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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控机床电气控制与维修》

前言

　　依据高职高专教育的人才培养目标，按照数控加工专业教学的需要，我们本着“必需和够用”的
原则，编写了这本《数控机床电气控制与维修》教材，供高职高专数控加工专业教学使用。　　本教
材的主要特点：　　（1）体系科学，结构新颖。在教材编写过程中，充分考虑到数控加工专业培养
目标对电气控制理论知识的要求，考虑到数控机床控制技术对数控操作教学的支撑作用，科学地设计
了教材知识体系结构，有利于实现教学目标。　　（2）本教材共有常用低压电气及控制、数控机床
控制技术及数控机床保养与维修3个模块。我们提倡项目教学法，在每一模块中都以循序渐进的形式
分为不同的项目，而且都由“项目案例”导入，引人入胜。部分项目中还有同步训练环节，即通过相
应的实验帮助学生理解与掌握所学的知识。　　（3）结合实际，应用性强。本教材重点突出、简单
易懂，避免了冗繁的理论推导，注重实际应用，使理论和实际相结合。通过本教材的学习，可以使学
生除具有用好管好设备的能力，还具有对数控机床常见故障做简单处理与维修的能力。　　（4）每
个项目后都配有相应数量的习题，用以巩固所学知识。　　本教材共3个模块、11个项目。模块一的项
目1由郭大勇编写；项目2由徐宁编写；模块二的项目3、4、5、8、9由王忠华编写；模块二的项目6、7
及模块三的项目10、11由李虹编写。全书由徐宁负责统稿。　　在此，我们谨向所有为本教材编写提
供大力支持的沈阳航空职业技术学院领导，以及在组织、撰写、研讨、修改、审定、打印和校对等工
作中做出贡献的同志表示由衷的感谢。　　由于时间紧促、水平有限，本教材有不足之处在所难免，
我们恳请使用本教材的同志提出批评和修改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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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数控机床电气控制与维修》由“常用低压电气及控制”、“数控机床控制技术”和“数控机床保养
与维修”三大模块组成。较为全面、系统地介绍了常用低压电气元件的结构、文字符号、图形符号、
作用及特点，数控机床电气控制原理图及其基本规律，PLC的分类、结构及工作原理，编写PLC程序
所用的基本指令及部分功能指令，数控机床的工作原理、结构组成及分类，数控机床上常用驱动电动
机的类型、驱动装置的类型及工作原理、伺服控制技术及典型数控系统等知识，数控机床操作者必须
具备的数控设备维护保养方面的知识，以及数控机床典型故障的排除思路与维修方法。
为了配合学习，书中还配有作为实验环节的同步训练，由于所用到的实验设备、器材及工具等具有一
定的普遍性，因此本教材对各高职院校均适用。
《数控机床电气控制与维修》除了可作为高职院校数控技术专业、机电一体化专业、数控设备应用与
维护专业教学的教材，也可作为工厂数控机床专业维修人员参考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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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4）切断电源，按图1-42所示连接控制电路。接线时，先串联后并联。走线时，从电器的左端进
、右端出；上端进、下端出。　　（5）接线完成后，自己反复检查确认无误后，在指导教师监督下
，合上电源闸刀开关，按下正转启动按钮使电动机正转；按下停止按钮使电动机停转：再按下反转启
动按钮，使电动机反转。再按下停止按钮使电动机停转。　　（6）切断电源，再按图1-43所示连接控
制电路。　　（7）接线完成后，自己反复检查确认无误后，在指导教师监督下，合上电源闸刀开关
，按F正转启动按钮使电动机正转；按下反转启动按钮，使电动机反转。按下停止按钮使电动机停转
。　　6.实验报告　　实验过程中，若出现下列问题，试分析电路哪些部分接错了。　　（1）合上电
源闸刀开关，电动机就立即正向启动，当按下停止按钮时，电动机停转，但一松开停止按钮，电动机
又正向启动。　　（2）合上电源闸刀开关，按下正转或反转启动按钮，正转或反转接触器就不停地
吸合与释放，电路无法工作。当放开按钮时，接触器不再吸合。　　（3）合上电源闸刀开关，正向
“启动”与“停止”控制均正常，但在反转控制时，只能实现“启动”控制，不能实现“停止”控制
，只有切断电源，才能使电动机停转。　　7.注意事项　　（1）接线时合理安排元器件位置，接线要
求牢靠、整齐、清楚、安全可靠。　　（2）操作时要胆大、心细、谨慎，不许用手触及各电气元件
的导电部分及电动机的转动部分，以免触电及意外损伤。　　1.5内容小结本项目主要介绍了常用低压
电器的用途、基本构造、工作原理、主要参数、型号、图形符号及文字符号。对于这些种类繁多的低
压电器，应抓住它们的共同本质，了解其特点，这对于正确选择和合理使用这些电器是非常必要的。
　　电气控制线路的原理图、接线图都是在了解机床控制电路原理、维修和安装电气设备时应用的。
在绘制电气控制线路原理图和接线图时应注意它们的绘制原则，并且所使用的电气图形符号与文字符
号要符合国家标准。　　电气控制中的基本单元电路主要是指三相异步电动机的启动、正／反转等控
制电路，它们是分析和设计机械设备电气控制线路的基础。这些单元电路通常是通过各种主令电器、
控制电器及各种控制触点的逻辑关系的不同组合来实现的。　　学习本项目时一定要联系实际，对照
实物进行实验实训。本项目中安排了两个同步训练环节，用以加强对前述知识的理解和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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