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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型计算机控制技术》

前言

　　微型计算机控制是集控制工程、微型计算机技术、电子技术、传感与检测技术、通信技术等多门
学科于一体的综合型学科，具有很强的理论性和实践性。针对高等院校工科类专业培养应用型、复合
型、创新型人才的工作目标，众多高等院校开设了专业微型计算机控制技术的必修或选修课。此外，
各行各业的工程技术人员也希望能掌握这一既可开发新型智能产品，又能改造和提升旧产业的高技术
。在湘潭大学的倡议下，湘潭大学、湖南科技大学、湖南工程学院、长沙理工大学等共同编著了本教
材。　　本教材是编著者们多年的教学和科研成果的总结，体现了微型计算机控制领域的最新研究动
态。选材方面考虑到了内容的基础性、系统性、实用性、工程性和先进性。材料编排上注重理论基础
与实际应用相结合，符合教学规律与人的思考习惯，突显由浅入深、由易到难、由一般到重点的教学
理念。　　全书共9章，可分成微型计算机控制系统的基础知识、经典技术、现代技术及设计实例等
板块。第1章为绪论，介绍微型计算机控制系统的特征、组成与发展；第2章为微型计算机控制理论基
础，介绍连续与离散系统数学基础等；第3章为接口与通道配置技术，介绍面向微型计算机控制系统
的接口与过程通道软硬件技术基础；第4章为数据采集与处理技术，介绍模拟数据、开关数据的采集
与前置、后期处理技术，典型数据采集系统等；第5章为数字控制器的设计，介绍数字PID、最少拍等
控制技术及大林算法等的应用；第6章为顺序与数字程序控制技术，介绍两种控制的一般原理及实现
方法、重要执行部件；第7章为智能控制基础，介绍模糊、神经网络、遗传算法等控制基础；第8章为
总线技术，介绍工业控制用并行、串行及现场总线；第9章为微型计算机控制系统设计，通过实例，
介绍微型计算机控制系统设计的基本要求、一般步骤、可靠性技术等。每章末尾附有习题。鉴于目前
及今后智能卡在工业生产过程及人们的生活中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而很多专业又无法将其列入
课堂教学内容，本书增加了关于智能卡基本原理与应用实验的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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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型计算机控制技术》

内容概要

《微型计算机控制技术》以控制系统基础为引述，系统介绍微型计算机控制技术的理论基础、硬件原
理及设计、直接与间接等控制器设计、智能控制基础和微型计算机控制系统设计。全书共分9章。内
容包括微型计算机控制系统绪论；微型计算机控制理论基础；接口与过程通道配置技术；数据采集与
处理技术；数字控制器设计；顺序与数字程序控制技术；智能控制基础；总线技术；微型计算机控制
系统设计及IC卡技术基础。书中各章附有习题。
《微型计算机控制技术》注重理论基础与实际应用相结合。内容安排由浅入深，突出系统性、实践性
及新颖性。
《微型计算机控制技术》可作为高等院校自动化、检测与控制、电子与电气、通信、计算机、机电一
体化、智能建筑等专业的微型计算机控制技术教材，也可作为各领域从事微型计算机控制工作的工程
技术人员的参考书或培训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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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7）接口电路中的端口触发、时序及负载驱动能力。　　研制接口和过程通道电路使用的器件
有三大类，一类是利用基本的小规模集成电路功能器件（如一片多组的运算放大器等）、逻辑器件（
如各类TTL器件）、分立元件等，当控制内容单一，过程通道和接口比较简单时采用此类器件设计可
避免浪费；第二类是通用器件，如通用的各类并行、串行I／O接口器件，中断管理、定时／计数、键
盘／显示等接口器件；第三类是专用器件，主要有A／D转换器、D／A转换器、集成多路转换电子开
关、可编程放大器等等。　　随着大规模集成电路技术的发展，成熟的过程通道与接口电路可以制作
成非标准的集成电路芯片，因而可大大缩小系统体积，提高过程通道与接口电路工作的可靠性。将某
些部分制作成标准的集成电路，可大幅度简化过程通道与接口电路的设计，缩短微型计算机控制系统
的开发周期。3.2面向过程通道的接口技术　　介于微型计算机系统主机与过程通道之间的接口技术除
解决主机与过程通道之间的一般性数据传送与连接方式的问题外，端口控制信号还必须深入过程通道
内部，控制过程通道中各环节协调工作。接口电路的工作原理和使用方法包括硬件和软件两方面
。3.2.1接口的基本结构、任务和功能　　1.接口的基本结构　　图3-1为面向过程通道的接口电路的基
本结构及其在微型计算机控制系统中的一般连接方式。接口电路包含三个大的功能模块，即接口控制
逻辑、数据传送端口和无数据端口。接口电路上联主机的系统总线，下联过程通道。上联部分类同一
般接口电路结构，而与过程通道相联的接口结构是和过程通道的数据性质、格式及交换速度等有关的
。　　根据一般过程通道结构和信息传送原理，接口电路中端口分为两大类，一类用于数据及控制、
状态信号传送，这类端口的信息可来源于工业生产过程，也可通过过程通道送往工业生产过程；另一
类为无数据端口，仅借助于端口地址和读／写指令产生的控制信号向过程通道中控制逻辑发出相应的
子环节操纵信号，使进入过程通道中的信息有序地在端口和工业生产过程之间传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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