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PLC编程实用指南>>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PLC编程实用指南>>

13位ISBN编号：9787111397458

10位ISBN编号：7111397452

出版时间：2013-1

出版时间：宋伯生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3-01出版)

作者：宋伯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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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PLC编程实用指南>>

内容概要

《PLC编程实用指南(第2版)》突破单一PLC品牌的壁垒，围绕PLC用于顺序控制、模拟量控制、脉冲
量控制、信息处理及远程控制五大主题，对欧姆龙、西门子、三菱、和利时（含ABB）与部分AB、施
耐德、GE PLC的资源及其功能作了分析，并针对这五大主题的应用程序设计，系统介绍了PLC应用程
序设计的理论、算法及技巧。
《PLC编程实用指南(第2版)》内容完整、概念清晰、算法实用、独创求新、涉及面广、信息量大，
是PLC编程的实用指南。
可帮助您尽快步入PLC编程殿堂，进而成为精通多品牌PLC编程技术的编程高手。

《PLC编程实用指南(第2版)》主题是PLC应用编程。
显然这个主题不会因PLC机型更迭而有大的改变。
所以，尽管PLC日新月异，《PLC编程实用指南(第2版)》将都是你使用PLC的好帮手。

《PLC编程实用指南(第2版)》可作为有关培训班及高校进行PLC编程教学的参考教材，也可作学
习PLC编程的自学用书，还可作PLC程序设计及论文撰写的参考文献。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PLC编程实用指南>>

书籍目录

第2版前言第1版前言绪论 10.1PLC的产生 10.1.1继电控制电路 10.1.2可接插逻辑控制器与顺序控制器
50.1.3GM10条 60.1.4PLC的诞生 60.2PLC的原理 80.2.1PLC实现控制的要点 80.2.2PLC实现控制的过程
90.2.3PLC实现控制的方式 100.2.4PLC响应时间的计算 100.3PLC的组成 110.3.1从结构看 110.3.2从功能看
120.4PLC的类型 170.4.1按控制规模分 170.4.2按结构特点分 170.4.3按生产厂商分 180.4.4按其他特点划分
180.5PLC的特点 190.5.1功能丰富 190.5.2使用方便 190.5.3工作可靠 210.5.4经济合算 220.6PLC的性能
230.6.1工作速度 230.6.2控制规模 230.6.3组成模块 240.6.4内存容量 240.6.5指令系统 250.6.6支持软件
250.6.7可靠措施 250.6.8连网通信 250.6.9经济指标 260.7PLC的应用 260.7.1PLC用于系统控制自动化
260.7.2PLC用于系统控制网络化 270.7.3PLC用于系统控制信息化 270.7.4PLC用于系统控制智能化
270.8PLC的使用 280.8.1系统配置 280.8.2程序设计 33结束语 39请想想 39第1章 PLC编程技术基础
401.1PLC程序概念 401.1.1PLC 指令 401.1.2PLC 功能（Function） 411.1.3PLC 功能块（Function block）
411.1.4PLC 程序块（POU） 421.1.5PLC 任务（Task） 431.1.6PLC工程（Project） 431.2PLC程序语言
441.2.1指令表 451.2.2结构化文本语言 451.2.3梯形图 471.2.4功能块图 501.2.5连续功能图 501.2.6顺序功能
图 511.2.7系统流程语言 521.2.8SAMA图及G编程语言 541.3PLC程序数据 551.3.1地址 551.3.2变量 651.3.3
常量 711.3.4其他操作数 721.4PLC指令系统 721.4.1基本逻辑类指令 751.4.2定时、计数指令 821.4.3应用指
令 871.4.4功能、功能块 1041.5PLC编程软件 1071.5.1概述 1071.5.2组成 1091.5.3操作 1201.5.4安装 1201.5.5
使用 1231.5.6帮助及其他 1431.6PLC典型程序 1441.6.1控制输出程序 1441.6.2起停程序 1461.6.3状态转换程
序 1501.6.4定时控制程序 1521.6.5动作控制程序 1531.6.6步进程序 1551.6.7转换程序 1581.6.8数据存储程序
1591.6.9联锁、互锁程序 1601.6.10求公因数程序 161结束语 163请想想 163请试试 163第2章 PLC顺序控制
程序设计 1642.1PLC顺序控制概述 1642.1.1顺序控制类型 1642.1.2顺序控制编程方法 1682.1.3顺序控制输
入器件 1712.1.4顺序控制执行器 1722.2组合逻辑编程 1752.2.1组合逻辑表达式与真值表 1752.2.2组合逻辑
分析 1802.2.3组合逻辑综合 1812.2.4组合逻辑综合实例 1812.3异步时序逻辑编程 1862.3.1异步时序逻辑表
达式与通电表 1862.3.2异步时序逻辑分析 1902.3.3异步时序逻辑综合 1922.3.4异步时序逻辑综合举例
1962.4同步时序逻辑编程 2052.4.1异步时序逻辑同步化 2052.4.2同步时序逻辑表达式与状态图 2072.4.3同
步时序逻辑分析 2082.4.4同步时序逻辑综合 2102.4.5同步时序逻辑综合实例 2102.5标志值法编程 2222.5.1
基本思路 2222.5.2实现方法 2222.5.3实际应用 2232.6高级指令编程 2282.6.1用字逻辑指令处理 2292.6.2用
子程序处理 2332.6.3用宏处理 2362.6.4用功能块处理 2382.7图解法编程 2402.7.1时序图法编程 2402.7.2流
程图法编程 2432.7.3Petri网法编程 2452.8工程法编程 2522.8.1分散控制及其应用 2522.8.2集中控制及其应
用 2562.8.3混合控制及其应用 2632.8.4线性链表控制 2722.8.5工程法编程再思考 288结束语 289请想想 290
请试试 290第3章 模拟量控制程序设计 2913.1模拟量控制概述 2913.1.1PLC模拟量控制过程 2913.1.2PL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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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83.8.6PID模块化控制 3593.9和利时PLC LM机PID控制 3603.9.1运用高等数学功能块实现PID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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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同步控制 4994.6.3和利时LM机同步控制 4994.7硬件模块实现运动控制 5024.7.1用位置控制、运动控制
模块实现 5024.7.2用运动控制CPU实现运动控制 5044.7.3专用于运动控制PLC网络 505结束语 505请想想
505请试试 505第5章 PLC数据处理程序设计 5065.1数据终端是PLC的新角色 5065.1.1专职数据终端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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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35.4.3用特殊指令录入 5385.4.4用编码键盘录入 5385.4.5用模拟方法录入 5405.5数据存储程序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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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46.4.4PLC方程序设计 7066.5PLC与计算机组态软件通信编程 7086.5.1组态软件概念 7096.5.2组态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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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76.7.2用从站地址通信 7396.8PLC与计算机通信协议 7396.8.1欧姆龙HostLink协议 7396.8.2欧姆龙FINS
协议 7446.8.3S-200 PPI通信协议 7486.8.4三菱PLC编程口通信协议 7516.8.5Modbus串口通信协议
7546.8.6Modbus TCP协议 759结束语 760请想想 761请试试 761第7章 PLC控制可靠性程序设计 7627.1PLC
控制可靠性概述 7627.1.1PLC控制可靠性概念 7627.1.2PLC控制干扰及对策 7637.1.3PLC控制可靠性类型
7657.1.4PLC控制可靠性意义 7657.2PLC自身工作可靠性 7667.2.1PLC错误（故障）类型 7677.2.2系统错误
记录 7727.2.3PLC故障及其排除 7737.3PLC输入程序可靠性 7737.4PLC输出程序可靠性 7787.5PLC通信程
序可靠性 7807.6PLC异常处理程序 782结束语 785请想想 785请试试 786第8章 PLC程序组织 7878.1PLC程
序组织概述 7878.1.1PLC程序组织步骤 7878.1.2PLC程序组织简例 7948.2程序模块化组织 7958.2.1程序模
块化组织概念 7958.2.2使用子程序法模块化 7968.2.3使用跳转指令模块化 7968.2.4使用步进指令模块化
7978.2.5用SFC语言编程 7978.2.6用程序、功能块及函数编程 7978.2.7用自建库编程 7998.3多PLC、多任务
（程序、模块）程序组织 8008.3.1欧姆龙PLC多任务组织 8008.3.2S7-300、400机多模块组织 8048.3.3三
菱PLC多程序组织 8058.3.4和利时LM机多任务组织 8078.3.5多CPU系统程序组织 8108.4PLC程序柔性化
8128.4.1程序使用柔性 8128.4.2地址分配柔性 8138.4.3参数设定柔性 8138.4.4动作选择柔性 8168.4.5信号反
馈柔性 8168.5PLC程序调试 8168.5.1PLC程序调试概述 8168.5.2PLC程序仿真调试 8178.5.3PLC工作模式及
其改变 8268.5.4PLC程序联机调试 8278.5.5PLC程序现场调试 8278.5.6PLC程序文档 8288.5.7PLC程序评价
829结束语 831请想想 832请试试 832后记 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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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宋伯生编著的《PLC编程实用指南(附光盘第2版)》增加了标准化编程知识。
增加一些新算法及新品牌PLC编程实例。
增加C#、VB．Net、Delphi等上位机程序实例。
增加电气控制的硬件及PLC编程硬件平台知识。
增加国产和利时LM(ABB编程基本与其相似)机及部分AB、施耐德及GE等品牌PLC的资源介绍等。
    使全书的系统性有所增强，更便于读者掌握各种编程算法。
而编程核心就是设计算法。
弄通了算法，也就有了解决问题的思路、方法及步骤，就不难把实际程序编好。
在程序实现部分，各章都增加了和利时LM机的程序实例，个别部分还介绍了AB、施耐德及GE的程序
实例。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PLC编程实用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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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