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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是基于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的不断深入、专业课程设置的精炼、实践能力的培养以及当今社会对液
压系统可编程控制设计创新人才素质的需求状况而编写的。
 本书以加强基础、拓宽知识面、突出创新设计能力的培养为出发点，注重分析和解决工程问题能力的
培养，适当介绍学科的前沿内容和某些扩展内容。
 本书具有以下特点。
 ① 可编程控制器(简称PLC)技术和传统液压传动技术进行了有机结合。
 ② 分单元编写，结构清晰。
全书共分液压传动、液压传动的PLC设计及应用实例三大模块：液压传动模块包括常用的液压元件及
逻辑控制元件、液压传动控制回路两方面；液压传动的PLC设计模块包括液压系统的逻辑设计、顺序
设计、PID控制、模糊控制等几方面，并且作为本书的重点介绍，突出其设计方法和设计技能；在此
基础上，选用了若干具有代表性的实例，作为本书的最后一个加强模块，以达到理论与实践有机结合
的教学目的。
 ③ 突出工程应用，不作繁琐理论推导。
本书对一些理论性较强的内容，如液压流体力学，进行了精减；对一些经验性的工程结论，书中直接
给出；大量的工程图都用示意图简单明了地表示，大大缩减了本课程的教学学时数。
 ④ 采用最新的国家标准。
编者密切注意本领域的国家标准颁布情况，凡是在脱稿前收到的新标准，均在书中体现。
 本书适用于高等院校工科机械类专业，本书大致按50学时编写，各高校、各专业可根据自身的课程安
排和学时情况灵活取舍。
也可供有关工程技术人员参考。
 本书由李粤任主编，廖宇兰、王涛任副主编，郭志忠、林茂也参加了编写。
本书编写具体分工：王涛编写第1、5、6章，廖宇兰编写第2章，郭志忠编写第3章，李粤编写第4章，
林茂编写第7、8章。
全书由李粤和张燕修改定稿。
 在教材编写过程中，王文、张方刚对本书的编辑和图片处理给予了指导与帮助，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由于水平所限，书中不妥之处在所难免，敬请各位同仁和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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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详细介绍了可编程控制器在液压系统设计中的开发方法。
全书共分8章：第1章介绍了液体传动系统的PLC控制概况；第2章介绍了液压元件与逻辑控制元件的基
本原理及其结构特点；第3章主要介绍了液压传动控制系统的分析；第4章主要介绍了液压系统的逻辑
设计；第5章介绍了液压系统的PLC设计，可编程控制器在液压传动系统上的工作原理和开发方法；
第6章介绍了PLC在PID控制中的应用；第7章介绍了PLC在控制算法上的应用，包括模糊控制等；第8
章列举了机械加工和机械工程上的应用实例，介绍了数控机床上的液压系统的PLC控制，系统的原理
和应用，包括液压系统的PLC控制设计方法和步骤、硬件设计、软件设计、编程等内容。
每章后附有思考题和练习题。
     本书可作为高等院校工科机械类专业的教材，也可作为其他工科相关专业的教材和教学参考书，还
可供科研、设计单位及工厂的工程技术人员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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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1章 绪论在机械工程领域中，机器是一种综合性的工具，它们由能源装置、工作装置和中间
传动装置三个主要部分组成。
目前，传动方式有以下几种，即机械传动、电气传动、液压传动、气压传动、计算机控制传动等，其
中机械传动是通过轴、齿轮、齿条、蜗轮、蜗杆、链条等直接传递动力和进行控制的一种传动方式。
它是发明最早，应用得最普遍，也是最基本的传动方式。
机械传动的优点是传动准确可靠、操作简单、负载对传动特性几乎没有影响，传动效率高、制造容易
、维护简单，但是一般不能进行无级调速，机械无级变速装置虽然能实现无级调速，但是多应用于小
功率的传动中。
随着传递功率的增加和生产工艺过程的复杂化，单纯采用机械传动方式会使得传动装置变得非常笨重
，控制困难。
随着现代电子技术的发展，许多执行机构的发明为电气控制创造了条件，由电机、各种低压电器（如
接触器、继电器、电磁阀、行程开关等）和保护电器等组成的电气传动控制系统应用逐渐广泛。
电气传动的优点是能量传递方便、信号传递迅速、标准化程度高、容易实现自动化，但是电机容易受
到外界负载的影响，受温度、湿度、振动、腐蚀等环境影响较大。
由于电器元件受磁通密度饱和现象的限制，运用电气传动方式常常感到容量不足，因而实现低速运行
和无级调速有一定的困难。
液压传动可以弥补机械传动和电气传动的不足，它是指利用流体进行控制的各种控制元件及装置，组
成控制回路，进行自动控制，流体包括液体与气体。
在密闭的容器内，以液压油作为工作介质，利用它的静压力进行能量传递的液压传动得到迅速发展。
气压传动结构简单、成本低、易实现无级调速；气体黏性小，阻力损失小，流速很高，可以使气动内
圆磨头的转速达到10×104r／min，同时能防火、防爆、可以在高温下工作。
几种传动方式各有优缺点，通常要根据实际系统的要求来选用。
例如，在食品机械加工中，如果在与产品直接接触的地方使用液压传动，就会产生食品污染问题，这
时应采用电一气传动；而对于需要控制大功率、快速、精确反应的控制系统，往往采用液压传动系统
，如在国防工业中，飞机的操纵系统、导弹的自动控制系统、火炮操纵系统、雷达跟踪系统，在一般
工业中，机床、冶炼、轧钢、铸锻、动力、工程机械、拖拉机、船舶系统等拖动也需要液压传动。
现在复杂的机械往往不是一种单一的传动方式，而是几种传动方式的密切配合，如机一电传动，机一
液传动，电一液传动，机一电一液传动等。
这样才能充分发挥各种传动的长处，综合优化利用各种传动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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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液压系统PLC控制》由化学工业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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