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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09年底，陈忠华教授邀请我为他的新书《可编程序控制器与工业现场总线》作序，不胜荣幸。
此书姐妹篇《可编程序控制器与工业自动化系统》自2006年出版后受到工业自动化行业读者普遍好评
。
此次新书，是经过陈教授精心修订、补充，特别是根据自动化工程师的实际需要，增添了近年来兴起
的工业现场总线技术内容。
本书特点是将可编程序控制器（PLC）应用技术与工业现场总线技术相结合，论述详尽，内容上融会
贯通，符合当前自动化技术应用现状，是自动化工程师难得的技术参考及工具书。
现场总线技术概念产生于20年前，在国内有近十几年快速发展历史。
现场总线技术迎合了近年来制造业信息化、工厂数字化的技术需求，为工厂自动化底层现场设备联网
、实现底层生产设备信息集成提供了技术平台。
现代工厂自动化技术不单纯追求提高单机设备自动化水平，而是注重整个工厂自动化系统的效率和为
企业市场竞争提供的支持。
现场总线技术的应用为整个工厂实现数据纵向透明传输，为MES（Manufacturing Execution System，制
造执行系统）、ERP（Enterprise Resource Planning，企业资源计划）提供技术平台。
因此，现场总线技术不是单纯用来提高单机生产设备的自动化水平，而是为整个工厂数字化、信息化
建设提供技术基础，进而为企业提高经济效益和市场竞争力做出贡献，这便是近年来现场总线技术应
用飞速发展的根本原因。
现场总线技术，简而言之，就是控制器（如PLC）与工业现场设备（如传感器、执行器、驱动装置、
专用控制器、人机界面等）之间的连接不采用一对一的I／O连线，而是通过工业数字通信网络——现
场总线，将所有现场设备与控制器连接，采用数字通信方式（而不是4-20mA或开关量信号）实现控制
器对现场设备的数据采集和控制。
现场总线技术的产生使整个自动化系统发生结构性变革。
比如PLC技术与现场总线技术的结合使PLC的功能定位发生了很大变化。
由于PLC可采用现场总线连接现场设备（如变频器、传感器、控制面板等）并通过远程I／O来替代本
地机架I／O扩展，因此，I／O规模不再是PLC的关键指标。
通信能力、指令执行速度、功能可扩展性、安全性、信息处理能力等成为PLC的关键技术性能。
在基于现场总线的控制系统中，系统主PLC更多地被称为控制器；而具备现场总线通信接口的小
型PLC可能会向专用控制器方向发展。
实现现场总线技术的前提不仅要求现场设备必须智能化，而且要求通信接口必须遵守统一的通信协议
标准。
所以，在现场总线技术的发展过程中，现场总线通信协议标准就成为此项技术的关键所在，也是不同
企业技术联盟激烈竞争的制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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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对PLC的硬件体系、工作原理、组态方法、编程语言、模块化结构编程、梯形图指令系统、
调试手段和故障诊断，作了全面详细的介绍。
对20世纪80年代产生并迅速发展的工业现场总线，以IEC 61158标准中应用广泛的PROFIBUS_DP
和PROFINET两个类型为代表，进行了深入的介绍，说明了DP_V0、DP_V1和DP_V2 3个标准版本
、PROFINET的基本概念，特别提供了应用现场总线实现PLC和伺服驱动装置之间的通信实例，并对
该实例进行了详细分析和解读。
本书适合作为高等院校自动化相关专业的教材或教学参考书，对从事自动化领域的工程技术人员、设
计人员和设备维修人员也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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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在中央存储器中，还有一种特殊的应用区，称为堆栈。
堆栈是中央存储器中的一个特殊区域，用来存放程序执行过程中的结果或者在子程序调用过程中用来
保护“现场”信息，以便子程序结束时能正确地返回。
在PLC中使用的堆栈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称后进先出堆栈（Last In First Out LIFO），另一种称先进先
出堆栈（First In First Out，FIFO）。
图2-4表示了这两种“堆栈”在进行栈操作时的数据位置。
2.1.3 I／O接口1.I／O扩展结构PLC的硬件结构因其系统规模和特点不同可有多种结构形式，有整体型
非总线结构和总线型组件结构两大类。
大、中型系统一般均采用组件结构，而微型以及部分小型PLC则趋向于整体型非总线结构。
（1）整体型非总线结构20世纪80年代，PLC的结构多为组件式，由CPU、I／O及备用模块等组合而成
。
现在的小型、微型PLC结构则趋向于将CPU、存储器与I／O做成一体型结构，整体做成平板薄型，以
追求低价格和便于安装。
这种结构的PLC往往采用非总线结构，追求低价格和小型化，其安装方法也与过去不同，大多安装到
配电盘或机械之中，有的不用外壳，做成插件，以降低售价。
（2）总线型结构大、中型以及一部分小型PLC通常采用总线型方式，可视用户要求进行组合以满足不
同要求，如图2-5所示的总线结构有多种形式，有采用微机总线，例如‘VME总线和PC总线，或开发
商的专用总线，例如Siemens公司的s5总线等，PLC的I／O总线扩展可以有多种结构方式，主要采用：1
）并行本地总线（见图2-5a）；2）串行远程通信连接（见图2-5b）。
由图2-5可见，中央处理器和中央存储器通过总线与输入／输出（I／O）交换信息。
PLC以输入／输出接口从被控过程采集信息和用来控制被控过程，因此I／O在PLC中起着重要作用。
工业控制机通常使用在比较恶劣、苛刻的现场环境，这就对I／O提出了比较高的要求。
尽管I／O模板的电路并不十分复杂，但PLC用的I／O工艺都十分考究，对于抑制工业环境带来的干扰
都采取了许多有效措施，如符合电磁兼容（EMC）标准。
此外，为了用户接线和检查的方便，所有I／O模板都带有端子或方便可靠的接插座，以及标志状态的
指示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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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可编程序控制器与工业现场总线》是由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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