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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可编程控制器（Programmable Logic Controller，PLC）是以计算机技术、通信技术、微电子技术和继电
器控制技术为基础而发展起来的一种新型技术。
PLC功能强大、可靠性高、使用方便，已经广泛应用于工业控制的各个领域。
因此，学习和掌握PLC应用技术对于工程技术人员来说是相当必要的。
本书特点本书从工程应用的角度出发，以德国西门子公司的S7-200系列PLC为基础，深入浅出地介绍
了可编程控制器的基础知识，同时通过大量的实例详细介绍了PLC应用系统的设计与开发。
本书的内容自始至终按照化整为零的思想进行编排，详尽地介绍了PLC应用系统设计的相关内容，能
够使读者比较容易地理解这些知识，掌握PLC应用系统的设计方法。
概括来讲，本书具有如下特点：取材广泛，内容丰富。
本书案例涵盖了PLC在工业生产和日常生活中的应用，覆盖面广。
案例完整，结构清晰。
本书选择的案例都是通过由浅入深、循序渐进的方式清晰明确地对PLC应用系统的设计进行介绍的。
讲解通俗，步骤详细。
每个案例的开发步骤都是以通俗易懂的语言阐述的，并穿插图片和表格，易于读者理解。
组织结构全书共分为10章。
第1章简单介绍了继电器-接触器控制系统的基本控制电路；第2章对PLC的基础知识进行了介绍；第3
～5章详细介绍了S7-200系列PLC的系统配置和指令系统，对S7-200系列的硬件结构、内部资源、基本
指令、功能指令以及基本编程方法等进行了说明；第6章介绍了S7-200系列PLC的通信和网络；第7章综
合介绍了PLC应用系统的设计、使用和维护；第8章和第9章通过大量的实例进一步介绍了PLC应用系
统的设计；第10章为实验指导书。
本书附录为S7-200系列PLC的相关参考资料。
电子教案的内容及特点本书提供电子教案。
电子教案使用PowerPoint软件制作，内容清晰明确，紧密联系日常教学，对日常教学和读者的学习能
够起到一定的辅助作用。
读者对象高等学校工业自动化、电气工程及自动化、计算机应用、机电一体化等有关专业学生。
电气控制技术专业相关技术人员。
编者与致谢本书由鲁远栋任主编，王鑫、李威、栗园园任副主编，粟思科审。
参与本书编写工作的还有：邹素琼、赵秋云、赵继军、彭艺、曲辉辉、周章、蒋波、徐留旺、曹振宇
等，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配套服务为充分体现本书的特点，帮助读者深刻理解本书的编写意图和内涵，进一步提高对本书教学
的使用效率，欢迎读者将本书使用过程中的问题与建议反馈给我们，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同时，由于作者水平所限，加之时间仓促，本教材的覆盖面广，书中错误和不妥之处在所难免，恳请
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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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从实际工程和教学的需要出发，主要以德国西门子S7—200系列PLC为背景，循序渐进、深入
浅出地介绍了可编程控制器的基础知识以及PLC应用系统的设计与开发。
全书共分为10章，包括继电器—接触器控制系统的基本控制电路，可编程控制器基础知识，S7—200系
列PLC的系统配置，S7—200系列PLC的基本指令及简单应用实例，S7—200系列PLC的功能指令，S7
—200系列PLC的通信和网络，PLC应用系统的设计、使用和维护，PLC应用系统设计实例，常用电动
机及数控机床中的PLC控制系统以及实验指导书等内容。
与其他同类教材相比，本书有自己的独特特点：首先，基础知识讲解透彻；其次，以机电控制为主线
，给出了大量实例，对于学习可编程控制器的具体应用有很大帮助；同时为教学需要，还精心组织
了6项具有代表性的实验指导书，便于老师教学与学生实践。
　　本书针对实际应用的需要，以系统的开发为主导思想，既有详尽的文字叙述，又有丰富的图表进
行说明，使读者能容易、快速、全面地掌握书中所讲述的内容。
　　本书可作为各类高等学校工业自动化、电气工程及自动化、计算机应用、机电一体化等有关专业
的教材，也可供有关工程技术人员使用参考，同时也适合广大从事电气控制技术专业相关技术人员自
学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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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调速时，SA由“3”至“2”，KM3线圈失电断开，电动机电枢串电阻R2运行，电动机减速至一
定转速稳定运行，SA由“2”至“1”，KM2线圈失电断开，电动机电枢串电阻R1和R2运行，电动机继
续减速直至达到一定转速稳定运行。
串入的电阻值越大，电动机运行的转速越低。
1.2.4 直流电动机的制动控制1.直流电动机的制动方法在实际生产中，电动机需要尽快停车或由高速向
低速运行时，可以通过使电动机产生一个与转速反向的转矩或外施反向转矩的方法来吸收轴上多余的
机械能，从而达到停车或减速的目的，电动机的这种运行状态称为制动。
直流电动机的制动方式可分为机械制动和电气制动两种。
机械制动通常采用电磁抱闸，电气制动通常利用使电动机的电磁转矩与转速反向的方法。
电气制动具有转矩大、操作方便、无噪声的优点，所以相对于机械制动而言应用很广。
根据电动机在制动状态时的外部条件和能量传递状况，可将电气制动的方法分为3种，即能耗制动、
回馈制动（再生发电制动）和反接制动，其中能耗制动和反接制动可以实现电动机的迅速准确停车。
能耗制动是通过把正在运转的直流电动机的电枢从电源上断开，迅速外接制动电阻组成回路，从而使
电动机进入制动状态的方法。
能耗制动时应保持励磁电流不变，由于电动机的电磁惯性，电动机继续旋转，电动机的电枢绕组在主
磁通的作用下产生反电动势，电枢电流方向改变；由于磁通方向不变，电磁转矩的方向由与转速方向
相同变为与转速方向相反，从而实现了制动。
能耗制动是把轴上多余的机械能转换成电能，然后在电枢回路的电阻上将电能消耗掉的制动方法。
直流电动机的反接制动分为两种：倒拉反接制动（电势反接制动）和电源反接制动（电压反接制动）
。
倒拉反接制动指的是电枢电压不变，电枢回路串接电阻，若电动机所带负载为位能性负载，可实现负
载的低速下放。
电源反接制动将电枢电压反接，并在电枢回路串接较大电阻，通常电枢反接制动用于要求制动强烈而
迅速反转的场合。
2.直流电动机的制动电路1）能耗制动图1-6为直流电动机单向运行串二级电阻启动，停车采用能耗制
动的控制电路。
图中KM1为电源接触器，KM2\KM3为启动接触器，KOC为过电流继电器，KUC为欠电流继电器，KV
为电压继电器，KTl\LKT2为时间继电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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