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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化专业实验教程》

前言

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的建设和发展对自动化专业学生的综合实践能力和动手能力提出了越来越高的
要求，要求学生在自动控制、可编程序控制器控制、计算机控制和过程控制等方面具有较强的分析和
解决问题的能力。为适应和满足该专业在新形势下培养目标的总体要求，特编写了本实验教材。自动
化专业实验的教学目的是加深学生对本专业所学理论的理解，掌握本专业最基本的实验方法和测试技
术，培养学生观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这就要求学生在实验前做好预习，明确实验目的、要求
、步骤、需测定的数据，了解所使用的仪器、仪表及工具。在实验过程中，要细心操作，仔细观察，
发现问题，思考问题。实验完成后，认真整理数据，根据实验结果及观察到的现象，加以分析，得出
结论，并按规定要求提交实验报告。本书由长春理工大学光电信息学院付艳清主编，其中第三章、第
四章、第九章、第十一章、第十三章由付艳清、明哲编写；第一章、第六章由吕晓玲编写；第二章、
第七章、第十章由宋丹编写；第五章、第八章、第十二章、第十四章由司夏岩、李晔编写。李晔还参
与了第十章、第十二章部分内容的编写。全书内容由吕晓玲、宋丹、司夏岩、李晔负责编排并完成初
统稿。书中实验内容的验证工作由付艳清、明哲、吕晓玲、宋丹、司夏岩完成。全书由付艳清副教授
统稿，由康连福教授担任主审。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参阅了大量的参考文献，在此向所有的作者表示
感谢！本书由长春理工大学光电信息学院教材委员会批准后出版。由于编者水平有限，书中难免存在
不妥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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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化专业实验教程》

内容概要

《自动化专业实验教程》是根据自动化专业、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加强实践性教学、提高学生动
手能力的需要编写的，涵盖了自动化专业14门专业基础课及专业课实验，选取的实验题目贴近工程实
际，也符合培养21世纪应用型人才的需求。
《自动化专业实验教程》共分14章，包括信号与系统、自动控制原理、电力电子技术、电机及拖动基
础、光电检测技术、微机原理与接口技术、检测与转换技术、单片机原理及接口技术、可编程序控制
器、计算机控制系统、DSP原理与应用、计算机网络技术、电力拖动自动控制系统、过程控制系统等
内容。
《自动化专业实验教程》主要作为工科高等院校自动化、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
等专业的实验教材，同时也可供从事自动化专业工作的工程技术人员学习参考。

Page 3



《自动化专业实验教程》

书籍目录

第一章　信号与系统　实验一　典型电信号的观察及测试　实验二　一阶电路响应的研究　实验三　
二阶电路的瞬态响应　实验四　基本运算单元　实验五　用同时分析法观测50hz非正弦周期信号的分
解与合成　实验六　无源和有源滤波器　实验七　系统时域响应的模拟解　实验八　二阶网络状态轨
迹的显示　实验九　采样定理附录　tkss—a型信号与系统　实验箱使用说明第二章　自动控制原理　
实验　实验一　典型环节的电路模拟　实验二　二阶系统的瞬态响应　实验三　高阶系统的瞬态响应
和稳定性分析　实验四　线性定常系统的稳态误差　实验五　典型环节和系统频率特性的测量　实验
六　线性定常系统的串联校正第三章　电力电子技术　实验　实验一　单结晶体管触发电路　实验　
实验二　锯齿波同步移相触发电路　实验　实验三　单相半波可控整流电路　实验　实验四　单相桥
式半控整流电路　实验　实验五　单相桥式全控整流及有源逆变电路　实验　实验六　三相半波可控
整流电路　实验　实验七　三相半波有源逆变电路　实验　实验八　三相桥式全控整流及有源逆变电
路　实验　实验九　单相交流调压电路　实验　实验十　直流斩波电路原理　实验　实验十一　scr
、gto、mosfet、gtr、igbt特性　实验第四章　电机及拖动基础　实验一　认识　实验　实验二　直流发
电机　实验三　直流并励电动机　实验四　直流串励电动机　实验五　单相变压器　实验六　三相变
压器　实验七　单相变压器的并联运行　实验八　三相变压器的并联运行　实验九　三相笼型异步电
动机的工作特性　实验十　三相异步电动机的起动与调速　实验十一　直流他励电动机在各种运转状
态下的机械特性　实验十二　三相异步电动机在各种运行状态下的机械特性第五章　光电检测技术　
实验一　光敏电阻特性　实验　实验二　光敏二极管特性　实验　实验三　热释电红外报警　实验　
实验四　光电密码锁　实验第六章　微型计算机原理与接口技术第七章　检测与转换技术　实验第八
章　单片机原理及接口技术第九章　plc控制模拟及应用　实验第十章　计算机控制系统　实验第十一
章　dsp原理与应用第十二章　计算机网络技术第十三章　电力拖动自动控制系统第十四章　过程控制
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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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化专业实验教程》

章节摘录

插图：3.中断响应过程外设事件要引起CPU中断，必须保证：外设事件的中断使能为被使能，CPU内
核级的6个可屏蔽中断中，相应中断也被使能。在外设事件发生时，首先将其在外设中断控制器中的
标志位置1，从而引起CPU内核的INT1～INT6中的一个产生中断。中断服务过程中，其他可屏蔽中断
将会自动被屏蔽，直到中断返回。在软件中，当设置好相应中断标志后，开中断，进入等待中断发生
的状态；外设（如定时器）中断发生时，首先跳转到相应中断高级的服务程序中（如定时器1会引
起INT2中断），在相应GISR子程序中，取出PIVR的值，根据其值再转向相应的SISR；SISR程序在进行
服务操作之后，应将本外设的中断标志位清除以便能继续中断，然后返回。4.中断程序设计程序中应
包含两个中断向量表，LF2407A默认向量表从程序区0地址开始存放。第一个向量表包含GISR服务程序
入口，第二个向量表可存储在程序区其他位置供GISR程序调用。向量表中每项为两个字，存放一个跳
转指令，跳转指令中的地址为相应服务程序人口地址；第一个向量表的首项为复位向量，即CPU复位
操作完成后自动进入执行的程序入口。程序中包含相应GISR服务程序和SISR服务程序，将其入口地址
加入相应中断向量表中。GISR服务程序进入后，首先取得PIVR的值，据此计算应调用哪一个外设中断
向量。SISR服务程序在服务操作完成后，清除相应中断标志，返回，完成一次中断服务。5.实验程序
分析本实验设计的程序是在实验五基础上修改得来，由于实验五控制指示灯闪烁的延时控制是用循环
计算方法得到的，延时不精确也不均匀，采用中断方式可以实现指示灯的定时闪烁，时间更加准确。
对于定时器的周期寄存器为计数40000次产生1个中断，由于DSP工作在40MHz主频，正好是1ms中断一
次，所以在中断服务程序中计算中断500次时改变指示灯状态，实现指示灯亮0.5s再灭0.5s，即每秒闪
烁1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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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自动化专业实验教程》由北京邮电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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