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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可编程序控制系统应用案例系列丛书”，是在2006年“可编程序控制器原理及应用系列丛书”
的基础上，应广大读者和用户要求，由多所高等院校教师、长期从事可编程序控制系统应用研究人员
和本丛书编审委员会的通力合作，精心编撰完成的最新丛书。
该系列丛书还得到欧姆龙自动化（中国）统辖集团总裁办市川畅男先生的亲自指导和学术交流部的策
划，为该丛书的出版提供了有力保障。
　　全套丛书共6分册，读者可按实际需要选用下列不同分册。
　　PLC逻辑控制案例　　PLC模拟量及PID算法应用案例　　PLC网络系统应用案例　　变频器应用
案例　　可编程终端应用案例　　PLC位置控制应用案例　　本套丛书有以下特色：　　1.机型新颖
。
丛书中涉及的PLC等设备，均以OMRON公司的CPlH型、cJl型和CSl型等主导产品和新产品为例，并兼
顾不同用户对不同产品的需要。
　　2.内容全面。
系列丛书既包括应用最广泛的逻辑控制、过程控制和位置控制，还涵盖了变频器调速、可编程终端、
通信和网络系统等方面的应用，信息量丰富，基本涵盖了“可编程序控制系统设计师”的职业需求内
容和相关知识。
　　3.案例典型实用。
本系列丛书结合工程实践的需要，以实际应用案例为主线。
各分册既可以独立使用，又可以交叉融合，形成联系紧密的完整应用体系。
　　4.打破传统模式。
本系列丛书力求打破从结构、原理到应用的纵向编写模式，力图从学习者的认知角度，采用横纵结合
的编写方法，以典型案例为主线，将相关概念和原理等知识贯穿其中，使读者循序渐进地将理论与实
践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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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可编程序控制系统应用案例系列丛书”的网络应用篇。
它以OMRON可编程序控制器CJ、CS机型为主，以设备层、控制层、管理层组成的三级网络架构为主
线，从工业控制PLC以太网、控制器网、现场总线网入口，一层一层地详细介绍每一层网络的基本原
理、结构特点、技术指标、网络拓扑结构、典型网络模块、网络协议、通信方法设置以及软件编程实
现通信等内容。
    全书共分6章，分别是：PLC网络基础、DeviceNet网络应用案例、Controller Link网络应用案例
、Ethernet网络应用案例、互连网络应用案例及网络系统综合应用案例。
通过具体的设计案例详细地介绍设计步骤及实现方法。
    本书以应用为主要目的，结合CX-One软件介绍OMRON PLC三级网络的具体设计方法，既有理论，
又有实例，且着重于组网设置操作过程的介绍。
书中的每一个案例都有相对应的经过调试的梯形图程序，因此便于自学。
本书可作为大专院校自动化、过程控制、计算机应用、机电一体化等相关专业的短期培训教材，也可
供工程技术人员自学使用，同时对OMRON PLC的用户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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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PLC网络基础　　1.1　PLC网络通信基础　　1.1.1　数据通信的基本概念　　1.数据通信
　　数据通信是使用相应的传输线路将数据信息从一个通信设备端传送至另一个通信设备端。
数据可分为模拟数据和数字数据两种形式。
随时间连续变化的数据称为模拟数据，例如声音、图像等数据都是具有连续性特点的模拟数据；以二
进制代码“1”和“0”表示的数据称为数字数据，例如计算机中使用的数据都是采用二进制编码形式
的数字数据。
　　无论是模拟数据还是数字数据在传输前都需要转化为电信号，相对应的电信号为模拟信号和数字
信号。
根据选用的通信信道类型，数据通信可以使用模拟信号实现，也可以使用数字信号实现。
数字信号传输距离有限，远距离传输时需要使用中继器，如果数字信号选用模拟信道传输，在发送端
需要将数字信号转换为模拟信号，这个过程称为调制，相应在接收端需要将模拟信号转换为数字信号
，这个过程称为解调，完成上述工作的设备称为调制解调器。
数据通信系统的一般结构如图1-1所示。
　　2.信道　　信道是信号传输的通路，通常可分为物理信道和逻辑信道。
物理信道由传输介质和信号端接设备组成，是信号传输的物理通路；逻辑信道建立在物理信道之上，
但是通信节点问没有用于传输的物理设备，信号传输是通过节点之问内部连接完成的。
　　信道可以按照不同的方法分类如下。
　　①按照传输介质分，信道可分为有线信道和无线信道。
　　②按照传输信号种类分，信道可分为数字信道和模拟信道。
　　③按照信道的使用权限分，信道可分为专用信道和公共信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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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可编程序控制器网络系统应用案例》作为“可编程序控制系统应用案例系列丛书”之一，
以OMRON（欧姆龙）公司的CS1型、CJ1型PLC为典型机型，以OMRON（欧姆龙）公司典型三层网
络架构为基础，以大连工业大学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OMRON PLC实验室为依托，从案例出发，
对OMRON PLC的网络构成、组网原理、网络连接方法、主要参数配置等网络系统应用进行详细描述
。
《可编程序控制器网络系统应用案例》可作为大专院校自动化、过程控制、计算机应用、机电一体化
等相关专业的短期培训教材，也可供工程技术人员自学使用，同时对OMRON PLC的用户具有一定的
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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