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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可编程序逻辑控制器简称PLC，是专门为工业控制设计的通用自动控制装置。
它将计算机技术、自动控制技术和通信技术融为一休，成为实现单机、车间、工厂造化的核心设备，
在各个待业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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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欧姆龙CPxx系列PLC为背景机，从工程应用的角度出发，重点介绍了PLC的基础知识、组成原
理、指令系统、编程方法、通信联网技术以及人机界面等，并结合大量的应用实例介绍了PLC控制系
统设计的基本方法。

本书内容由浅入深、通俗易懂、理论联系实际，为便于教学和自学，每章附有练习题，可作为高等学
校自动化、电气技术、机电一体化专业及其他相关专业的教学用书。
还可作为工程技术人员继续教育用教材，以及PLC的设计、维护人员的实用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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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绪论1.1 可编程序控制器的历史与发展趋势1.1.1　可编程序控制器（Programmable Controller）可
编程序控制器是近年来迅速发展并得到广泛应用的新一代工业自动化控制装置。
早期的可编程序控制器在功能上只能实现逻辑控制，因此被称为可编程序逻辑控制器（Program
—mable Logic Controller，PLC）。
随着技术的进步，微处理器（MPU）获得了广泛应用，一些PLC生产厂家开始采用微处理器作为PLC
的中央处理单元，大大加强了PLC的功能，它不仅具有逻辑控制功能，而且具有算术运算功能和对模
拟量的控制功能。
因此，美国电气制造协会（National Electrical Manufacturers Association，NEMA）于1980年将它正式命
名为可编程序控制器（Programmable Controller，PC）。
该名称已在工业界使用多年，但近年来个人计算机（Personal Computer）也简称PC，为了区别，目前
可编程序控制器常被称为PLC。
美国电气制造协会和国际电工委员会分别于1980年和1985年给可编程序控制器下了定义，国际电工委
员会还在1982年和1985年颁布了可编程序控制器标准草案。
国际电工委员会在1985年颁布的标准中，对可编程序控制器定义为：可编程序控制器是一种专为工业
环境下应用而设计的数字运算操作的电子系统。
它采用可编程序的存储器，用来在其内部存储执行逻辑运算、顺序控制、定时、计数和算术运算等操
作的指令，并通过数字式、模拟式的输入和输出，控制各种生产机械或过程。
近年来，PLC的发展非常迅速，其功能已远远超出上述定义范围。
1.1.2　可编程序控制器的历史从20世纪20年代起，人们用导线把各种继电器、定时器、接触器及其触
点按一定的逻辑关系连接起来组成控制系统，控制各种生产机械，这就是我们所熟悉的传统的继电接
触器控制。
由于它结构简单、使用方便、价格低廉，在一定范围内能满足控制要求，因此在工业控制领域中得到
了广泛应用并曾占主导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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