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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西门子S7-200系列PLC为例，介绍了PLC的基础知识、存储器的数据类型与寻址方式、编程
仿真软件与基本指令的应用、顺序控制指令的应用、功能指令的应用、扩展模块的使用、文本显示器
的使用及各类综合应用。
　　本书着重于PLC在电气控制中的基本应用知识和基本操作技能的介绍，既突出常用指令的应用，
又介绍了文本显示器等较新知识，还详细介绍了西门子PLC仿真软件的应用，为缺少PLC实习设备的
读者提供了良好的学习工具。
　　本书可作为高职高专院校机电类专业、工业自动化专业、电气专业及其他相关专业课程的教材，
也可供从事机电专业的工程技术人员参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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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概述1.1　PLC控制系统的构成与特点2．PLC控制系统的特点（1）PLC控制系统硬件结构简单
继电器控制逻辑是由大量的物理继电器连线组成，结构复杂；而PLC控制逻辑是由程序（软继电器）
组成，取消了大量的中间继电器和时间继电器等控制器件，同时也大大简化了硬件接线。
（2）PLC的控制逻辑更改方便要改变继电器控制逻辑必须重新接线，工作量很大，因此有的用户宁愿
拆除旧的控制柜而另外新做一个电气控制柜；而修改PLC的控制逻辑只需要重新编写和下载程序即可
。
（3）系统稳定、维护方便PLc性能指标高、抗干扰性强，能在工业生产环境下长期稳定地工作。
据统计，PLc控制系统的电气故障仅为相应功能的继电器控制系统故障的5％。
当电路发生故障时，可根据PLC输入/输出端口的LED显示来判断产生故障的部位，以便迅速地排除故
障。
1.2　PLC的产生与定义自20世纪60年代起，工业产品生产呈现多品种、小批量的趋势，而当时各种生
产流水线的电气控制系统基本上都是由继电器构成的，产品的每次变更都直接导致电气控制系统的重
新设计和安装。
为了尽可能减少重新设计和安装电气控制系统的工作量，人们设想利用计算机的控制功能制造一种新
型的工业控制装置。
1969年，美国数字设备公司（DEC）研制出第1台可编程序逻辑控制器（Programmable Logic Controller
，PLC），在美国通用汽车公司的自动装配线上使用，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之后，PLC很快在世界各国的工业领域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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