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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松下电工公司推出的新一代多功能、经济型FP-XO系列PLC为主，介绍PLC的特点、基本结
构、基本原理、FPwin-GRV2.91编程软件、指令系统，重点介绍PLC基本指令和高级指令的使用方法，
编程规则和编程技巧，工程应用技术，数据监控技术，触点监控技术，时序图监控技术，动态数据写
入技术，加密解密技术，网络通信技术，调试技术及刚推出的PLC仿真技术。

本书内容新颖，系统完整，涉及面广，突出编程重点，所举大量实例联系实际应用，讲解深入浅出，
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对电气自动化、机电一体化、电子通信等专业的教师、学生及工程技术人员有重
要的参考价值，也可作为大专院校相关专业的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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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2）转换实现应完成的操作 转换实现时应完成以下两个操作： 使所有由有向连线与
相应转换符号相连的后续步都变为活动步。
 使所有由有向连线与相应转换符号相连的前级步都变为不活动步。
 以上规则可以用于任意结构中的转换，其区别如下：在单向结构中，一个转换仅有一个前级步和一个
后续步；在并行结构的分支处，转换有几个后续步，在转换实现时应同时将它们对应的编程元件置位
，在并行结构的合并处，转换有几个前级步，它们均为活动步时才有可能实现转换，在转换实现时应
将它们对应的编程元件全部复位；在选择结构的分支与合并处，一个转换实际上只有一个前级步和一
个后续步，但是一个步可能有多个前级步或多个后续步。
 转换实现的基本规则是根据顺序功能图设计梯形图的基础，它适用于顺序功能图中的各种基本结构和
各种顺序控制梯形图的编程方法。
 4.绘制顺序功能图时的注意事项 下面是针对绘制顺序功能图时常见的错误所提出的注意事项。
 （1）两个步不能直接相连，必须用一个转换将它们隔开。
 （2）两个转换也不能直接相连，必须用一个步将它们隔开。
 （3）顺序功能图中的初始步一般对应于系统等待启动的初始状态，这一步可以没有什么输出处于ON
状态，因此有的初学者在画顺序功能图时很容易遗漏这一步。
初始步是必不可少的，一方面因为该步与它们的相邻步相比，从总体上说输出变量的状态各不相同，
另一方面如果没有该步，无法表示初始状态，系统也无法返回停止状态。
 （4）自动控制系统应能多次重复执行同一工艺过程，因此在顺序功能图中一般应有由步和有向连线
组成的闭环，即在完成一次工艺过程的全部操作之后，应从最后一步返回初始步，系统停留在初始状
态（单周期操作），在连续循环工作方式时，将从最后一步返回下一工作周期开始运行的第一步。
 （5）在顺序功能图中，只有当某一步的前级步是活动步时，该步才有可能变成活动步。
 如果用没有断电保持功能的编程元件代表各步，进入RUN工作方式时，它们均处于OFF状态，必须用
初始化脉冲如R9013等作为转换条件，将初始步预置为活动步，否则因顺序功能图中没有活动步，系
统将无法工作。
如果系统有自动、手动两种工作方式，顺序功能图是用来描述自动工作过程的，这时还应在系统由手
动工作方式进入自动工作方式时，用一个适当的信号将初始步置为活动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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