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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全集成自动化（Totally Integrated Automation TIA）是西门子提出的自动化理念，是全集成的自动化解
决方案。
TIA既便于具体的应用，又具有非常高的生产效率。
通过TIA，可以帮助企业提高制造工艺和业务流程水平。
TIA是适用于所有行业的自动化全面解决方案。
全集成自动化技术的关键是现场总线，通过现场总线可以实现设计的集成、组态的集成、管理的集成
和应用的集成。
本书主要介绍了西门子现场总线PROFIBUS和工业以太网PROFINET的原理与组网技术。
全书共分为10章。
第l章介绍了现场总线的基本概念。
第2～5章为基于EIA485的工业串行通信部分。
第2章主要介绍了工业串行通信的基础知识，特别介绍了EIA485的内容；第3章介绍了西门子专用的串
行通信协议PPI和MPI的原理与网络组态；第4章详细介绍了现场总线PROFIB[JS的协议体系和工作原理
；第5章以PROFIBUS－DP为主，介绍了PROFIBUS的组网技术。
第6~7章为工业以太网部分。
第6章详细介绍了西门子工业以太网及PROFINET技术的原理；第7章介绍了西门子工业以太网的组网
技术。
第8～10章为综合应用部分。
第8章介绍了西门子OPC技术；第9章介绍了基于现场总线的HMI技术；第10章介绍了现场总线应用系
统的设计方法和设计过程，并给出了两个案例。
本书由吉顺平和孙承志统稿。
本书第l、3、4和8章由吉顺平编写；第2章由熊田忠编写；第5章由孙书芳编写；第6、7章由孙承志编
写；第9、10章由任庆海编写。
本书有幸请到了柴瑞娟教授作为主审，她对本书的内容和结构提出了很多宝贵的意见，在此表示感谢
。
黄捷、余娟等参与了本书的编写工作，协助完成了实验和校对工作，在此表示感谢。
感谢西门子自动化系统部的教育合作部（SCE）的支持和帮助。
由于作者水平有限，加之时间仓促，难免有错误及疏漏之处，恳请读者不吝批评指正，不胜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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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西门子现场总线通信原理与应用》主要介绍了西门子现场总线和工业以太网的原理与组网技术
。
从工业串行通信的概念入手，依次介绍了西门子PPI、MPI和PROFIBUS总线的原理与组态技术。
从以太网的基本概念入手，介绍了西门子工业以太网及PROFINET总线原理与组网技术；对PROFINET
IO和CBA技术也进行了详细说明。
　　《西门子现场总线通信原理与应用》内容还包括OPC技术，并介绍了西门子PLC对应的OPC服务
器设置过程。
基于现场总线的。
HMI技术也是《西门子现场总线通信原理与应用》的内容之一。
《西门子现场总线通信原理与应用》还通过应用实例，介绍了现场总线应用系统的设计方法和设计过
程。
　　《西门子现场总线通信原理与应用》注重现场总线的基础知识和组网技术的讲解，而不是罗
列IEC的标准，为读者的工程应用打下基础。
　　《西门子现场总线通信原理与应用》可作为电气自动化工程师现场总线技术的入门与提高参考书
，也可供大中专院校相关专业的师生学习与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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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发展，其功能不断增强，而成本不断下降。
计算机技术飞速发展，同时计算机网络技术也迅速发展起来了。
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为现场总线的诞生奠定了技术基础。
另一方面，智能仪表也出现在工业控制中。
在原模拟仪表的基础上增加具有计算功能的微处理器芯片，在输出的4～20mA直流信号上叠加了数字
信号，使现场输入输出设备与控制器之间的模拟信号转变为数字信号。
智能仪表的出现为现场总线的诞生奠定了应用基础。
将专用微处理器置入传统的测量控制仪表，使它们各自具有了数字计算和数字通信能力，采用可进行
简单连接的双绞线等作为总线，把多个测量控制仪表连接成网络系统，并按公开、规范的通信协议，
在位于现场的多个微机化测量控制设备之间及现场仪表与远程监控计算机之间，实现数据传输与信息
交换，这样就形成了各种适应实际需要的现场总线控制系统。
现场总线可实现整个企业的信息集成，实施综合自动化，形成工厂底层网络，完成现场自动化设备之
间的多点数字通信，实现底层现场设备之间以及生产现场与外界的信息交换。
IEC（InternationalElectrotechnicalCommission，国际电工委员会）对现场总线（Fieldbus）的定义为一种
应用于生产现场，在现场设备之间、现场设备和控制装置之间实行双向、串行、多节点的数字通信网
络。
1.1.3 现场总线的概念现场总线的概念有广义与狭义之分。
狭义的现场总线就是指基于EIlA485的串行通信网络。
广义的现场总线泛指用于工业现场的所有控制网络。
广义的现场总线包括狭义现场总线和工业以太网。
工业以太网是用于工业现场的以太网，一般采用交换技术，即交换式以太网技术。
工业以太网以TCP／IP协议为基础，与串行通信的技术体系是不同的。
在工业控制中，现场总线的概念因场合不同而不同。
例如本书书名中的“现场总线”是广义的，包括现场总线和工业以太网；而本书后面的章节中，现场
总线的概念又是狭义的。
读者应根据不同场合加以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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