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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工业控制网络已经成为现代工业控制系统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计算机、PLC到现场的I／O设
备、驱动设备和人机界面，网络通信无处不在。
西门子是自动化领域最大的供应商，该公司支持的：PROFIBUS、PROFINET和AS-i已成为IEC现场总
线国际标准和我国的国家标准。
PROFIBUS已经有两千多万个节点投入运行。
本书对西门子工业通信网络的结构、通信协议、通信服务和通信的组态与编程进行了全面的介绍。
对通信中常用的一些基本概念和名词也作了介绍。
本书紧密结合工业通信网络的应用实践，以当前应用最广的PROFIBUS-DP和工业以太网为重点。
第2章介绍了PROFIBUS的硬件与通信协议，第3章介绍了DP主站与ET200、智能从站、变频器和直流调
速装置等设备之间的主从通信，以及通信处理器在主从通信中的应用。
第4章介绍了基于PROFIBUs的S7通信和FDL通信，第5章介绍了直接数据交换通信和DP通信的特殊应用
。
第6～8章介绍了PROFIBUS通信的故障诊断与显示的方法。
第9章介绍了PROFIBUS-PA，第10章介绍了基于工业以太网的S5兼容通信和S7通信，第11章介绍
了PROFINET通信与工业以太网的故障诊断。
第12章介绍了AS-i，第13章介绍了OPC通信，第14章介绍了MPI的全局数据通信、S7基本通信和S7通信
。
第15章介绍了点对点通信和s7路由，对其他应用较少的通信方式作了简要的介绍。
本书对实现通信最关键的问题——组态与编程作了详细的介绍。
全书的内容建立在硬件实验的基础上，随书光盘提供了上百个通信例程，绝大多数例程经过硬件实验
的验证，“书中对例程的组态过程、通信程序和验证通信的方法作了详细的说明。
”。
读者可以一边看书，一边用STEP7打开相应的例程，通过例程了解组态和编程的方法。
本书介绍的方法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读者可以根据书中介绍的组态的步骤和方法，同时参考光盘中
的例程，做组态和编程的练习，这样可以较快地掌握通信网络的组态和编程方法。
有条件的读者可以在看书的同时做一些硬件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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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西门子工业通信网络组态编程与故障诊断》全面介绍了西门子工业通信网络的结构、通信协议
、通信服务和通信的组态编程与故障诊断。
重点是应用最广的PROFIBUS-DP和工业以太网，对MPI、AS-i、PROFIBUS-PA、OPC也作了详细介绍
。
　　《西门子工业通信网络组态编程与故障诊断》建立在大量实验的基础上，详细介绍了实现通信最
关键的组态和编程方法，随书光盘有上百个通信例程，绝大多数例程经过硬件实验的验证。
读者根据正文介绍的通信系统的组态步骤和方法，参考光盘中的例程作组态和编程练习，可以较快地
掌握网络通信的实现方法。
　　通信的故障诊断是现场维修的难点。
《西门子工业通信网络组态编程与故障诊断》用约三分之一的篇幅和大量的实例，系统地介绍了网络
通信的故障诊断方法、诊断数据的分析方法，和用人机界面、WinCC显示故障消息的方法，包括一种
功能强大、使用简单方便的故障诊断和显示的方法。
　　除了例程，随书光盘还提供了西门子用于通信的软件和大量的中英文用户手册。
《西门子工业通信网络组态编程与故障诊断》各章配有适量的练习题，可供工程技术人员和维修人员
自学，和作为大专院校、培训班的教材或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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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通过全集成自动化，可以实现从输入物流到输出物流整个生产过程的统一协同自动化，实施完
整的生产现场自动化解决方案。
全集成自动化集高度的集成统一性和开放性于一身，标准化的网络体系结构，统一的编程组态环境和
高度一致的数据集成，使TIA为企业实现了横向和纵向信息集成。
从最初的规划与设计，工程与实施，到安装与调试，运行与维护，以至系统升级改造，TIA使企业在
整个生命周期中获得最高的生产力和产品质量，并显著降低项目成本。
此外，TIA还能缩短产品上市和系统投入运行的时间，从而全面增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全集成自动化具有3个典型的特征：1．统一的组态和编程STEP7是全集成自动化的基础，在STEP7中，
用项目来管理一个自动化系统的硬件和软件。
STEP7用SIMATIC管理器对项目进行集中管理，它可以方便地浏览SIMATICS7、M7、C7和WinAC的数
据。
实现STEP7各种功能所需的SIMATIC软件工具都集成在STEP7中。
STEP7使系统具有统一的组态和编程方式，统一的数据管理和数据通信方式。
可以用SIMATIC管理器来调用编程、组态等工程工具，包括用于项目的创建、管理、保存和归档等基
本应用程序。
2．统一的数据管理以STEP7为操作平台，所有软件组件都访问同一个数据库。
这种统一的数据库管理机制，不仅可以减少系统开发的费用，还可以减少出错的概率，提高系统诊断
的效率。
各软件可以通过全局变量共享一个统一的符号表，在STEP7中定义的变量，通过内部数据库，可以
被HMI（人机界面）的组态软件使用。
因此，在一个项目中，只需在一点对变量进行输入和修改。
这不仅降低了系统集成的工作量，而且可以避免出现错误。
即使多人同时在项目中工作，也可以有效地保证数据的一致性。
在工程系统中定义的参数，可以通过网络，向下传输到现场传感器、执行器和驱动器。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西门子工业通信网络组态编程与故障诊断>>

编辑推荐

《西门子工业通信网络组态编程与故障诊断》：西门子（中国）有限公司重点推荐图书西门子(中国)
有限公司授权的通信软件：SIMATIC NET、Drivemonitor、iMapPDM V6．0、S7-PDlAG(不含许可
证)100多本中英文用户手册100多个应用实例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西门子工业通信网络组态编程与故障诊断>>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