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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微型计算机控制系统是当今工业自动控制和过程控制的主流系统。
微型计算机控制技术是电气信息各专业必不可少的一门专业课。
本书重点在教学方法和教学内容上对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进行培养，同时根据当前学生的就业
和教学需要及教育部高职高专规划教材《微机控制技术》几年使用中的反馈意见，进一步充实、调整
和较大篇幅地改动。
　　全书分8章，难易程度适中，内容以够用为度的原则避虚就实，分为概述、过程输入通道与接口
、过程输出通道与接口、人机接口、数字控制器、系统设计及实例、抗干扰技术、集散型控制系统
（DCS）及现场总线技术（最后一章）等8章。
最后一章篇幅不多，主要为拓宽学生专业知识以加强就业的适应性而写。
内容组织上既兼顾了教师授课的条理性，也考虑了学生自学、实验的易读性、可行性，并留有深入研
究的余地。
书中实例都很有代表性，举一反三。
本书整体内容尽量选用型号一致的CP[J，如DCS的控制站一节，在各类众多的产品中选择MCS一5l系
列芯片构成的系统，这样有利于对新知识的深入理解。
每章的目的性强和各节的编排紧凑也是这本书的一大特色，如数字控制器一章避开了过多的理论叙述
、数学推导和设计方法的罗列，开门见山直接讲解实用控制器。
为培养学生较强的实际动手能力，强调技术方法和使用特性也是编写过程的一个侧重点。
各章节目的性和条理性强、内容紧凑、表述简捷。
前6章46课时左右（采用多媒体教学设备可少些），第7章应用例子根据专业需要三选一，6课时左右，
外加实验（7.5节，三选一）不少于8课时，共计60课时左右。
第8章16课时左右，可选用，也可不用。
学生学习这门课程前，应具备。
MCS一5l单片机和自动控制方面的基础知识。
全书学习内容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指大部分章节的MCS一51单片机系统和基本原理方法、通用接
口的软／硬件设计等，应达到熟练掌握的程度，并具有技术应用、开发研制的创新能力。
第二层次指DCS系统，书中用了一章的篇幅介绍，要求会使用和一般性的掌握。
第三层次指要求知道或了解的现场总线技术，编为一节。
简而言之概括为熟、会、知三个程度要求。
　　本书由武汉工程大学自动化研究所杨宁教授（第1、2、6、8章）和黄元峰副教授（第3、4、5、7
章，附录1～5）编写。
由于编写时间仓促，水平有限，书中难免还有不妥之处，殷切希望读者批评指正。
编写中较多参考和弓J用参考书目的大量信息，在此一并对作者们表示由衷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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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微机控制技术（高职高专教育）》是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高职高专教育）
，《微机控制技术（高职高专教育）》以MCS一51单片机技术为依托、针对当前学生的就业和教学需
要编写而成。
全书共分8章，主要内容有：微机控制系统的概述、过程输入／输出通道与接口、人机接口、数字控
制器、抗干扰技术、系统设计及实例、集散型控制系统及现场总线技术等。
《微机控制技术（高职高专教育）》可作为高等职业学校、高等专科学校、成人高校及本科举办的二
级职业技术学院和民办高校的工业电气自动化、应用电子技术、机电一体化技术、数控技术应用和计
算机应用等专业的教材使用，也可供相关工程技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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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3）中间直流环节　　由于逆变器的负载是电动机，属于感性负载。
无论电动机处于电动状态或发电制动状态，其功率因数总不会是1。
因此，中间环节和电动机之间总会有无功功率的交换，这种无功能量、要靠中间直流环节的储能元件
（电容器或电抗器）来缓冲。
所以又常称中间直流环节为中间直流储能环节。
　　（4）控制电路　　控制电路常由运算电路，检测电路，控制信号的输入、输出电路和驱动电路
等构成。
其主要任务是完成对逆变器的开关控制，对整流器的电压控制及各种保护功能等。
控制方法可以采用模拟控制或数字控制。
高性能的变频器目前已经采用微型计算机进行全数字控制，采用尽可能简单的硬件电路。
主要靠软件完成各种功能。
由于软件的灵活性，数字控制方式常可以完成模拟控制方式很难完成的功能。
　　利用计算机的串行通信功能可以完成操作功能，可以实现一些操作。
新一代变频器均具有标准通信接口，用户可以利用通信接口在远处对变频器进行集中控制，适应了自
动化要求。
在变频器中使用的串行通信接口通常为标准RS458接口，这种接口具有控制距离远、抗干扰能力强等
特点。
　　4.变频器的运行方式　　（1）正反转运行　　异步电动机本身可以正反转运行，对于使用工频供
电的电动机，只需要改变电动机电源的相序，即可改变电动机的转向，当使用变频器作为电动机电源
时，有些变频器具有控制电动机正反转的功能，有的不具备此功能。
　　对具有正反转控制功能的变频器，可以利用接触器切换变频器输出的相序，在设计它的控制电路
时，需要考虑不可将电动机直接从正转切换到反转，应该确保电动机已经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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