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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系统地介绍了监督控制与数据采集（SCADA）系统的组成和特点，对SCADA系统设计与开
发中的关键技术，包括OPC规范、I/O接口与数据采集、IEC61131-3编程语言标准、工业控制组态软件
、基于PC的控制、通信与网络技术和SCADA系统集成等进行了详实的介绍，并通过实际应用案例来
加深读者对内容的理解与掌握。
此外，对SCADA系统开发中的一些典型软、硬件产品及其使用也做了介绍。
本书侧重于SCADA系统应用开发中的关键技术和系统集成及其应用，注重实用性与新颖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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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2.令牌环网 令牌（token）环网是IBM公司于1984年提出的，现在已成为IEEE 802.5环
状局域网标准。
现在在商用领域已经很难再见到令牌环网，但由于其协议具有传输延迟的确定性的特点，在工业控制
领域仍然占有一席之地。
 这种介质访问控制方法的基础是令牌。
令牌由IEEE 802.5帧中的SD、AC和ED字段组成，其中AC字段的第四位是令牌标志位。
令牌标志位指出这是一个令牌，还是一个数据帧。
该位为“0”是令牌，该位为“1”是数据帧。
IEEE 802.5令牌环协议规定了介质访问控制完成的帧发送和接收，其访问控制原理：当无信息在环上传
送时，令牌处于“空闲”状态，它沿环从一个工作站到另一个工作站不停地进行传递。
当某一工作站准备发送信息时，就必须等待，直到检测并捕获到经过该站的令牌为止，然后，将令牌
的控制标志从“0”改为“1”，将令牌转换为帧的起始序列，令牌转换为数据帧。
这时环中没有了令牌，只有数据帧绕环传递，实现了从环中删除令牌，保证只有一个站点拥有发送数
据的权利。
每个站都随时检测经过本站的帧，然后检查识别帧中的目的MAC地址，看是否是本站。
如果不是就直接转发到下二站；如果是就接收帧，此时一边复制全部有关信息，一边继续转发该帧。
该帧沿环一周返回到发送站后，由源站将该帧从环上移走或缓存起来，并与发送前的数据进行比较以
检查数据帧传输的正确性。
当发送站发完最后一帧的最后一位时便重新产生令牌，将令牌标志从“1”置为“0”，然后将令牌重
新发送到环上，以便其他站有机会发送信息帧。
 令牌环控制方式的优点是能提供优先权服务，有很强的实时性，在重负载环路中，“令牌”以循环方
式工作，效率较高。
缺点是控制电路较复杂，令牌容易丢失。
 3.令牌总线 令牌总线介质访问控制协议就是IEEE 802.4。
它类似于令牌环，每一个站点都可以侦听其他站点所发的信息，只有持有令牌的站的才可以发送信息
。
令牌总线采用总线形拓扑结构，因而具有CSMA／CD结构简单，轻负载下延时小的优点，又具有重负
载时效率高，公平访问和传输距离较远的优点，同时还具有传送时间固定，可设置优先级等优点。
缺点是比较复杂，时间开销大，工作站必须等多个无效的令牌传送才可获得令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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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监控与数据采集(SCADA)系统及其应用(第2版)》可作为自动化、测控技术及仪器、电气工程及其自
动化等相关专业大学本科生、研究生的教材，也可作为工控、自动化领域工程技术人员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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