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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编程序控制器应用基础》

前言

　　为贯彻《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精神，落实文件中提出的中等职业学校实行“工
学结合、校企合作”的新教学模式，满足中等职业学校、技工学校和职业高中技能型人才培养的要求
，更好地适应企业的需要，为振兴装备制造业提供服务，中国机械工业教育协会和全国职业培训教学
工作指导委员会机电专业委员会共同聘请有关行业专家制定了中等职业学校6个专业10个工种新的教学
计划、大纲，并据此组织编写了这6个专业的“十一五”规划教材。　　这套新模式的教材共近70个品
种。为体现行业领先的策略，编出特色，扩大本套教材的影响，方便教师和学生使用，并逐步形成品
牌效应，我们在进行了充分调研后，才会同行业专定制定了这6个专业的教学计划，提出了教材的编
写思路和要求。共有22个省（市、自治区）的近40所学校的专家参加了教学计划大纲的制定和教材的
编写工作。　　本套教材的编写贯彻了“以学生为根本，以就业为导向，以标准为尺度，以技能为核
心”为理念，以及“实用、够用、好用”为原则。本套教材具有以下特色：　　1.教学计划大纲、教
材、电子教案（或课件）齐全，大部分教材还有配套的习题集和习题解答。　　2.从公共基础课、专
业基础课，到专业课、技能课全面规划，配套进行编写。　　3.按“工学结合、校企合作”的新教学
模式重新制定了教学计划、教学大纲，在专业技能课教材的编写时也进行了充分考虑，还编写了第三
学年使用的《企业生产实习指导》。　　4.为满足不同地区、不同模式的教学需求，本套教材的部分
科目采用了“任务驱动”形式和传统编写方式分别进行编写，以方便大家选择使用；考虑到不同学校
对软件的不同要求，对于《模具CAD／CAM》课程，我们选用三种常用软件各编写了一本教材，以供
大家选择使用。　　5.贯彻了“实用、够用、好用”的原则，突出“实用”，满足“够用”，一切为
了“好用”。教材每单元中均有教学目标、本章小结、复习思考题或技能练习题，对内容不做过高的
难度要求，关键是使学生学到干活的真本领。　　本套教材的编写工作得到了许多学校领导的重视和
大力支持以及各位老师的热烈响应，许多学校对教学计划大纲提出了很多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并主
动推荐教学骨干承担教材的编写任务，为编好教材提供了良好的技术保证，在此对各个学校的支持表
示感谢。　　由于时间仓促，编者水平有限，书中难免存在某些缺点或不足，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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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编程序控制器应用基础》

内容概要

《可编程序控制器应用基础》是为适应“工学结合、校企合作”培养模式的要求，根据中国机械工业
教育协会和全国职业培训教学工作指导委员会机电专业委员会组织制定的中等职业教育教学计划大纲
编写的。本教材主要内容包括：可编程序控制器的基础知识、可编程序控制器基本指令的介绍、可编
程序控制器程序设计方法、可编程序控制器专用指令介绍及应用。
本教材可供中等职业技术学校、技工学校、职业高中使用。

Page 3



《可编程序控制器应用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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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模拟量输入／输出接口　模拟量输入／输出接口主要用来实现模拟量一数字量之间的转换
，即A／D或D／A转换。由于工业控制系统中的传感器或执行机构有一些信号是连续变化的模拟量，
因此这些模拟量必须通过模拟量输入／输出模块与可编程序控制器相连。　　可编程序控制器的标准
模拟量电压有1～5V、1～10V、－5～+5V和－10～+10V，可编程序控制器的标准模拟量电流有0
～10mA等。　　模拟量输入模块接收到标准量程的模拟电压或电流后，把它转换成8位、10位、12位
的二进制数字信号，送给中央处理器进行处理。　　模拟量输出模块将中央处理器的二进制数信号转
换成标准量程的电压或电流输出信号，以提供给执行机构。　　4.电源　　可编程序控制器的电源包
括为可编程序控制器各工作单元供电的开关电源及为掉电保护电路供电的后备电源（电池）。　　可
编程序控制器的电源输入既有交流220V，也有直流24V。　　可编程序控制器采用交流电源输入时，
其内部有变压器及整流稳压等电路，其体积相对较大。　　可编程序控制器采用直流24V电源输入时
，其外部有一个稳压电源，体积相对较小。　　可编程序控制器也有自带的直流输出24V电源，但其
带载能力不强，所以一般采用外置电源。　　5.编程设备　　（1）可编程序控制器的编程设备　目前
市场上主要有两类：手动编程器和Pc。　　1）可编程序控制器的手动编程器按其编程方式的不同又
可分为简易编程器和图形编程器。　　①简易编程器又称为指令式编程器、便携式编程器。它可直接
与可编程序控制器的专用通信接口相连，由可编程序控制器提供电源。它的体积小、便于携带。只能
用指令形式编程，通过按键输入指令，通过数码管或液晶显示器加以显示。　　这种编程器适用于小
型可编程序控制器的编程。　　②图形编程器以液晶显示器（LCD）阴极射线管（CRT）作屏幕，用
来显示编程内容（梯形图的方式）。它可以采用梯形图形式输入程序，其逻辑关系要比简易手动编程
器直观；但它的体积大、价格高。　　这种手动编程器适用于中、大型可编程序控制器的编程。　
　2）可编程序控制器的另外一种编程工具是利用个人计算机加上编程软件进行编程，再通过适当的
硬件接口将编好的程序直接传送到可编程序控制器中。这种编程既可以是指令形式的，也可以是梯形
图方式的，并且监控功能也很强大，使用灵活。所以近年来，图形编程器的使用越来越少。　　（2
）编程设备的工作方式因为可编程序控制器的工作方式有SFOP（编程工作模式）和RUN（运行工作
模式）两种。所以其编程设备也有对应的两种工作方式。　　①编程工作模式STOP。可编程序控制器
处于停机状态，用户利用编程设备可以输入新程序，或编辑和修改PLC内已有的程序。

Page 5



《可编程序控制器应用基础》

编辑推荐

　　“工学结合”新理念、“校企合作”新模式、赠送电子教案　。　　教材特色　　新计划，新大
纲———依据国家级协会和国家级专业指导委员会组织近40所学校制定的最新教学计划大纲编写。　
　新思路，新模式——适应“工学结合、校企合作”的新教学模式（两年在校学习，一年到企业实习
），部分科目采用“任务驱动”形式编写。　　配套全，立体化——公共基础课、专业基础课、专业
课、技能课、企业生产实习指导配套：教学计划大纲、教材、习题集、电子教案齐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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