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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由西南地区六校一所联合编写的《机床电气自动控制》一书，自1988年出版以来，历经5次印刷，得到
广大读者和有关专家的好评。
经过6年的教学实践，深感需及时进行修订再版。
这一方面是由于电控技术日新月异的变化，需要补充和更新一些内容；另一方面也希望在内容的选取
和处理上既符合教学规律并更为实用。
这次修订仍遵循“既注意基础部分，又充分反映本领域的最新成就；既考虑先进性，也注重结合当前
国情”的初衷。
全书改编为九章，内容包括机床继电接触器控制电路分析与设计；机床数字控制；可编程控制器
（PLC；电气无级调速；机床电气可靠性等几个部分。
第一章为绪论。
第二、三章讨论机床继电接触器控制的基本电路和机床电路，并增加数控机床的实例。
为加强科学性及全书各部分的联系，仍采用逻辑表达与文字叙述相结合的分析方法。
为考虑与先修课的衔接，补充机床常用电器简介内容。
第四章充分注意到电气调速技术的发展，重点加强交流调速，介绍交、直流无级调速的基本原理、方
法及特点。
交流调速的重点落实到交变频调速和矢量控制技术。
第五章介绍机床电气控制可靠性的基本知识与提高机床电气可靠性的措施。
第六章阐述了继电接触器电路设计的基本内容和元件选择，以培养读者具有一般机床电气控制系统设
计的初步能力。
第七、八两章为机床数字控制的内容，第七章讨论机床数控的一般内容、插补原理、CNC数控及其伺
服系统。
第八章较全面地介绍经济型数控系统，包括系统的软、硬件构成，步进电机的特性及接口，特别对步
进电机驱动电源的要求及各种较新的驱动电路进行了详细的阐述。
第九章讨论当今推为机械制造业控制应用主流机型的可编程控制器（PLC）。
在介绍其工作原理、指令系统的基础上重点讨论梯形图的编程方法和PLC在机床控制中的典型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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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阐述了现代机床电气控制系统的主要类型。
全书共九章，内容包括：继电接触器电路的分析与设计，基本电器元件介绍及数控机床电控实例，机
床数控内容围绕CNC数控系统和单片机控制经济型数控系统进行介绍。
可编程控制器一章在介绍其工作原理、指令系统及编程的基础上，重点论述梯形图的设计方法并针对
工业应用实例进行了多方案的比较讨论。
电气无级调速讨论交、直流无级调速，并侧重于交流调速控制。
本书还简介机床电气控制可靠性的知识。
　　本书内容既注意到我国机床电控的现状，又充分反映现代机床电气控制的发展趋势。
在机床电路图形符号和电气原理图的绘制上，均贯彻新颁布的国家标准。
　　本书可作为机械制造及设备、机械设计、机械电子工程以及与之相近专业的教材，亦可供机械、
电气工程技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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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现代机床由工作机构、传动机构、原动机和自动控制系统四个部分组成。
所谓“自动控制”是指在没有人直接参与（或仅有少数参与）的情况下，利用自动控制系统，使被控
对象（或生产过程），自动地按预定的规律去进行工作。
如机床按规定的程序自动地起动与停车；利用微型计算机控制数控机床，按照计算机发出的程序指令
，自动按预定的轨迹加工；利用可编程控制器，按照预先编制的程序，使机床实现各种自动加工循环
，所有这些都是电气自动控制的应用。
实现自动控制的手段是多种多样的，可以用电气的方法来实现自动控制，也可以用机械的、液压的、
气动的等方法来实现自动控制。
由于现代化的金属切削机床均用交、直流电机作为动力源，因而电气自动控制是现代机床的主要控制
手段。
即使采用其他控制方法，也离不开电气控制的配合。
本书就是以机床作为典型对象来研究电气自动控制技术的基本原理、方法和应用，这些基本控制方法
自然也适用于其他机器设备及生产过程。
机床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结构不断改进，性能不断提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电气拖动与电气控制
系统的更新。
电气拖动在速度调节方面具有无可比拟的优越性和发展前途。
采用直流或交流无级调速电动机驱动机床，使结构复杂的变速箱变得十分简单，简化了机床结构，提
高了效率和刚度，也提高了精度。
近年研究成功的电机一主轴部件，将交流电机转子直接安装在主轴上，使其振动和噪音均较小，它完
全代替了主轴变速齿轮箱，对机床传动与结构将产生变革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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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机床电气自动控制(第3版)》由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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