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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从工程实际应用出发，全面系统地介绍了已成为国家标准的PROFIBUS-DP现场总线
、DeviceNet现场总线与工业以太网技术及其应用系统设计，书中还详细地介绍了作者在现场总线与工
业以太网应用领域的最新科研成果，并给出了大量的应用设计实例。
内容具有较强的可移植性、先进性、系统性、应用性、资料开放性，适合广大从事现场总线与工业以
太网技术及其应用系统设计的工程技术人员参考。
　　　　本书从工程实际应用出发，全面系统地介绍了现场总线与工业以太网技术及其应用系统设计
，内容具有较强的可移植性、先进性、系统性、应用性、资料开放性，力求起到举一反三的作用。
　　全书共分8章，主要内容包括：现场总线概论、控制网络技术、通用串行通信接口技术
、PROFIBUS现场总线、PROFIBUS-DP通信控制器与网络接口卡、PROFIBUs-DP应用系统设计
、DeviceNet现场总线与工业以太网及其应用系统设计。
　　本书是作者在教学与科研实践经验的基础上，结合十几年现场总线与工业以太网技术的发展编写
而成的，书中详细地介绍了作者在现场总线与工业以太网应用领域的最新科研成果，并给出了大量的
应用设计实例。
　　本书可作为高等院校自动化、计算机应用、信息工程、机电一体化方向的研究生、高年级本科生
的教材，更适合广大从事现场总线与工业以太网技术及其应用系统设计的工程技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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