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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围绕光机电一体化产品组成要素中紧密相连的控制信息处理器和驱动器两大核心，从新颖、实用
的角度出发，详细介绍了当前广泛应用的SOC的Cygnal C8051F02x系列8位单片机、TI公司
的TMS320LF240x系列 DSP、满足小规模控制要求的S7-200系列小型PLC、常规驱动元件及其控制
和SMA、磁致伸缩驱动器、超声波马达等特殊驱动器。
    本书可供工业自动化，如嵌入式控制系统、自动控制、过程控制、仪器仪表等领域的工程技术人员
使用，也可作为高等学校机电一体化、机械电子、自动控制、计算机应用等相关专业学生的教材和参
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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