩＤ控制器和模糊 ＰＩＤ控制器，并进行温度控制算
法研究，最后用 Ｍａｔｌａｂ构建 Ｓｉｍｕｌｉｎｋ仿真模型进行
验证。仿真结果表明，传统 ＰＩＤ算法的超调为
８５％，调整时间为３４ｓ，控制精度达到００４４℃；模
糊 ＰＩＤ算法的超调为１４５％，调整时间为１９４ｓ，控
制精度达到００１５℃。两种算法比系统原有控制精
度（０１℃）均有显著提高。模糊 ＰＩＤ算法克服了传
统 ＰＩＤ超调较大的缺陷，大大缩短了调整时间，可移
植到实际检测设备中，为微流控 ＰＣＲ样机实际检测
试验奠定基础。

８９２ 农　业　机　械　学　报　　　　　　　　　　　　　　　　　２０１２年



参 考 文 献

１　刘军，刘伟军，王天然，等．基于常规 ＰＩＤ和风门开关控制的 ＰＣＲ基因芯片温度快速跟踪算法的研究［Ｊ］．仪表技术与

传感器，２００８（１０）：７２～７３，１０５．

ＬｉｕＪｕｎ，ＬｉｕＷｅｉｊｕｎ，ＷａｎｇＴｉａｎｒａｎ，ｅｔａｌ．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ｆｏｒＰＣＲｇｅｎｅｃｈｉｐ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ｔｒａｃｋｉｎｇｂａｓｅｄｏｎｒｅｇｕｌａｒＰＩＤａｎｄ

ｖｅｎｔｉｌａｔｏｒｄｏｏｒｏｎｏｆｆｃｏｎｔｒｏｌ［Ｊ］．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ａｎｄＳｅｎｓｏｒ，２００８（１０）：７２～７３，１０５．（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　贾晓宇，牛志强，张卫平，等．微型聚合酶反应芯片的精确温度控制［Ｊ］．微计算机信息（测控自动化），２００５，２１（８～

１）：６～８．

ＪｉａＸｉａｏｙｕ，ＮｉｕＺｈｉｑｉａｎｇ，ＺｈａｎｇＷｅｉｐｉｎｇ，ｅｔａｌ．Ｐｒｅｃｉｓｅ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ｏｆａｍｉｃｒｏＰＣＲｃｈｉｐ［Ｊ］．Ｍｉｃｒｏ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２００５，２１（８～１）：６～８．（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３　ＬｉｎＹＣ，ＹａｎｇＣＣ，ＨｕａｎｇＭ Ｙ．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ｖａｌｉｄａｔｉｏｎｏｆｍｉｃｒｏｐｏｌｙｍｅｒａｓｅｃｈａｉｎ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ｃｈｉｐｓ［Ｊ］．

ＳｅｎｓｏｒｓａｎｄＡｃｔｕａｔｏｒｓＢ，２０００，７１（１～２）：１２７～１３３．

４　ＥｌＡｌｉＪ，ＰｅｒｃｈＮｉｅｌｓｅｎＩＲ．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ｖａｌｉｄ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ＳＵ ８ｂａｓｅｄＰＣＲｔｈｅｒｍｏｃｙｃｌｅｒｃｈｉｐｗｉｔｈ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ｈｅａｔｅｒｓａｎｄ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ｓｅｎｓｏｒ［Ｊ］．ＳｅｎｓｏｒｓａｎｄＡｃｔｕａｔｏｒｓＡ，２００４，１１０（１～３）：３～１０．

５　ＳｈｉｎＹ Ｓ，ＣｈｏＫ Ｃ．ＰＤＭＳｂａｓｅｄ ｍｉｃｒｏＰＣＲ ｃｈｉｐ ｗｉｔｈ ｐａｒｙｌｅｎｅｃｏａｔｉｎｇ［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Ｍｉｃｒｏ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ａｎｄ

Ｍｉｃｒｏ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２００３，１３（５）：７６８～７７４．

６　ＹｏｏｎＤＳ，ＬｅｅＹＳ，ＬｅｅＹ，ｅｔａｌ．Ｐｒｅｃｉｓｅ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ａｎｄｒａｐｉｄｔｈｅｒｍａｌｃｙｃｌｉｎｇｉｎａｍｉｃｒｏｍａｃｈｉｎｅｄＤＮＡ

ｐｏｌｙｍｅｒａｓｅｃｈａｉｎ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ｃｈｉｐ［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Ｍｉｃｒｏ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ａｎｄＭｉｃｒｏ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２００２，１２（６）：８１３～８２３．

７　毕雪芹，倪原，王丽娟．ＰＣＲ温度模糊 ＰＩＤ控制器的设计及仿真［Ｊ］．计算机工程与设计，２００８，２９（１０）：２６０４～２６０６．

ＢｉＸｕｅｑｉｎ，ＮｉＹｕａｎ，ＷａｎｇＬｉｊｕａｎ．Ｄｅｓｉｇｎａｎｄ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ＣＲ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ｆｕｚｚｙＰＩ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Ｊ］．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ａｎｄＤｅｓｉｇｎ，２００８，２９（１０）：２６０４～２６０６．（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８　李宁，倪原，孙金龙，等．改进的 ＰＣＲ仪模糊 ＰＩＤ温度控制算［Ｊ］．生命科学仪器，２００９，７（５）：２９～３１．

ＬｉＮｉｎｇ，ＮｉＹｕａｎ，ＳｕｎＪｉｎｌｏｎｇ，ｅｔａｌ．ＭｏｄｉｆｉｅｄｆｕｚｚｙＰＩＤ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ｏｆＰＣＲｍａｃｈｉｎｅ［Ｊ］．ＬｉｆｅＳｃｉｅｎｃｅ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ｓ，２００９，７（５）：２９～３１．（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９　ＺｈａｏＷｅｉｈｕａ，ＺｈａｎｇＭｉｎ，ＬｉＹａｎ，ｅｔ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ａｎｄｅｘｐｌｏｉｔｏｎＰＣＲａｐｐａｒａｔｕｓ［Ｃ］∥ＩＥＥ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

ＢｉｏＭｅｄｉｃａ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ａｎｄ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ｃｓ，２００８，２：６７６～６８０．

１０　苏明，陈伦军，林浩．模糊 ＰＩＤ控制及其 ＭＡＴＬＡＢ仿真［Ｊ］．现代机械，２００４（５）：５１～５５．

１１　刘金琨．先进 ＰＩＤ控制 ＭＡＴＬＡＢ仿真［Ｍ］．２版．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２００７．

１２　张国良，曾静，柯熙政，等．模糊控制及其 Ｍａｔｌａｂ应用［Ｍ］．西安：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

１３　王沫然．Ｓｉｍｕｌｉｎｋ４建模及动态仿真［Ｍ］．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



２００２．

（上接第 ３１０页）

８　滕奇志，唐棠，李征骥，等．基于粒子群优化的岩石薄片三维图像重建［Ｊ］．电子与信息学报，２０１１，３３（８）：１８７１～

１８７６．

ＴｅｎｇＱｉｚｈｉ，ＴａｎｇＴａｎｇ，ＬｉＺｈｅｎｇｊｉ，ｅｔａｌ．Ｔｈｒｅｅ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ｓａｎｄｓｔｏｎｅｓｅｃｔｉｏｎｉｍａｇｅｂａｓｅｄｏｎｐａｒｔｉｃｌｅ

ｓｗａｒｍ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ｓ＆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１，３３（８）：１８７１～１８７６．（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９　陈昌松，段善旭，殷进军．基于神经网络的光伏阵列发电预测模型的设计［Ｊ］．电工技术学报，２００９，２４（９）：１５３～１５８．

ＣｈｅｎＣｈａｎｇｓｏｎｇ，ＤｕａｎＳｈａｎｘｕ，ＹｉｎＪｉｎｊｕｎ．Ｄｅｓｉｇｎｏｆｐｈｏｔｏｖｏｌｔａｉｃａｒｒａｙｐｏｗｅｒｆｏｒｅｃａｓｔｉｎｇｍｏｄｅｌｂａｓｅｄｏｎｎｅｕｔｒａｌｎｅｔｗｏｒｋ

［Ｊ］．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ＣｈｉｎａＥｌｅｃｔｒｏ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Ｓｏｃｉｅｔｙ，２００９，２４（９）：１５３～１５８．（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０　张兵，孙旭，高连如，等．一种基于离散粒子群优化算法的高光谱图像端元提取方法［Ｊ］．光谱学与光谱分析，２０１１，

３１（９）：２４５５～２４６１．

ＺｈａｎｇＢｉｎｇ，ＳｕｎＸｕ，ＧａｏＬｉａｎｒｕ，ｅｔａｌ．Ａｍｅｔｈｏｄｏｆｅｎｄｍｅｍｂｅｒ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ｉｎｈｙ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ｒａｌ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ｉｍａｇｅｓｂａｓｅｄｏｎ

ｄｉｓｃｒｅｔｅ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ｗａｒｍ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ＤＰＳＯ）［Ｊ］．ＳｐｅｃｔｒｏｓｃｏｐｙａｎｄＳｐｅｃｔｒ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２０１１，３１（９）：２４５５～２４６１．（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９９２增刊　　　　　　　　　　　　　　　　李莉 等：微流控 ＰＣＲ温度控制算法设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