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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可编程控制器原理及应用》（第2版）是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本书的第1版是
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本教材本着培养综合型应用人才的目标，在注重基础理论教育的同时，突出实践性教学环节。
力争做到深入浅出，示例翔实，配套教学资源完整，便于教学。
体现高等职业教育的特点，符合高职高专教育和人才培养大纲的基本要求。
可编程控制器（programmable controller）是工业自动化设备的主导产品，具有控制功能强、可靠性高
、使用方便、适用于不同控制要求的各种控制对象等优点，其工作原理、设计和使用方法为电气和机
电类专业必修课程的学习内容。
西门子公司的可编程控制器在我国的应用市场中占有一定份额，尤其是小型可编程控制器S7-200系列
的CPU22X，以其结构紧凑、功能强、易于扩展，以及质量、价位等方面的因素，因而得到广泛的应
用。
本书以S7-200系列的CPU22X为例，讲述了小型可编程控制器的构成、原理和指令系统，以及系统设置
、调试和使用方法。
同时对OMRON、三菱等可编程控制器产品进行了介绍。
本书重点突出实践性教学环节，在指令系统的介绍中，列举了大量实用性程序。
第7章介绍了基本的系统设计方法和应用实例。
本书的第10章，给出了基本练习实验、综合能力实验等内容，适合由浅入深、不同层次的练习要求。
本课程的参考教学时数为40-50学时，其中实践性教学参考学时为20学时左右，并配有ppt制作的教学
课件，需要时可向出版社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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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可编程控制器原理及应用》以现今流行的西门子公司s7&mdash;200系列CPU22X小型PLC为背景
，从工程应用角度出发，重点介绍PLC的组成、原理、指令系统和编程方法，深入浅出地讨论了PLC
系统的设计方法，列举了大量S7系列PLC在控制系统中的典型应用实例，并详细介绍了文本显示
器TD400C的使用方法和应用实例。
可编程控制器（PLC）是一种以微电子技术、自动化技术、计算机技术、通信技术为一体，以工业自
动化控制为目标的新型控制装置。
　　我国大量使用的PLC产品主要有西门子公司的S7系列，三菱公司的FX2系列，立石公司的C系列，
日本松下电工的m系列，美国GE公司的GE系列等。
其中西门子公司的S7-200系列小型PLC以其结构紧凑、可靠性高、功能全等优点在自动控制领域占有
重要地位。
　　《可编程控制器原理及应用》第1、2章为可编程控制器的概述和构成原理；第3章S7&mdash;200系
列可编程控制器，重点介绍了CPU22X小型PLC构成原理、编程器件、系统扩展及编程语言等内容；
第4章编程软件重点介绍STEP7-Micro／WIN32 V4．0版本汉化软件的使用方法；第5、6章介
绍S7&mdash;200 PLC的指令系统；第7章PLC应用系统设计，重点介绍PLC应用系统的设计方法和应用
实例，以及文本显示器TD400C的组态、编程的基本方法；第8章PLC联网通信，介绍PLC与上位计算
机、PLC和其他智能设备之间的通信方法和应用实例；第9章其他机型介绍；第10章实验指导，介
绍PLC实验装置的构成与原理和实验要求。
每章后面均附有小结和习题。
　　本教材适合高职高专电气自动化技术、机电一体化、应用电子技术等相关专业教学使用，也可供
其他技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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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可编程控制器原理及应用(第2版)》：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高职高专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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