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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为适应高等职业技术教育需要，以培养高等技术应用性专门人才为目标，将机械技术与电子技术
有机地结合，用电子技术改造传统产业，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这就需要一批机电一体化的复合型人
才。
为使机电一体化专业及非电子类专业学生尽快掌握电方面的综合知识，我们编写了这本《机电传动与
控制技术》。
本书是从机电一体化技术需要出发，集电机、电机拖动、检测技术、自动控制原理、电气控制技术
与PLC于一体。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能掌握电机、电器、拖动控制等必备的基础理论，掌握常用的开环、闭环
控制系统的工作原理、特点及应用场所，具备一定的分析及处理机电传动与控制系统的实际能力，并
了解最新控制技术在机械设备中的应用。
　　根据编者多年的实践和教学经验，发现由于课时的限制，机电一体化等相关类专业学生开设的电
专业课程较少，而且不系统。
本书根据机械电子工程专业的需要独自建立了内容比较全面的体系，以培养高等技术应用性专门人才
为目标，在编写中注重内容和体系的改革，针对机电类专业对职业技术人员的知识和能力要求，经过
对课程改革方案的认真讨论和研究，最终确定以机电装置原动机驱动系统为主线，着重于机电结合、
机电控制，把“电机与电机拖动”、“传感器检测技术”、“自动控制原理”、“可编程控制器应用
”、“机电控制系统”等多门课程的内容用一种新的体系组织起来，在讲述了机电测量与控制所需要
的最基本、最适用的电学知识的基础上，力图以掌握基本概念、强化实际应用为重点，使学生在规定
的学时内掌握机电测量与传动控制等所需要的最基本、最适用的电学知识，以培养学生专业实践适应
能力和应变能力。
　　本书的特点是：本着专业技术课程切合工程应用的教学原则，层次清晰地构建了电气控制技术从
常规测量控制到可编程控制器控制的完整体系，并把涉及电方面的专业知识用一种新的体系组织起来
；注重理论联系实际，突出现代电气测量控制的新技术和新产品；各章均有丰富的设计实例和习题，
有利于学生掌握现代机电控制原理和工程设计方法。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机电传动与控制技术>>

内容概要

本书共分7章。
第1章：绪论，介绍机电测量与控制系统的发展历史、基本含义、有关概念和基本要求；第2章：机电
控制系统中的驱动电机，集中介绍了常用电动机的结构、工作原理及运行特性；第3章：机电系统中
的检测技术，介绍了检测技术的基础知识以及位移、位置、压力、速度、温度等传感器的原理和应用
；第4章：自动控制基础，简述了自动控制的基本原理及控制系统的分析方法；第5章：常用低压电器
，介绍了常用的低压电器元件的工作原理、技术指标、图形和文字符号及用途；第6章：机电控制系
统，介绍了常规电气线路的基本控制原则和典型生产机械的常规电气控制线路，并结合实例着重分析
了直流传动、交流传动控制系统和步进电动机驱动系统；第7章：可编程控制器，介绍了可编程控制
器工作原理、西门子S7—200系列可编程控制器程序常用指令及PLC控制系统的设计方法。
    本教材可作为高等工科院校机械电子工程以及相关类专业的现代测量控制技术教材，也可作为高职
高专教育、成人教育的电气控制与可编程控制器相关课程教材，还可以供机电行业的工程技术人员用
作参考书或培训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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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1机电传动与控制系统的发展概况　　原始的机械设备由工作机构、传动机构和原动机组成，
控制方式由工作机构和传动机构的机械配合实现。
随着以电气元件为主的自动控制系统的应用，设备的性能不断提高，使工作机构、传动机构的结构大
为简化。
主要由继电器、接触器、按钮、开关等元件组成的机械设备的电气控制系统称为继电器接触器控制系
统。
其主要控制对象是三相交流异步电动机，对电动机的启动、制动、反转、调速和降压等进行控制。
这种控制所用的电器一般不是“接通”就是“断开”，控制是断续的。
所以，从控制性质上看，这种继电器一接触器控制属于断续控制或开关控制。
因其简单、易掌握、价格低、易维修，许多通用机械设备至今仍采用这种控制系统。
但是，它也存在功耗大、体积大、控制方式完全固定和不灵活的缺点。
　　开关控制不能满足对调速性能要求较高的生产机械，因此出现了直流发电机一电动机调速系统。
直流电动机具有启动转矩大、容易进行无级调速的特点。
但它需要直流电源，直流电源是由一台交流电动机拖动一台直流发电机提供的。
这种直流发电机一电动机调速系统中的电压和电流可以连续变化，属于连续控制。
目前龙门刨床、轧钢机和造纸机等仍在应用这种控制方式。
但是，这种方式存在所用电机数量多、占地面积大、噪声大和效率低等缺点。
20世纪60年代后出现了晶闸管电动机自动调速系统，这种系统中的直流电源由晶闸管组成的可控整流
电路提供，具有体积小、重量轻、效率高和控制灵敏等优点，所以得到了普遍应用。
　　20世纪80年代以后，由于半导体技术的应用与发展，使得交流电动机调速系统有了突破性进展。
交流调速有许多优点，单机容量和转速可大大高于直流电动机，交流电动机无电刷与换向器，易于维
护，可靠性高，能用于带有腐蚀性、易爆性、含尘气体等特殊环境中。
与直流电动机相比，交流电动机还具有体积小、重量轻、制造简单、坚固耐用等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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