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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第1版自出版以来，经过5年多的教学实践，无论是从教材的内容体系上，还是教材的编写风
格上，都受到了相关院校的师生及读者的认可，这些都是对作者的鼓励。
　　随着可编程控制器越来越多的应用，对可编程控制器的理解和认识越来越深入。
尤其是近年来，可编程控制器的控制对象已经从单机、单站、单线逐步走向多机、多站、多线，可编
程控制器的通信和组网已经日趋走向常态。
为了适应这样的情况，很多院校和读者都希望在教材中增加可编程控制器的通信和组网的内容，本次
修订就是为了满足这种需要而编写的。
　　然而，可编程控制器的通信及网络组态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要涉及很多计算机数字通信的
知识，还要与具体的机器型号相关。
在此次修订中，仍然是以SIEMENS的S7系列PLC为基础，介绍了S7的通信网络。
由于受到课时和篇幅的限制，此次修订主要介绍S7的PROFIBUS-DP通信及MPI通信。
当然，S7的通信及组网还有其他形式，如果读者想进一步了解，可参阅有关的书籍及资料。
　　为帮助读者理解和掌握有关MPI及PROFIBUS-DP网络组态的具体步骤，本书从工程应用的角度出
发，以较多的篇幅详细介绍了网络组态的过程，并列举了几个简单的实例，说明可编程控制器通信网
络组态的基本思路。
　　本书以SIMATICS7-300系列PLC为样机，从工程应用的角度出发，突出应用性和实践性。
本书可作为高等院校自动化、电气技术、机电一体化、计算机应用等相关专业的教材，也可作为电大
、职大相近专业的教材，还可作为广大电气工程技术人员的技术参考书。
　　本书的编写参考了大量资料的文献，在此谨向相关公司和作者表示衷心的感谢。
　　本次修订改正了第1版中的个别错误，由于作者的水平有限，疏漏和错误在所难免，敬请专家、
同仁及读者批评指正，不胜感谢！
　　作者　　2012年6月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可编程控制器原理及应用>>

内容概要

　　《电气工程、自动化专业规划教材·普通高等教育“十二五”规划教材：可编程控制器原理及应
用（第2版）》以我国目前应用最广和市场占有率最高的SIMATICS7-300系列PLC为样机，从工程应用
的角度出发，突出应用性和实践性，从以下方面介绍PLC的工作原理和S7-300系列PLC的应用：　　
（1）PLC的组成及工作原理；　　（2）S7-300系列PLC的硬件系统、组态和指令系统，标准STEP7编
程软件的使用；　　（3）S7-300系列PLC的数据结构及中断处理，采用结构化编程的工程实例；　　
（4）S7-300系列PLC的PROFIBUS-DP通信及MPI通信；　　（5）SIEMENS公司的模拟软
件SIMATICS7PLCSIM的功能及应用；　　（6）PLC的课程设计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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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电气工程、自动化专业规划教材·普通高等教育“十二五”规划教材：可编程控制器原理及应
用（第2版）》可作为高等院校自动化、电气技术、机电一体化、计算机应用等相关专业的教材，也
可作为广大电气工程技术人员的技术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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