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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是遵照高等教育机电类“十一五”教材规划，根据本科电气技术自动化、电气工程、电子信息、
机电一体化及相关专业的要求，结合我国近年颁布的标准规范和可编程控制器技术的最新发展而编写
的本科教材。
可编程序控制器（Program rnable Logtc Corltroller）简称PLC，是以微处理器为核心的工业自动控制通
用装置。
它具有控制功能强、可靠性高、使用灵活方便、易于扩展、通用性强等一系列优点，不仅可以取代继
电器控制系统，还可以进行复杂的生产过程控制和应用于工厂自动化网络，被誉为现代工业生产自动
化的三大支柱之一。
因此，学习和掌握PLc应用技术已成为工程技术人员的紧迫任务。
本书编写时力求由浅入深、通俗易懂、理论联系实际、注重应用，适用于高等学校本科自动化、电气
工程、电子信息、机电一体化及相关专业的教学，也可作为工业自动化技术人员的培训教材和自学参
考书。
本书从应用的角度出发，系统地介绍了PLC硬件组成、工作原理和性能指标，以国内使用较多的日本
松下公司FPX系列、日本三菱公司FX系列、欧姆龙公司CPMlA系列为样机，详细介绍了其指令系统及
应用、PLC程序设计的方法与技巧、PLc控制系统设计应注意的问题。
为了适应新的发展需要，本书还介绍了PLC在模拟量过程控制系统中的应用。
全书共分8章。
第1章电气控制基础、第2章可编程控制器基础知识、第3章FX系列可编程控制器及指令系统、第4章欧
姆龙C系列PLC简介、第5章可编程控制器的程序设计方法、第6章可编程控制器控制系统的设计、第7
章可编程控制器通信与网络技术、第8章三菱FX系列PLC编程器与编程软件使用方法，书后附有FX系
列PLc功能指令一览表和编程器的软件介绍。
每章后附有习题，供读者练习与上机实践。
本书由秦长海教授主编。
参加编写的有秦长海（第1、2章）、张玮玮（第3章）、董昭（第4、7章）、张修太（第5章，附录A
、B）、姚海燕（第6章）、杨军平（第8章）。
全书由秦长海统稿。
本书由赵建洲教授主审。
参加审稿的还有张继军教授。
他们对本书的编审工作提出了许多宝贵的建议，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书中难免有不足和错误之处，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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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三菱公司的Fx系列为背景，介绍可编程控制器（PLC）的结构组成、工作原理、指令系统
、特殊功能及高级模块、编程器及编程软件使用、PLC的程序设计及应用举例。
不仅介绍了PLC在数字量、模拟量控制系统中的应用，同时还突出了PLC网络通信、现场总线等新技
术。
并从工程应用出发详细介绍了梯形图程序的常用设计方法、PLC系统设计与调试方法、PLC在实际应
用中应注意的问题。
此外，为便于非自动化专业教学，对继电接触器控制系统做了较详细的介绍，以解决与先修课的衔接
。
本书在三菱PLC的基础上还介绍了日本欧姆龙系列PLC。
本书系统性强，由浅入深，通俗易懂，各章配有习题，适于自学。

　　本书可作为高等学校本科自动化、电气工程、电子信息、机电一体化及相关专业的教材，也可作
为PLC培训班的教材和从事PLC应用开发技术人员的参考书，还可供工程技术人员自学或作为培训教
材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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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1章 电气控制基础1.2 电器控制的基本线路任何复杂的电器控制线路都是按照一定的控制原则
，由基本的控制线路组成的。
基本控制线路是学习电器控制的基础，特别是对生产机械整个电气控制线路工作原理的分析与设计有
很大的帮助。
 电器控制线路的表示方法有：电气原理图、电气接线图、电器布置图。
电气原理图是根据工作原理绘制的，具有结构简单、层次分明、便于研究和分析电路的工作原理等优
点。
在各种生产机械的电器控制中，无论在设计部门或生产现场都得到广泛的应用。
电器控制线路常用的图形、文字符号必须符合最新的国家标准。
电器控制线路根据电路通过的电流大小可分为主电路和控制电路。
主电路包括从电源到电动机的电路，是强电流通过的部分，用粗线条画在原理图的左边。
控制电路是通过弱电流的电路，一般由按钮、电器元件的线圈、接触器的辅助触点、继电器的触点等
组成，用细线条画在原理图的右边。
采用电器元件展开图的画法，同’一电器元件的各部件可以不画在一起，但需用同一文字符号标出。
若有多个同类电器，可在文字符号后加上数字序号，如KMl、KM2等。
所有按钮、触点均按没有外力作用和没有通电时的原始状态画出。
控制电路的分支线路，原则上按照动作先后顺序排列，两线交叉连接时的电气连接点须用黑点标出。
本节主要介绍典型的电器控制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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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可编程控制器原理与应用技术》是普通高等院校电子信息类应用型规划教材中的一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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