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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近20年来，国际上出现了200多种现场总线，其中有影响的也有几十种。
尽管国际电工委员会从1985年就开始着手制定现场总线的国际标准，但由于巨大的、潜在的国家利益
和集团利益，各大公司互不相让，使得现场总线的国际标准耗时16年，而最终以妥协的方式通过。
在这个现场总线国际标准IEC61158，即《用于测量和控制的数字数据通信——用于工业控制系统的现
场总线》中，有8+2种总线标准。
和现场总线相关的另外一个国际标准IEC62026是关于《低压开关装置和控制装置用控制电路装置和开
关元件》的底层现场总线标准，其中也有6种总线标准。
所以现场总线的现状仍然是多种总线标准并列、群雄争霸的局面。
　　如上所述，现有的现场总线技术种类繁杂，作为一门课程开设，不可能面面俱到，且也无此必要
。
本教材力图选取国际和国内市场占有率高且技术先进的现场总线，作为学习与掌握现场总线技术的范
例。
选择的结果就是国际标准IEC61158中的FF现场总线与Profibus现场总线。
前者在流程工业中应用广泛，其本质安全、总线供电等特点可满足石化企业严格的工业环境需求，而
后者则在制造业、流程业均占据重要地位，且是我国目前唯一的现场总线技术国家标准。
它们在各自的应用领域里都是市场中的佼佼者。
　　本书共分三大部分，细分为8章内容。
　　第一部分：绪论与基础知识。
本部分共分2章内容。
第1章简单回顾了工业自动化仪表的发展历程，并对现场总线技术的发展、特点及标准化工作进行了
介绍，最后对几种典型的现场总线：CAN总线、FF总线、Interbus总线、Profibus总线、ControlNet总线
、DeviceNet总线、LonWorks总线、WorldFIP总线及ASi总线进行了简单介绍。
第2章介绍在现场总线网络中所要用到的网络及通信的基础知识，重点对通信网络的组成、通信编码
方式、差错控制、网络拓扑结构、传输介质、网络控制方式、网络ISO/OSI互连模型等作了简要的说
明。
　　第二部分：FF现场总线应用技术。
本部分内容紧紧围绕基金会现场总线技术的工程应用，进一步介绍了现场总线技术的概念及应用。
本部分细分为4章内容。
第3章介绍FF现场总线技术的网络模型及通信协议，详细描述了H1网段物理层及网络层的基本规范。
第4章介绍了FF现场总线功能块的基本知识及其应用技术，并给出了典型的工程应用实例。
第5章介绍目前应用较广泛的Smar系列FF现场总线仪表的种类、功能特点及应用技术。
第6章则侧重于FF现场总线的工程应用技术，对于系统布线、电缆选型、仪表供电、本安系统、屏蔽
和接地等技术要点进行了说明，并给出了现场总线控制系统设计的一般步骤，介绍了设计图纸规范，
最后以Smar系列FF总线仪表为例，介绍了仪表的本机组态方法。
　　第三部分：Profibus现场总线应用技术。
本部分共分2章内容。
第7章介绍Profibus现场总线的网络模型及通信协议，描述了Profibus-FMS、DP及PA技术的应用特点，
给出了Profibus的网络传输技术及总线控制方式，并对Profinet工业以太网技术作了简单的介绍。
第8章以西门子PLC的Profibus总线通信技术为例，介绍了Profibus现场总线网络的典型应用知识。
本章介绍了西门子S7-300模块式PLC的硬件结构及组态软件的应用特点，介绍了各类组织块、数据块
在编程中的应用。
本章重点是对Profibus-DP分布式现场总线系统及其编程进行介绍，给出了与此相关的硬件设置、组织
块、系统功能（SFC）调用规范及其应用实例，最后介绍了利用Profibus总线网卡将工业计算机连
入Profibus总线的安装使用步骤。
　　综上所述，本书将以学生从事现场总线技术应用所需的专业知识和工程应用作为着眼点，在适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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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础知识与理论体系覆盖下，突出高职教学的实用性和工程性，掌握知识与培养能力并行，以适应
相关专业（群）应用型和高技能型人才培养技术应用能力的需要。
　　本书由邹益民、周哲民共同编写，马应魁主审。
在本书的编写过程中，丁炜、陈宏希、贾达做了大量的辅助性工作，并给予了极大的支持与帮助，在
此表示衷心感谢。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不足之处在所难免，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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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不拟对现场总线技术作一般泛泛的介绍，而是选取目前最具影响力的两种现场总线仪表技术：FF
基金会现场总线技术及Profibus现场总线技术为代表，讲解现场总线技术的发展、基本概念、工作原理
和应用技术，同时也对其他用于工业控制的典型现场总线，如CAN总线、Interbus总线、ControlNet总
线、DeviceNet总线、LonWorks总线、WorldFIP总线及ASi总线进行了简单介绍。
     本书从工程实用性出发，对现场总线仪表的硬件构成、工作原理、通信协议、功能模块、安装布线
、系统设计、组态操作和工程应用进行介绍，力求浅显易懂，以符合高职学生的认知程度及高技能人
才的培养模式。
为方便高职院校和培训机构作为教材使用，全书各章都配有大量的习题和思考题，在重点章节中给出
了多个具体的应用实例。
适合作为高职院校自动化及仪表类、计算机控制专业的教学用书，亦可作为从事现场总线系统设计与
应用开发的技术人员或相关科研人员的参考书或培训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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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2章 数据通信基础　　2.1 数据通信的基本概念　　2.1.1 通信系统的构成　　图2．1表示了数据
通信系统的基本构成。
图2—1(a)虚线框内为一个单向的数据通信系统。
其硬件包括数据信息的发送设备、接收设备及传输介质，由于电磁干扰等多种原因，将导致通信降级
或完全失效，通信协议是实现数据可靠传输不可缺少的软件，而被传输的数据信息则形成通信报文。
　　再如在图2—1(b)。
所示的数据通信系统中，温度变送器要将生产现场的温度测量值送往监控计算机。
这里的现场温度变送器即为发送设备，计算机为接收设备，中问的连接电缆为传输介质，温度测量值
为要传送的报文内容，通信协议是存在于计算机和温度变送器内控制数据传输的一组程序。
　　上述数据通信系统中，发送与接收设备分别指通信的发起与接收方；传输介质则是收发设备之间
的物理通路，如双绞线、光纤、无线波段等；报文则指需要传送的数据，它可以是文本、数字、图像
、声音或其组合形式；通信协议则指用于实现可靠的数据通信并理解通信数据意义的一组规则，它包
括语法、语义和时序等关键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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