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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可编程序控制器原理及应用》是一种以微处理器为基础的通用控制装置，己被广泛地应用于工业领
域的各个行业的生产过程和装置的自动控制中。
《可编程序控制器原理及应用》以日本立石（OMRON）公司的新型PCCPM2A为主线，系统地介绍了
可编程序控制器的基本原理、指令系统、PC网络系统及PC控制系统的设计方法，详细介绍了CPT
、CX-Programmer等计算机辅助编程的应用。
最后还对国内外常用的PC作了简单介绍。

《可编程序控制器原理及应用》系统性和实用性较强，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可作为高等院校以及电大
、职大的电气技术专业或自动化专业及相关专业的教材，也可作为工程技术人员的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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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NT31/NT31C与上位机通过下列区域交换信息。
PT状态控制区，用来指定要在NT31/NT31C上显示的画面、在内存表间复制的数据内容及控制背灯的
状态和其他状态。
当数据从上位机写入该区域时，NT31/NT31C读取数据并进行相应操作，但是应注意当前显示的画面
号也从NT31/NT31C写入到“画面切换设置”字中。
PT状态通知区，用来在内存表数据内容改变时，把内存表号通知给上位机。
上位机能通过读该区确定NT31/NT31C的状态。
数字内存表是NT31/NT31C用来记录数字数据的内部存储器。
由于能分配给上位机字，所以上位机字的内容能够通过数字内存表以数字值显示。
通过数字内存表编号对它们进行管理和指定。
字符串内存表是NT31/NT31C记录字符串数据的内部存储器。
由于可分配给上位机中的字，所以上位机字的内容可通过字符串内存表，以字符串形式显示。
通过字符串内存表编号对它们进行管理和指定。
位内存表用于位数据的内部存储器。
它们可分配给上位机的一个位并能根据该位的状态执行某个特殊的功能。
通过位内存表编号对它们进行管理和指定。
固定显示是指那些始终显示在画面上不变化的图形和文字。
它们不随系统的运行和过程的改变而改变。
图像数据是以点阵组成的图像，可设置为以下范围内的任意尺寸：宽：8～320点，高：8～240点。
用支持工具中的图像编辑器生成图像数据，它独立于画面，根据需要它可在任何画面任何位置显示任
意次，也可以以Win95的BMP格式输入文件，并登记为图像数据。
用户可以把经常使用的图像和复杂的图像登记为图像数据，以便在需要时能随时方便地显示。
库数据是由多个固定显示文字和作为单个元素登记的图形元素组合而成，库数据可登记为任何所要的
尺寸。
库数据用支持工具中的库编辑器创建，独立于画面，可在任何画面任何位置显示所要的库数据。
用户也可以将经常使用和复杂的图像登记为库数据，以便随时显示。
由于库数据中的元素以它们在支持工具中创建的顺序显示，所以在创建时一定要考虑其顺序。
灯能根据设置位的状态改变图形。
普通（标准）灯可以改变固定显示图形的显示状态（关／开／闪烁）。
图像／库灯在开和关状态显示不同的图形（图像／库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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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可编程序控制器原理及应用》是21世纪高等学校电子信息类规划教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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