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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组态软件是伴随着分布式控制系统的出现及计算机控制技术的发展走进工业自动化领域的，并逐渐发
展成为独立的自动化应用软件。
目前，组态软件已经广泛应用于工农业生产之中，是自动化控制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SIMATICWinCC集成了SCADA、脚本语言和OPC等先进技术，为用户提供了Windows操作系统环境下
使用各种通用软件的功能，继承了西门子公司全集成自动化系统技术先进、无缝链接的特点。
此外，WinCC还是西门子公司DCS系统PCS7的人机界面核心组件，也是电力系统监控软件PowerCC和
能源自动化系统SICAM的重要组成部分。
本书主要介绍WinCC的基础编程与应用，全书共分为14章。
第1章主要介绍组态软件的发展及其特点以及WinCC的概述；第2章介绍了WinCC中的变量，并通过简
单的示例介绍WinCC的使用；第3章详细介绍了WinCC中画面的组态方法；第4章介绍了用户管理器的
使用；第5章介绍了WinCC中脚本系统的使用；第6～8章分别介绍了报警记录、变量记录和报表系统
的使用；第9章介绍了多语言项目的组态；第10章通过多个示例演示了’WinCC的开放性，特别
是OPC技术的运用；第11章简单介绍了WinCC中复杂系统的组态；第12章介绍了WinCC附带的一些智
能工具；第13章介绍了WinCC的选件；第14章简要介绍了WinCC中的诊断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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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由浅入深介绍西门子公司的组态软件WinCC，注重示例，强调应用。
全书共分为14章，分别介绍了组态软件的基础知识，WinCC的变量，画面的组态，用户管理，脚本使
用，报警记录，变量记录，报表系统，开放性接口，系统组态，智能工具，WinCC的选件和诊断等。

　　本书可作为高等院校自动化、电气控制、计算机控制及相关专业的教材，也可作为职业学校学生
及工程技术人员培训及自学用书，对西门子自动化系统的用户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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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1章 概述1.1 组态软件的产生与发展1.1.1 工业过程控制系统的发展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自动
化技术获得了惊人的发展，在工业生产和科学发展中起着关键的作用。
20世纪40年代，多数工业生产过程处于手工操作状态，人们主要凭经验、用手工方式去控制生产过程
。
如生产过程中的关键参数靠人工观察，生产过程中的操作也靠人工去执行，劳动生产率是很低的。
20世纪50年代前后，一些工厂企业的生产过程实现了仪表化和局部自动化。
此时，生产过程中的关键参数普遍采用基地式仪表和部分单元组合仪表（多数为气动仪表）等进行显
示；进入20世纪60年代，随着工业生产和电子技术的不断发展，开始大量采用气动、电动单元组合仪
表甚至组装仪表对关键参数进行指示，计算机控制系统开始应用于过程控制，实现直接数字控制和设
定值控制等。
20世纪70年代，随着计算机的开发、应用和普及，对全厂或整个工艺流程的集中控制成为可能。
20世纪70年代中期，集散控制系统（Distributed Control System，DCS）的开发问世受到了工业控制界
的一致青睐。
集散控制系统是把自动化技术、计算机技术、通信技术、故障诊断技术、冗余技术和图形显示技术融
为一体的装置，其组成示意图如图1-1所示。
结构上的分散使系统危险分散，监视、操作与管理通过操作计算机实现了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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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组态软件WinCC及其应用》为21世纪高等院校电气信息类系列教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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