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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机电一体化技术是在微电子技术向机械工业渗透过程中逐渐形成并发展起来的一门新兴的综合性技术
，由于对促进社会生产力方面所发挥的巨大作用，目前机电一体化技术正日益受到社会各界的普遍重
视和广泛关注，已成为现代科技、经济发展中不可缺少的重要支撑，特别是现代计算机技术的迅猛发
展，有力地推动了机电一体化技术的进步与普及，机电一体化产品已遍及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和人们
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整个社会对机电一体化技术的需求日趋旺盛，介绍机电一体化技术的书籍也
越来越多，但是机电一体化技术是一门不断创新的高新技术，其创新速度之快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
接，是其他学科与技术领域所少有的，从事机电一体化技术研究与开发的科技工作者，必须不断学习
才能跟上当今机电一体化技术发展的步伐。
同时机电一体化技术是一门实践性非常强的综合性技术，所涉及的知识领域非常广泛，涵盖机械、电
子、光学、计算机、控制、信息等多个学科，但机电一体化并非是这些技术的简单叠加，它的优势较
多地体现在这些技术的相互渗透和有机结合，从而形成某一单项技术所无法达到的高度，并将这种高
度通过性能优异的机电一体化产品而体现出来。
机电一体化技术的这些特性决定了一个性能优异的机电一体化产品的设计者必须是一个基础理论扎实
、掌握最新发展动态、见多识广且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优秀科技工作者。
应广大科技工作者热切期望系统学习机电一体化技术的需要，我们根据当今机电一体化技术发展的前
述特点，组织编写了这套，丛书的作者都是多年从事机电一体化技术教学与研究的科技工作者，并且
在此之前大多参加过有关机电一体化技术书籍的编写工作，这套丛书的编写吸取了他们多年的教学经
验、科研工作经验和同类书籍的编写经验。
与以往同类书籍相比，本套丛书内容新颖，文字精练，通俗易懂，实用性强。
全套丛书共包括机电一体化控制技术、机电一体化测试技术、机电一体化接口技术、机电一体化执行
元件、机电一体化系统设计和机电一体化技术应用等几个方面，通过大量实例分析，使读者能对当代
最新机电一体化的理论和技术融会贯通，从而灵活地运用这些技术进行机电一体化产品的分析、设计
与开发。
本丛书的内容定位侧重于工程应用，重点讲解各种理论与技术的应用与实现，力求避开泛泛的理论分
析与论述，并突出强调相应领域的最新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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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机电一体化技术应用丛书》中的机电控制技术分册。
    全书共分6章，主要内容包括机电一体化控制技术的产生、发展以及机电控制系统的构成和特点，机
电一体化的常规控制技术，数控技术，嵌入式微控制技术，现场可编程控制技术的基本原理，现场总
线控制技术，相关控制技术的应用实例等。
       本书可作为高等院校的机电一体化及相关专业的本科生、研究生的专业教材，也可作为从事机电
一体化专业的工程技术人员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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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总论1.1 概述（1）机电一体化定义机电一体化技术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随着电子技术、计算机
技术，特别是微电子技术和信息技术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新技术。
机电一体化技术是机械技术同微电子技术和信息技术有机结合而成的一种高级综合性技术。
出于对机械发展新阶段的敏感，日本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了机电一体化一词（Mechatronics）。
它是取英语Mechanics（机械学）的前半部和Electronics（电子学）的后半部拼合而成的，字面上表示
机械学和电子学两个学科的综合，在我国通常称为机电一体化或机械电子学，但是机电一体化并不是
机械技术和电子技术的简单叠加，而是具有自身体系的新型学科。
目前，世界各国对机电一体化技术都有自己的认识，机电一体化这一术语尚无统一的定义。
在日本具有普遍性的一种定义为：“在机械的主功能、动力功能、信息和控制功能上引进了电子技术
，并将机械装置与电子设备以及软件等有机结合而成系统的总称”；在美国的定义则为：“由计算机
信息网络协调与控制的，用于完成包括机械力、运动和能量流等动力学任务的机：电部件相互联系的
系统”；在我国对机电一体化的一种认识是：“在机械产品的基础上应用微电子技术和计算机技术产
生出来的新一代的电子产品”，这种认识的核心是“机电一体化产品必须是由计算机控制的伺服系统
”。
尽管上述各种定义或认识在内容上各不相同，但它们的共同点都是强调了机电一体化技术中必须包含
“由电子设备尤其是计算机进行控制”这一内容。
由此可见控制技术在机电一体化产品中的应用是非常重要的，控制系统的设计是否合理将直接影响机
电产品的质量。
（2）机电控制系统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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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机电控制技术》可作为高等院校的机电一体化及相关专业的本科生、研究生的专业教材，也可作为
从事机电一体化专业的工程技术人员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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