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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纵向分化、横向综合已成为当代科学技术发展的重要特点，由于微电子技术的飞速发展及其向机械工
业的渗透所形成的机电一体化技术使得工业生产从“机械电气化”迈入了以“机电一体化”为特征的
发展阶段，纺织机械同样也带有越来越明显的机电一体化特征。
虽然纺织机械与机电一体化技术的联系越来越密切，但相关的纺织院校在纺织工程专业的教学过程中
却没有给予机电一体化技术以相应的重视，使得纺织院校的毕业生对新型纺织机械的掌握与运用能力
较低，成为制约部分毕业生能力发挥的瓶颈。
为了改善这种情况，本书以机电一体化技术在纺织机械中的应用为目的，系统地介绍了机电一体化知
识体系，并全面地介绍了机电一体化技术在纺织机械中的应用，为培养复合型毕业生服务，同时为进
一步深入地学习并应用机电一体化技术打下良好的基础。
《纺织机电一体化》从应用角度出发，对纺织工程专业学生所必须掌握的机电一体化基础知识及其应
用进行了系统的讲述。
全书共分两篇，分别为第一篇的机电一体化技术基础和第二篇的纺织机械机电一体化。
在机电一体化技术基础部分中，力求将机电一体化技术的相关内容作为一个知识体系进行介绍，在内
容的筛选中考虑了纺织专业对该知识体系中内容的需求。
在纺织机械机电一体化部分，对各种纺织机械中机电一体化技术的应用进行了较详尽的介绍，内容与
生产实践紧密结合，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新型纺织机械发展的前沿，符合纺织机械的发展方向，具有
较强的现实意义。
本书由天津工业大学马崇启、吕汉明和广东凯丰纺织机械有限公司夏云科共同编写，其中第一章至第
五章由吕汉明编写，第六章至第十三章由马崇启编写，第十四章由夏云科编写，全书由马崇启负责整
体构思和统稿。
天津工业大学荆涛和杨建成两位同志对本书进行了全面的审阅，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
天津宏大纺织机械有限公司王志芳同志、广东凯丰纺织机械有限公司以及瑞士uETER公司等单位和个
人为本书提供了相关技术资料并对本书的编写进行了指导。
天津市嘉诚机电设备有限公司王华军同志为本书的资料整理、绘图做了大量工作。
在本书编写和出版工程中得到天津工业大学纺织学院、教务处，中国纺织出版社等单位和部门领导同
志的大力支持，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由于作者水平所限，加之机电一体化技术本身的发展及其向各行业的渗透日新月异，书中不足及不妥
之处在所难免，恳请并欢迎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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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从机电一体化基础知识及机电一体化技术在纺织机械上的应用两方面对纺织机电一体化技术进行
了比较系统的介绍。
机电一体化基础知识主要包括计算机控制系统中的微型计算机、计算机控制系统中的总线与多机通信
、计算机控制系统的接口技术及抗干扰措施、计算机控制系统中的常用数据处理技术、计算机控制系
统中的控制策略及常用执行元件的原理及应用等。
对机电一体化技术在纺织机械上的应用主要以清梳联、并条机、精梳机、粗纱机、细纱机、自动络筒
机、整经机、浆纱机及织机为例进行了介绍。
　　本书是高等院校纺织工程专业本科生教材，亦可作为相关领域的工程技术人员参考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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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机电一体化技术基础　第一章　机电一体化基础知识　　第一节机电一体化概述　　　一、
机电一体化的概念　　　二、机电一体化系统的构成　　　三、机电一体化技术的发展　　　四、机
电一体化技术的分类　　　五、机电一体化的意义　　第二节机电一体化相关技术　　　一、机械技
术　　　二、传感与检测技术　　　三、计算机与信息处理技术　　　四、自动控制技术　　　五、
执行与驱动技术　　　六、系统总体技术　　思考题　第二章　计算机控制系统中的微型计算机　　
第一节嵌人式计算机系统及其控制器　　　一、嵌入式系统的定义与特点　　　二、嵌入式系统技术
的发展　　　三、单片机　　　四、数字信号处理器　　　五、可编程逻辑器件和现场可编程门阵列
　　第二节可编程控制器　　　一、可编程控制器概述　　　二、可编程控制器的特点　　　三、可
编程控制器的应用　　　四、可编程控制器的基本结构　　　五、可编程控制器的工作原理　　　六
、可编程控制器编程中的继电器概念　　　七、可编程控制器的梯形图编程语言　　　八、梯形图语
言编程中的常用原则　　　九、常用基本环节编程　　　十、可编程控制器的选择　　　十一、可编
程控制器的应用软件设计　　　十二、可编程控制器使用中的安全及保护问题　　第三节工业控制计
算机　　　一、工控机的特点　　　二、工控机的分类　　　三、工控机系统的组成　　思考题　第
三章　计算机控制系统中的总线与多机通信　　第一节计算机总线　　　一、内部总线　　　二、系
统总线　　　三、外部总线　　第二节多机网络通信基础　　　一、计算机网络的分类-　　　二、网
络协议的分层结构　　第三节现场总线　　　一、现场总线概述　　　二、现场总线的发展和以太网
　　　三、典型控制网络体系结构　　思考题　第四章计算机控制系统基础　　第一节计算机控制系
统的基本原理　　　一、计算机控制系统的特点　　　二、控制系统的设计步骤　　第二节计算机接
口技术概述　　　一、接口的分类　　　二、接口的功能　　第三节　计算机控制系统的信号采集　
　　⋯⋯第二篇　纺织机械机电一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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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一、现场总线概述现场总线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逐步形成的，作为工厂数字通信网
络的基础，它沟通了生产过程现场及控制设备之间及其与更高控制管理层次之间的联系。
1984-年，现场总线的概念被正式提出。
国际电工委员会（International Electrotechnical Commission，IEC）对现场总线的定义为：现场总线是一
种应用于生产现场，在现场设备之间、现场设备和控制装置之间，实行双向、串形、多结点的数字通
信技术。
它不仅是一个基层网络，而且还是一种开放式、新型全分布控制系统。
这项以智能传感、控制、计算机、数字通信等技术为主要内容的综合技术，已经受到世界范围的关注
，成为自动化技术发展的热点，被誉为自动化领域的计算机局域网，并将导致自动化系统结构与设备
的深刻变革。
现场总线技术将专用微处理器置入传统的测量控制仪表，使它们都具有数字计算和数字通信能力，采
用可进行简单连接的双绞线等作为总线，把多个测量控制仪表连接成网络系统，并按公开、规范的通
信协议，在位于现场的多个微机化测量控制设备之间以及现场仪表与远程监控计算机之间，实现数据
传输与信息交换，形成各种适应实际需要的自动控制系统。
现场总线的技术特征包括全数字化通信、开放型的互联网络、互可操作性与互用性、现场设备的智能
化、系统结构的高度分散性以及对现场环境的适应性。
现场总线的特点是现场控制设备具有通信功能，便于构成工厂底层控制网络，通信标准的公开、一致
，使系统具备开放性，设备间具有互可操作性，功能块与结构的规范化使相同功能的设备间具有互换
性，控制功能下放到现场，使控制系统结构具备高度的分散性。
现场总线使自控设备与系统步人了信息网络的行列，为其应用开拓了更为广阔的领域。
一对双绞线上可挂接多个控制设备，便于节省安装费用，节省维护开销，提高了系统的可靠性，为用
户提供了更为灵活的系统集成主动权。
图3-2为现场总线控制系统与传统控制系统的结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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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纺织机电一体化》：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本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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