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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21届届届中中中国国国过过过程程程控控控制制制会会会议议议在在在杭杭杭州州州电电电子子子科科科技技技大大大学学学召召召开开开

2010年8月7日至8日,由中国自动化学会过程控制专业委员会主办,杭州电子科技大学承办,浙江省自动化学会、《控

制工程》编辑部、浙江大学、浙江工业大学、浙江理工大学协办的第21届中国过程控制会议(CPCC2010),在杭州电子科技

大学下沙校区科技馆召开.

中国工程院院士、东北大学柴天佑教授担任本届会议程序委员会主席,杭州电子科技大学校长薛安克教授担任本届会

议大会组委会主席.中国自动化学会理事长、浙江大学孙优贤院士,浙江省科协党组书记鲁善增,杭州电子科技大学副校

长朱泽飞教授,中国自动化学会过程控制专委会主任柴天佑院士等先后在开幕式上致辞. 哈尔滨工业大学王子才院士、航

天科工集团李伯虎院士、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自动化处处长王成红教授、浙江省科协王忠民部长等莅会. 来自海内外过

程控制领域的320余位专家、代表出席.

本届会议分别举行了大会报告会、分组报告会和大会专题讨论会. 孙优贤院士、李伯虎院士、王成红教授,澳大利亚

Newcastle大学教授、IEEE Fellow付敏跃博士, Honeywell自动控制集团公司首席科学家卢祝新博士分别为大会作了题

为“超高速大型工程系统控制理论、关键技术及控制装备”、“复杂系统建模仿真技术中的几个问题”、“控制领域几个新方

向之浅见”、“网络化控制系统:机遇和挑战”、“模型预测区域控制与企业优化”的学术报告. 报告从国家重大工程需求、建

模仿真技术、控制技术应用和学科前沿等多角度探讨了控制科学和工程将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会议期间,英国Manchester大学和东北大学王宏教授、美国Case Western Reserve大学林威教授、美国南加州大学秦泗

钊教授、新加坡国立大学葛树志教授、澳大利亚Newcastle大学付敏跃教授、香港中文大学孟庆虎教授、加拿大Concordia

大学苏春翌教授、浙江大学苏宏业教授和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郭雷教授等9位海内外杰出学者,在“过程控制科学与工程进

展”大会专题讨论会上作了主题发言.

本届会议共收到投稿论文554篇, 内容涵盖工业过程建模、仿真和辨识、先进控制、故障诊断、自动化装置、预测控

制、非线性控制、流程工业优化、生产安全与控制等30余个研究方向.经审稿委员会评审推荐和杂志社组织专家复审,录

用发表论文218篇,分别发表在《控制理论与应用》、《化工学报》、《浙江大学学报(工学版)》、《浙江大学学报(英文

版)》、《控制工程》、《科技通报》、《江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杭州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等8本期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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