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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控系统故障诊断与排除》

前言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大力推进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推进高等职业技术教育更好地
适应经济结构调整、科技进步和劳动力市场的需要，推动高等职业技术院校实施职业资格证书制度，
加快高技能人才的培养，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教材办公室在充分调研和论证的基础上，组织编写了高等
职业技术院校系列教材。从2004年起，陆续推出数控类、电工类、模具设计与制造、电子商务、电子
类、烹饪类等专业教材，并将根据需要不断开发新的教材，逐步建立起覆盖高等职业技术院校主要专
业的教材体系。　　在高等职业技术院校系列教材的编写过程中，我们始终坚持了以下几个原则：一
是坚持高技能人才的培养方向，从职业（岗位）分析入手，强调教材的实用性；二是紧密结合高职院
校、技师学院、高级技校的教学实际情况，同时，坚持以国家职业资格标准为依据，力求使教材内容
覆盖职业技能鉴定的各项要求；三是突出教材的时代感，力求较多地引进新知识、新技术、新工艺、
新方法等方面的内容，较全面地反映行业的技术发展趋势；四是打破传统的教材编写模式，树立以学
生为主体的教学理念，力求教材编写有所创新，使教材易教易学，为师生所乐用。　　数控类专业教
材主要包括《机械制造工艺学》《金属材料及热处理》《电工基本技能》《数控原理及系统》《数控
编程》《数控机床机械系统》《机床电气控制》《数控系统故障诊断与排除》等，可供高职院校、技
师学院、高级技校数控技术应用、数控设备应用与故障排除等专业使用。教材的编写参照了相关的国
家职业标准，有些教材还配套出版了习题册。　　在上述教材编写过程中，我们得到有关省市劳动和
社会保障部门、教育部门，以及高等职业院校、技师学院、高级技校的大力支持，在此表示衷心的感
谢。同时，我们恳切希望广大读者对教材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以便修订时加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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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控系统故障诊断与排除》

内容概要

《数控系统故障诊断与排除》为全国高等职业技术院校数控类专业教材，供各类高职院校、技师学院
、高级技校相关专业使用。主要内容有：数控系统基本知识、进给驱动系统的连接及故障诊断与维修
、主轴驱动系统的连接及故障诊断与维修、数控系统的连接及故障诊断与维修、数控系统的可编程控
制器与辅助功能的实现、数控系统其他功能的实现及故障诊断与维修等。
《数控系统故障诊断与排除》也可用于高级技术人才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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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控系统故障诊断与排除》

书籍目录

第一单元  数控系统基本知识第二单元  进给驱动系统的连接及故障诊断与维修　课题一　伺服系统的
概念和分类　课题二　步进进给驱动系统的连接及应用　课题三　步进进给驱动系统的故障诊断与维
修　课题四　交流伺服进给驱动系统的连接及应用　课题五　交流伺服进给驱动系统的故障诊断与维
修　课题六　模拟单元的故障诊断第三单元  主轴驱动系统的连接及故障诊断与维修　课题一　主轴
驱动概述　课题二　主轴驱动的速度控制　课题三　主轴驱动装置与数控装置的信号连接　课题四　
主轴变频驱动系统的调试与故障诊断　课题五　主轴伺服驱动系统的连接及应用　课题六　主轴编码
器的安装与故障诊断第四单元  数控系统的连接及故障诊断与维修　课题一　　数控系统的维护　课
题二　数控系统故障诊断一般步骤和方法　课题三　SINUMERIK 802S／C数控系统的结构组成与连接
　课题四　西门子802D数控系统的常见故障诊断与维修　课题五　法拉克0i数控系统的基本连接　课
题六　法拉克0i数控系统的故障诊断与维修第五单元  数控系统的可编程控制器与辅助功能的实现　课
题一　数控系统中的PLC  　课题二　数控系统中PLC的信息交换　课题三　M、S、T功能的实现　课
题四　用I／O单元进行PLC编程练习实验　课题五　机床数据对PLC信号的影响第六单元  数控系统其
他功能的实现及故障诊断与维修　课题一　数控系统进给参数设置　课题二　数控系统的数据保护　
课题三　机床外围故障模拟与诊断　课题四　丝杆螺距误差补偿　课题五　机床回参考点实验附录一 
RS—S1／$2和RS—F1数控综合实验装置简介附录二  SINUMERIK 802S／C机床参数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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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控系统故障诊断与排除》

章节摘录

　　2．丢步现象　　由于开环系统无反馈检测，系统发出的命令值如因某种原因不能执行时，系统
将无法进行报警监控，就会形成运行误差，这种现象称之为步进电动机的丢步现象。形成丢步的主要
因素有：电动机的输出扭矩小于驱动负载所需要的扭矩；电源供电故障电动机断相等。　　3．步距
角　　步进驱动根据电动机的结构和运行方式有不同的步距角。西门子6FC5548系列五相二十拍步进
电动机步距角为0．36°，系统每发出1000个脉冲电动机就旋转1000个步距角，使电动机旋转一周。　
　例如，数控系统执行加工程序G91G01Z100F1000时，步进电动机步距角为0．360，z轴电动机与丝杆
为直连，z轴丝杆螺距为10mm，执行完该程序电动机所转的圈数为100／10：10圈，系统所发的脉冲
为10×360／0．36=10000个，系统每分钟所发脉冲数为1000／10×360／0．36=100000个。　　4．步进
电动机高速丢步和低频振荡步进电动机的输出扭矩随电动机转速的升高而下降，因此步进电动机在高
速运行时，有时会出现丢步现象。又由于步进电动机是以脉动方式工作的，因此在低频的某一频率段
，会与机床产生共振而影响加工。这些都要修改零件程序予以避开。　　西门子五相二十拍6FC5548
系列步进电动机扭矩特性如图2—13所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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