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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机械技术向机电一体化方向的发展，不但是机械技术发展本身的需要，而且是现代化装备向大型
化、高效化、智能化方向发展的客观需要。
现代化生产装备本身是一个多因素关联、协调控制的大系统，一般控制对象具有多个自由度，且需要
达到较高的自动化程度，所以不宜采用简单的机械控制系统，而应融合各种控制技术将各个基本机构
集中控制，从而实现机械系统中组合机构的功能。
机电一体化作为一个新兴学科引入我国已有很长时间了，但长期以来在进行机电产品设计开发时，往
往还是将机械系统与控制系统分成两部分分别进行开发设计，这难免造成机械系统的设计与控制系统
的设计不和谐，机电产品的质量难以提高。
目前，尽管关于电子技术、控制技术方面的书较先进且较多，但在机械设备中如何应用这些成熟技术
，对于许多机电一体化专业、机械制造自动化专业的学生和工程技术人员来说还是有一定的难度。
本书是《机电一体化技术应用丛书》中的一册，主要介绍机电一体化接口技术。
本书针对具有扎实的机械设计基础，而对控制系统的实现缺少完备知识背景的机电专业的学生及从事
机电产品开发的工程技术人员，着重介绍机电产品中经常需要用到的接口技术，以期使读者在从事机
电产品开发时，能够根据产品的功能、用途和特点，采用适宜的接口技术，缩短开发周期，提高机电
产品的性价比。
在内容安排上着重介绍机电一体化领域涉及的接口技术，同时也给出了如何应用接口技术进行机电产
品开发的应用实例；既着眼于先进技术及未来的发展，同时也注重我国当前的国情。
本书共分5章，第1章概述了机电一体化系统的基本概念、基本功能、关键技术，机电一体化系统产品
的分类和机电一体化系统设计技术的发展。
第2章介绍了检测系统接口电路，主要包括基本信号转换电路、信号放大电路、信号处理电路、稳压
电源电路的设计与应用和机电一体化中常用检测装置。
第3章介绍了计算机控制接口技术，主要包括机电系统接口微机的选择、模拟量输入通道、模拟量输
出通道、数字量输入/输出通道和人机接口技术。
第4章介绍了伺服电机驱动控制系统技术，主要包括伺服电机驱动控制系统设计分析、步进电动机控
制系统设计、直流电机调速控制系统设计和交流电机伺服驱动控制设计。
第5章给出了三个机电一体化设计实例。
每章都列举了一个相关接口技术的应用实例。
本书由吉林大学龚捷主编，长春工业大学于微波为副主编，主要参编人员有吉林大学的朱黎辉、冯石
柱、侯敬巍、崔玉鑫、宁俏俏、王之新、王晓霞，吉林大学的郝天奇、钱淼、吕凯、庞彦鹏、赵锐等
参加了本书插图的绘制和文字校对工作。
由于时间仓促，加之水平有限，书中难免存在疏漏之处，恳切希望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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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机电一体化技术应用丛书》中的接口技术分册。
　　本书共分5章，主要内容包括检测系统接口电路，计算机控制接口技术，伺服电机驱动控制系统
技术，相关控制技术的应用实例等。
本书针对具有扎实的机械设计基础，而对控制系统的实现缺少完备知识背景的机电专业的学生及从事
机电产品开发的工程技术人员，着重介绍机电产品中经常需要用到的接口技术。
在内容安排上着重介绍了接口技术的基础知识和原理，同时也给出了如何应用接口技术进行机电产品
开发的应用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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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电一体化系统设计基础知识　　1.2 机电一体化系统各组成单元的基本功能　　在机电一
体化系统设计中，由于设计技术指标要求不同，功能作用不同，应用场合不同，相应的设计组成也不
同。
具体设计由机电系统或产品设计自身要求所决定。
机电一体化系统主要组成单元是机械单元、动力单元，传感器单元、信号转换单元、驱动单元、控制
单元、执行单元、计算机单元、接口电路单元等。
　　在机电一体化系统设计中，根据设计实际要求提出功能目标，合理选择和配置不同的各种单元，
可组成多功能、高精度、高可靠性、高稳定性、低功耗的最佳系统或产品。
在设计前需要对各组成单元提出基本功能要求，才能进行系统设计。
　　（1）机械单元功能机械单元是机电系统或设备的组成部分之一，机械单元的设计必须结构合理
，减轻质量和提高精度。
为了减轻质量，除了合理进行结构设计外，主要应考虑采用非金属复合材料。
只有减轻了机械主体的质量，才可能实现系统的小型化。
减小质量必须在满足刚性的要求条件下进行。
在设计机械单元结构时，结合设计系统特点，技术指标要求，进行性能分析，力争实现单元部件的标
准化、系列化和组件通用化。
　　（2）传感器单元功能传感器单元可实现物理信号的检测、转换输出功能。
传感器检测的信号有压力、温度、加速度、流量、位移、速度、角度、高度、湿度等。
各种传感器与其他仪器配合可组成检测系统、检测控制系统、多参数测试系统等，传感器单元是机电
系统设计的主要部分。
　　（3）控制单元功能控制单元一般包括计算机主体、可编程控制器及其配套的输入输出接口设备
。
可实现程序控制、检测信号判别计算控制、多参数控制功能等。
在机电一体化系统设计中，存在着处理计算速度、可靠性、抗干扰以及标准化问题。
要进一步提高机电一体化产品的质量及可靠性，必须提高控制单元的自身可靠性及精度。
一方面要合理选择控制单元，采用最佳组合方法，确定最佳工作条件；另一方面要研制小型、大容量
、高精度、高速处理的计算机，控制单元部件及开发多功能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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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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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