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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机电一体化是机械、电子、计算机、自动控制及信息处理技术、系统工程、检测传感技术、伺服传动
技术等有机结合的一门复合技术，它代表着机械工程技术革命的前沿方向。
作为高等教育的一个学科，它力图以其强大的应用潜力培养出一大批高技术人才。
然而，它所要求的人才及人才知识结构、技术素养等明显不同于传统的机械工程以及电子工程人员，
如何将机械技术和电子技术有机结合起来是机电专业必须解决的问题。
本书根据“必需、够用”的原则，首先讲述机械基础知识、气压传动知识、常用传感器、常用电动机
工作原理、可编程控制器基本原理，然后讲述以PLC为中心的实践内容。
本书内容基本覆盖了机电一体化技术的所有内容，内容全面，但也有侧重点，其中可编程控制器是现
代机电一体化技术的核心，机电一体化技术人员要能够利用可编程控制器来设计机电一体化系统。
可编程控制器（PLC）以其高抗干扰能力、高可靠性、高性能价格比且编程简单而广泛地应用在现代
化的自动生产设备中，担负着生产线的大脑——微处理单元的角色。
因此，培养掌握机电一体化技术、掌握PLC技术及PLC网络技术的技术人才是当务之急。
本书以亚龙YL-335A型自动生产线实训考核装备为例介绍机电一体化相关知识。
YL-335A在铝合金导轨式实训台上进行安装送料、加工、装配、输送、分拣等工作单元，构成一个典
型的自动生产线的机械平台，系统各机构采用了气动驱动、变频器驱动和步进电机位置控制等技术。
系统的控制方式采用每一工作单元由一台PLC承担其控制任务，各PLC之间通过RS485串行通信实现互
联的分布式控制方式。
因此，YL-335A综合应用了多种技术知识，如气动控制技术、机械技术（机械传动、机械连接等）、
传感器应用技术、PLC控制和组网、步进电机位置控制和变频器技术等。
利用YL-335A可以模拟一个与实际生产情况十分接近的控制过程，为学习者创造一个非常接近于实际
的教学设备环境，从而缩短了理论学习与实际应用之间的距离。
本书的主要特点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理论知识与实践技能有力结合。
前面几章的理论知识为后面的应用做好铺垫，体现了“必需、够用”的原则。
（2）体现了机电一体化技术的核心。
本书所列知识在目前工业生产中应用十分广泛，学生通过对本书的学习，可大大缩短与企业的磨合期
。
（3）突出实用性和规律性。
本书中所列的例子都从实践中来，而且所使用的设计方法可以使读者快速掌握，从而能够快速、高效
、正确地完成机电一体化系统的设计。
（4）与职业教育改革方向一致。
职业技能大赛是职业教育的改革方向，本书紧扣大赛的要求，内容覆盖了大赛要求的全部知识点。
通过对本书的学习，也可使职业技能大赛由精英教育变为大众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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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机电一体化技术》是高等职业教育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的教材。
全书共分10章，主要介绍了机电一体化的关键技术、机械基础知识、气压传动知识、传感与检测技术
、常用电动机工作原理、可编程控制器、数字量控制系统梯形图程序设计方法、机电一体化技术综合
实例、PLC的通信与组网、触摸屏与PLC的连接与控制等，突出高职教育“必需、够用”的原则，强
调理论联系实际，紧扣职业技能大赛，具有广泛的实用性。
　　《机电一体化技术》可以作为高等院校、职业院校机电一体化和自动化等相关专业的教材，也可
供大专院校相关专业和从事机电技术工作的工程技术人员阅读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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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20世纪70～80年代为第二阶段，可称为蓬勃发展阶段。
这一时期，计算机技术、控制技术、通信技术的发展为机电一体化的发展奠定了技术基础，大规模、
超大规模集成电路和微型计算机的迅猛发展为机电一体化技术的发展提供了充分的物质基础。
这个时期的特点：①mechatmnics一词首先在日本被普遍接受，大约到20世纪80年代末期在世界范围内
得到比较广泛的承认；②机电一体化技术和产品得到极大发展；③各国均开始对机电一体化技术和产
品给以很大的关注和支持。
20世纪90年代后期，机电一体化技术开始了向智能化方向迈进的新阶段。
机电一体化进入深入发展时期：一方面光学、通信技术等进入了机电一体化，微细加工技术也在机电
一体化中崭露头角，出现了光机电一体化和微机电一体化等新分支；另一方面对机电一体化系统的建
模设计、分析和集成方法，机电一体化的学科体系和发展趋势都进行着深入研究。
同时，由于人工智能技术、神经网络技术及光纤技术等领域取得的巨大进步，为机电一体化技术开辟
了发展的广阔天地。
这些研究将促使机电一体化进一步建立完整的基础和逐渐形成完整的科学体系。
我国是从20世纪80年代初才开始这方面的研究和应用。
国务院成立了机电一体化领导小组并将该技术列为"863计划"。
在制定"九五"规划和2010年发展纲要时充分考虑了国际上机电一体化技术的发展动向和由此可能带来
的影响。
许多大专院校、研究机构及一些大中型企业对这一技术的发展及应用做了大量的工作，并取得一定成
果，但与日本等先进国家相比仍有相当差距。
任何一门学科都是由基础理论、技术和工程系统组成的完整体系。
机电一体化在技术和工程系统方面已有很大发展，但在基础理论方面尚在发展之中，还很不完备。
机电一体化是集机械、电子、光学、控制、计算机、信息等多学科的交叉融合，它的发展和进步依赖
并促进相关技术的发展和进步。
因此，机电一体化的主要发展方向如下：（1）智能化。
智能化是21世纪机电一体化技术的一个重要发展方向。
这里所说的"智能化"是对机器行为的描述，是在控制理论的基础上吸收智能控制学、计算机科学、模
糊数学、心理学、生理学和混沌动力学等新思想、新方法，模拟人类智能，使它具有判断推理、逻辑
思维、自主决策等能力，以求得到更高的控制目标。
诚然，使机电一体化产品具有与人完全相同的智能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必要的。
但是，高性能、高速度微处理器使机电一体化产品具有低级智能或人的部分智能，则是完全可能而又
必要的。
（2）模块化。
模块化是一项重要而又艰巨的工程。
由于机电一体化产品种类和生产厂家繁多，研制和开发具有标准机械接口、电气接口、动力接口、环
境接口的机电一体化产品单元是一项十分复杂而重要的工作，如研制集减速智能调速机于一体的动力
单元，具有视觉、图像处理、识别和测距等功能的控制单元，以及各种能完成典型操作的机械装置。
这样，可利用标准单元迅速开发出新的产品，同时也可扩大生产规模。
这需要制定各项标准，以便各部件、单元的匹配和连接。
由于利益冲突，近期很难制定国际或国内这方面的标准，但可以通过织建一些大企业来逐渐形成。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机电一体化技术>>

编辑推荐

《机电一体化技术》为全国高职高专机电工程教育“十一五”规划教材·机电工程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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