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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根据教育部最新颁发的中等职业学校《电器及PLC控制技术教学基本要求》，并参照有关行业
的职业技能鉴定规范及中级技术工人等级标准编写的中等职业教育教材。
 全书由电气控制技术、PLC应用技术、PLC实训三部分内容所构成。
电气控制技术部分主要讲述了常用低压电器的原理、结构、型号和用途，并要求能够正确地选择、应
用和维护电器；三相异步电动机的起动控制、正反转控制、调速控制、制动控制等。
PLC应用技术部分主要讲述了PLC基础知识和程序设计方法、电器与PLC控制系统的设计、安装、维护
和应用等。
PLC实训部分采用日本三菱电机公司所提供的PLC仿真软件(FX—TRN—BEG—CL Version 1.0)，以帮助
大家进一步学习和掌握PLC控制技术。
 本书力求由浅入深，通俗易懂，摒弃纯理论性的分析探讨，注重实用性，力求做到理论联系实际。
同时还选择一些实际应用的设计内容，以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拓宽其知识面。
 本书是中等职业学校机电技术应用及相关专业的教材，也可以作为职业培训教材和电气技术人员的参
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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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一）轴坐标标注法 首先根据线路的繁简程度以及线路中各部分线路的性质、作
用和特点，将线路分为交、直流主电路，交、直流控制电路及辅助电路等。
图2—2为M7120平面磨床轴坐标图示法电气原理图，图中根据线路性质、作用和特点分为交流主电路
、交流控制电路、交流辅助电路和直流控制电路四部分。
为便于标注坐标，将线路各电器元件均按纵向画法排列，每一条纵向线路为一个线路单元，而每一个
线路单元给定一个轴坐标，并用数码表示。
这样每一线路单元中的各电器元件具有同一轴坐标。
在对线路单元进行坐标标号时，为标明各线路性质、作用和特点，往往对同一系统的线路单元用一定
的数码来标注轴坐标。
在图2—2中，交流主电路轴坐标标号由100～110，交流控制电路轴坐标标号由200～211，直流控制电
路轴坐标标号由301～312，交流辅助电路轴坐标标号由402～410。
在轴坐标201标号的线路单元中有SB1、SB2、KM1、FR1、KA等电器元件。
 在选定坐标系统与给定坐标后，下一步就是标注图示坐标。
为了阅读，查找方便，可在线路图下方标注“正序图示坐标”和“逆序图示坐标”。
 正序图示坐标一般标注在含有接触器或继电器线圈的线路单元的下方。
在图2—2中标注了KM1～KM6、FR1～FR3、KA的正序图示坐标。
在该线路单元的下方标注该继电器或接触器各触点分布位置所在线路单元的轴坐标号。
如接触器KM5具有五对常开触点、二对常闭触点，在线路中用上了四对常开触点、一对常闭触点，它
们分别位于210、308、309、409、211号线路单元中。
这样，各对触点的位置和作用就一目了然了。
 逆序图示坐标一般标注在各线路单元的下方，用来标注该线路单元中的触点的受控线圈所在的轴坐标
号。
如在图2—2中的201线路单元中含有触点SB1、SB2、FR，和KA，其中FR1触点的热元件FR1在101线路单
元中，KA控制线圈在307线路单元中（对于按钮SB1、SB2因不受其他单元元件的控制，故无需标注）
。
 由上可知，正序图示坐标是以线圈为据找触点，而逆序图示坐标则是以触点为据找线圈。
图示坐标的标注采用与否，可根据线路图的繁简程度决定。
线路简单、一目了然的，正、逆图示坐标均可不标注；线路不算很复杂的，一般只标注正序图示坐标
即可；比较复杂的线路，可根据需要标注正、逆序图示坐标。
线路越复杂，越能体现标注坐标的优越。
 （二）横坐标标注法 电动机正反转横坐标图示法电气原理图如图2—3所示。
采用横坐标标注法，线路各电器元件均按横向画法排列。
各电器元件线圈的右侧，由上到下标明各支路的序号1，2⋯，并在该电器元件线圈旁标明其常开触点
（标在横线上方）、常闭触点（标在横线下方）在电路中所在支路的标号，以便阅读和分析电路时查
找。
例如接触器KM1常开触点在主电路有三对，控制回路2支路中有一对；常闭触点在控制电路3支路中有
一对。
此种表示法在机床电气线路中普遍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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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21世纪中等职业教材系列:电器及PLC控制技术》在编写时力求由浅入深，通俗易懂，摒弃纯理论性
的分析探讨，注重实用性，力求做到理论联系实际。
同时还选择一些实际应用的设计内容，以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拓宽其知识面。
《21世纪中等职业教材系列:电器及PLC控制技术》是中等职业学校机电技术应用及相关专业的教材，
也可以作为职业培训教材和电气技术人员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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