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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目前，集散控制系统（DCS）在工业控制各领域已得到广泛的应用。
它是实现工业自动化和企业信息化的最好系统平台，DCS自1975年出现，随着电子、计算机软硬件、
网络技术的发展，其技术平台的水平也在不断提高，为我国大型工业生产装置的自动化水平的提高作
出了突出贡献，成为当今工业过程控制的主流。
由于该门技术发展和更新很快，并且市面上这方面的书也少之甚少，迫切需要有一本适合本科院校的
教材。
编者根据自动化技术近年来的发展状况，结合从事科研、教学和工程实践工作的体会，依据教学规律
，查阅了大量的控制工程领域的资料，并吸取了国内外相关著作的优点，精心编写了本书并多次修改
。
本书充分重视控制工程设计能力的培养，着重集散控制系统的概念、原理、结构、设计与实际应用的
基本性、通用性，使学生通过学习，基本掌握集散控制系统的原理、工程设计的方法。
本书具有以下特点。
（1）抓住集散控制系统的知识体系，循序渐进地讲解基本概念、原理、特点及方法。
（2）图文并茂，实用性强。
力争使其成为一本比较实用的集散控制系统的快速入门的教科书。
（3）强调理论联系实际，每章章首有导图，章末均附有阅读材料和习题，便于读者掌握所学内容和
拓宽思路。
本书共分8章，第1章介绍DCS的基本内容。
第2章介绍DCS的体系结构。
第3章着重讲述Dcs的硬件体系。
第4章介绍DCS的软件及通信。
第5章讲述Dcs现场总线控制系统。
第6章介绍常用现场总线的应用。
第7章介绍DCS的性能及选型。
第8章对DCS的应用实例进行了探讨。
本书由攀枝花学院周荣富、陶文英任主编，李会容、郑会军和张靖任副主编。
其中第1章、第2章、第8章由陶文英编写，第3章由李会容编写，第4章由郑会军编写，第5章、第6章和
阅读材料由周荣富编写，第7章由张靖编写。
本书由周荣富统稿。
同时得到了吴旭鹏（05自动化）、罗凯和杨敏（06自动化）同学的大量帮助，并参考了许多专家的著
作，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集散控制系统>>

内容概要

本书从实际应用出发，重点介绍集散型控制系统及现场总线的概念、特点、结构、原理和发展状况；
熟悉其基本功能特性、使用方法和设计方法；基本掌握硬件配置、软件组态，以及操作、维护、安装
和调试等方面知识，使读者具有初步使用集散型控制系统的能力。
　　本书结合具体工程实例，对工程上常用的集散控制系统的设计思想、设计步骤、设计方法及调试
维护等进行详尽的叙述。
并通过大量由浅入深的集散控制系统应用实例，引导读者逐步认识、熟悉和应用，为集散控制系统的
开发和深入研究打下坚实的基础。
每章章首有导图，章末均附有阅读材料和习题，便于读者掌握所学内容和拓宽思路。
　　本书主要为从事控制工程工作的人员学习集散控制系统知识而编写的，可作为自动化、测控、电
气工程等专业及其他相关专业的大学本科教材，也可供广大工程技术人员参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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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　　2．4．5　AdvantOCS系统　　2．4．6　罗克韦尔的Controll．ogix系统　　2．4．7　小
型SunyPCC800　小结　习题第3章　DOS的硬件及通信　3．1　现场控制单元硬件　　3．1．1　现场
控制站的结构　　3．1．2　现场控制站的功能与可靠性维护　3．2　过程控制单元硬件　　3．2．1
　过程控制单元的功能　　3．2．2　过程控制单元的智能调节器与PLC　3．3　操作员站和工程师站
单元硬件　　3．3．1　中央计算机单元的功能　　3．3．2　操作员站单元的功能　　3．3．3　工程
师站单元的功能　3．4　通信网络单元硬件　　3．4．1　通信网络的传输介质　　3．4．2　通信网
络的接口设备　　3．4．3　通信标准及标准通信接口　3．5　网络设备　小结　习题第4章　DCS的
软件及组态　4．1　概述　4．2　组态软件　　4．2．1　数据库生成系统　　4．2．2　生产过程流
程　　4．2．3　数据和报表　　4．2．4　控制回路组态　4．3　控制层软件　　4．3．1　控制层软
件的功能　　4．3．2　编程语言与模型　⋯⋯第5章　DCS现场总线第6章　常用现场总线的应用第7
章　DCS的性能及选型第8章　DCS的现场操作及应用案例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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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1）查询法。
需要信息的结点周期性地查询其他结点，如果其他结点响应了查询，则开始进行数据交换。
由其他结点返回的数据中包含了确认信号，它说明被查询的结点已经接收到了请求信号，并且正确地
理解了信号的内容。
（2）广播法。
广播法类似于广播电台发送播音信号。
含有信息的结点向系统中其他所有结点广播自己的信息，而不管其他结点是否需要这些信息。
在某些系统中，信息的接收结点发出确认信号，也有些系统不发确认信号。
（3）例外报告法。
在这种方法中，结点内有一个信息预定表，这个表说明有哪些结点需要这个结点中的信息。
当这个结点内的信息发生了一定量的（常常把这个量称为例外死区）变化时，它就按照预定表中的说
明去更新其他结点的数据，一般收到信息的结点要回送确认信号。
查询法是在集散控制系统中用得比较多的协议，特别是用在具有网络控制器的通信系统中。
但是查询法不能有效地利用通信系统的带宽，另外它的响应速度也比较慢。
广播法在这两方面比较优越，特别是不需确认的广播法。
不确认的广播法在信息传输的可靠性上存在着一定的问题，因为它不能保证数据的接收者准确无误地
收到所需要的信息。
实践证明，例外报告法是一种迅速而有效的数据传输方法。
但例外报告法还需要在以下两个方面进行一些改进：首先要求对同一个变量不产生过多的、没有必要
的例外报告，以免增加通信网络的负担，这一点可通过限制两次例外报告之间的最小间隔时间来实现
；其次在预先选定的时间间隔内，即使信息的变化没有超过例外死区，也至少要发出一个例外报告，
这样能够保证信息的实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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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集散控制系统》是21世纪全国本科院校电气信息类创新型应用人才培养规划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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