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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随着计算机技术、网络通信技术及智能化传感技术的飞速发展，控制领域也发生着深刻的变化，
并出现了自动化领域的通信网络，逐步形成全布局、全开放式的网络集成自动化系统。
目前，广泛应用的现场总线技术，就是这场深刻变革的重要产物。
它使得生产现场仪表及控制设备之间、控制设备与执行设备之间、控制设备与控制设备之间构成网络
互联系统，实现全数字化、双向多变量数字通信，它借助网络化的特点，把现实先进控制算法中难以
处理的复杂系统问题，处理为信息交换问题，形成以集优化设计和精确控制为一体的自动化集成控制
系统，实现了从先进控制理论应用到工程实际中的重大变革。
　　现场总线技术是综合运用微处理器技术、网络技术、通信技术和自动控制技术的产物，它通过多
种传输介质将各类测量仪表和控制器连接成网络系统，打破了旧有的、封闭的、诸如“信息孤岛”式
的集散系统模式，实现了数据传输与信息共享，形成各种适应实际需要的自动化控制系统。
现场总线控制技术体现了控制系统向网络化、分散化、智能化发展的方向。
　　现场总线技术的开发始于20世纪80年代，它一经产生便成为全球工业自动化技术的热点。
正当世界上各大自动化公司管理层和专家们为建立统一的总线标准而争论不休时，现场总线技术却在
基层的工业企业中掀起了一场静悄悄的“革命”。
几乎“一夜之间”，一些重要的、有实力的企业竞相将自己的生产、管理系统“网络化”。
显然，现场总线技术具有十分巨大的发展潜力，它将会给自动控制领域的变革带来深远的影响。
　　在我国，开发应用现场总线技术的热潮正在兴起，其发展速度往往超出我们的想象。
职业教育要“贴近”生产，紧跟新技术的发展。
当前，许多中、高职院校相继开设此课程。
我们编写此教材的目的是为了适应这种形势的需求，为推动现场总线技术在我国工业中的应用及发展
尽绵薄之力。
　　全书共分八章。
第一章 ，绪论，主要介绍网络与控制系统、控制理念的关系，介绍工业局域网和现场总线的基本概念
。
第二章 ，网络与通信基础知识，主要介绍计算机网络与通信的基础知识，讲述网络基本概念、数据通
信基础及TCP／IP协议等知识。
第三章 ，现场总线技术，主要讲述现场总线控制系统的组成及特点、总线的标准、通信协议及拓扑结
构等知识。
第四章 ，几种流行的现场总线，主要介绍在我国开展比较早、应用得比较好的四种现场总线：FF
、Profibus、CAN和LonWorks。
第五章 ，控制及信息协议（CIP）与DeviceNet，主要介绍CIP类型的总线特点，着重介绍近年来在我
国发展势头很猛、工作成果很好的DeviceNet总线。
第六章 ，工业以太网和EtherNet／IP，主要介绍工业以太网的优势及发展趋势，以EtherNet／IP为模型
介绍其设备开发及应用。
第七章 ，控制网络设备及布线安装，主要介绍电缆选择、布线及故障分析等应用知识，实用性强。
第八章 ，现场总线技术应用实例，主要介绍一些典型的应用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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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现场总线控制技术》可作为中职、高职、五年制高职电类专业（如电气工程自动化、测量技术
及仪表、机电工程应用等）的专业课程教材，也可供相关的工程技术人员参考。
现场总线控制技术是目前应用十分广泛的一种网络控制技术，是当今自动控制技术的发展热点，代表
了工业控制领域的一种发展方向。
尽管此项技术在我国应用的时间不长，但已产生了巨大的经济、社会效益。
　　《现场总线控制技术》在阐明现场总线的基本原理、遵循的规范和协议的基础上，介绍了FF
、Profibus、LonWorks、CAN、DeviceNet和EtherNet／IP总线技术及其应用，并对网络中常见故障的分
析、布线规则和常用的检测工具等应用知识做了介绍。
《现场总线控制技术》突出应用，专门对一些应用实例做了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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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随着计算机技术、网络通信技术及智能化传感技术的迅速发展，在控制领域也发生着深刻的变化
，并产生了自动化领域的互联通信网络，逐步形成全布局、全开放式的网络集成自动化系统。
现场总线（Fieldbus）作为当今自动化领域技术发展的热点之一，被称为自动化领域的计算机局域网。
它的出现标志着自动化系统步人一个新时代的开端。
本章以简短的篇幅介绍网络控制系统、工业企业信息网和现场总线的基本概念，并介绍它们的发展概
况和相互的关系。
　　1．1网络与控制　　计算机网络是计算机技术与通信技术发展的结晶。
目前计算机网络技术发展非常迅速，在工农业生产、文化教育、传媒、国防建设以及科学研究等各个
领域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应用。
随着自动控制、微电子技术的发展，大量智能控制芯片和智能传感器的不断出现，网络控制系统已成
为工业控制领域研究的热点。
网络控制系统即网络化的控制系统，又称为控制网络，体现了控制系统向网络化、集成化、分布化、
节点智能化发展的趋势。
　　1．1．1计算机网络的发展历程　　自1946年第一台计算机问世以来，计算机系统经历了单机一远
程访问系统一网络的发展过程。
单机是指单个用户独占一台计算机系统资源，其中，分时系统是指分时多用户系统，即多个用户利用
多台终端共享单台计算机的资源；远程访问系统是指用户利用通信线路将远程终端连接至计算机主机
，不受地域限制地使用计算机主机的资源；计算机网络则是指用户利用通信线路和通信设备将多台计
算机连接在一起，相互共享资源。
世界上第一个计算机网络ARPANET。
是在1968年诞生的，当时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署（ARPA）与位于马萨诸塞州剑桥的BBN公司签订
协议，进行计算机与计算机之间的远程互联研究，其成果就是著名的ARPANET。
Internet就是从早期的ARPANET‘网发展起来的，现在已成为世界上覆盖面最广、规模最大、信息资
源最丰富的国际性计算机信息网络。
　　我国政府对全社会的信息化十分重视，正在加快建设中国的信息基础设施，以增强中国参加国际
竞争的综合国力。
计算机网络技术发展非常迅速，应用需求极为广泛，各行各业都离不开计算机，而计算机网络在一个
国家的发展，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技术发展水平和社会信息化程度的标志之一。
计算机网络的应用面极广，如电子商务、远程教育和现代化工业企业生产管理等都是以计算机网络为
基础的。
　　计算机网络的最主要功能是向用户提供资源的共享和信息的传递，而用户本身无须考虑自己以及
所用资源在网络中的位置。
资源是指在有限时间内可为用户提供各种服务的计算机软、硬件设施，资源共享包括硬件共享、软件
共享和信息共享。
　　硬件资源共享是指可以在全网范围内提供处理资源、存储资源、输入／输出资源等的共享。
用户可以使用网络中任意一台计算机所附接的硬件设备，如打印机、绘图仪、大容量硬盘、I／O板卡
以及一些具有特殊功能的设备等。
　　软件资源共享指用户可以使用远程主机的软件（系统软件和应用软件）。
用户既可以将相应软件调入本地计算机执行，也可以将数据传送至远程主机处理，并返回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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