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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可编程控制器是“专为在工业环境下应用而设计”的工业控制计算机，是标准的通用工业控制器
，它集3C技术（Computer，Control，Communication）于一体，其功能强大、可靠性高、编程简单、
使用方便、维护容易、应用广泛，是当代工业生产自动化的三大支柱之一。　　近年来，德国西门子
公司的SIMATICS7系列PLC在我国已广泛应用于很多行业自动化生产线中，在我国的企业中，西门子
公司的S7—300系列PLC有着最广泛的应用和最高的市场占有率。为了帮助广大工程技术人员尽快掌
握s7．300系列PLC的应用技术，我们特编写了本书。　　本书详细地介绍了西门子PLC的编程软
件STEP7和PI．CSIM仿真软件，通过本书的学习，可以较陕地掌握用STEP7对S7—300的硬件和通信网
络进行组态和参数设置，即便没有PLC硬件，也可以通过PL，CSIM仿真软件在计算机上模拟运行并监
控用户程序，使读者可以较快地掌握S7—300的使用方法。　　由于网络通信已经成为了PLC应用的重
要组成部分，本书对此也进行了介绍，包括MPI、PROFIBUS、AS—i等通信协议的介绍、配置和应用
。　　本书的重要特点是实用，编者结合自己多年的教学、科研和生产实际经验，有针对性地对S7
．300系列PLc进行了系统地介绍，即便是初学者，也可以很快上手，掌握s7—300系列PLC的编程、组
态和应用技术。　　本书由太原科技大学潘峰、刘红兵和李广伟编写，其中，第一、第二章由潘峰编
写，第三章由李广伟、刘红兵共同编写，第四、第五章由刘红兵编写。在本书的编写过程中，孙志毅
教授、韩如成教授、吴聚华教授都给予了热情指导，编者在此深表谢意。文中引用的其他作者的资料
，已在参考文献中列出，在此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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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西门子PLC控制技术实践》以西门子S7-300 PLC为主要介绍对象，全书分为五章：第一章为PLC概述
，介绍PLC的起源、现状及发展；第二章为PLC的结构和工作原理；第三章为PLC编程，主要介绍了ST
：EP 7编程技术、PLC组态技术及PLC的指令；第四章为PLC的通信和网络组态，主要介绍了MPI
、PROFIBUS、工业以太网的实用通信和组网技术；第五章为PLC应用实例，以实际项目的开发为主导
，介绍了利用S7-300PLC完成的几个典型应用。
《西门子PLC控制技术实践》以PLC的应用技术为重点，淡化原理，注重实用，以项目、实例为线索
进行内容的编排。《西门子PLC控制技术实践》可作为各类PLC培训的教材或参考书，也可作为高等
院校、高职高专自动化、机电一体化等相关专业的教材，同时可供广大工程技术人员工作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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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PLC概述　　第一节 可编程控制器的产生、定义和分类　　一、可编程控制器的产生　
　可编程控制器是随着工业生产对控制系统在控制要求、控制精度不断提高的情况下，以及微电子技
术的迅速发展而产生的一种新型的工业控制装置。在可编程控制器产生之前，控制系统主要是由以继
电器和接触器为主要控制元件构成的“继电一接触器”控制系统来完成各种控制任务的。由于“继电
一接触器”控制系统是由硬件的继电器和接触器构成的，所以，复杂的控制系统，往往需要成百上千
个硬件组成，各个硬件控制元件之间又需要根据既定的控制逻辑用导线连接起来，这样的控制系统具
有以下明显的缺点：　　（1）安装这些继电器需要大量的继电器控制柜，占据大量的空间。　　（2
）当这些继电器运行时，会产生大量的噪声，消耗大量的电能。　　（3）为保证控制系统的正常运
行，需安排大量的电气技术人员进行维护，有时某个继电器的损坏，甚至某个继电器的触点接触不良
，都会影响整个系统的正常运行。　　（4）系统出现故障时，要进行检查和排除故障非常困难，大
都依靠现场电气技术人员长期积累的经验。　　（5）在生产工艺发生变化时，需要变更很多的继电
器或继电器控制柜，重新接线或改线的工作量大，甚至可能需要重新设计控制系统。　　（6）在控
制系统的精度要求较高时，定时、计数以及数据计算的功能不能满足控制系统的精度要求。　　由于
上述原因，人们迫切需要一种新的工业控制装置来取代传统的“继电一接触器”控制系统，使电气控
制系统工作更可靠、更容易维修、更能适应经常变化的生产工艺要求。最早提出该方案的是美国通用
汽车公司（GM），为改造汽车生产设备的传统控制方式，解决因汽车不断改型而重新设计汽车装配
线上各种继电器的控制线路问题，于1968年提出了10条技术指标面向社会公开招标，要求制造商为其
装配线提供一种新型的通用控制器，它应具有以下特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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