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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现场总线技术是工业控制系统发展的新方向。
现场总线是工业控制与计算机网络相结合的产物，适应了分布式控制系统的发展特点，是一个开放的
通信网络。
现场总线技术的发展，将极大地改变控制系统的结构和功能。
CAN总线是一种很有发展前途的现场总线，已经在交通运输装备、医疗设备、先进制造系统等多个领
域成功地应用。
本书适合自动控制、测控技术与仪器及相关专业本科生，也可作为技术人员学习CAN总线技术的入门
书。
作者根据近几年的教学经验，系统介绍了CAN总线的协议、CAN通信控制器、CAN总线节点的基本
设计方法、CAN简单系统的设计。
本书内容简洁，并安排了专门的实验内容，可安排32～48学时的授课时间（包括实验）。
使用本书，需要有《计算机网络》的基础，另外需要学习过或同步学习过《单片机原理及接口技术》
。
实验部分所附参考程序大部分使用c语言开发，只作为参考，关键是掌握操作的流程。
全书分为8章。
第1章介绍了现场总线的基本概念、特点和发展趋势，以及目前最具影响的几种现场总线。
第2章介绍了CAN协议。
第3章详细说明了SJAl000的原理和使用。
第4章简要介绍CAN总线收发器。
第5章简单介绍了几种具有CAN接口的处理器。
第6章介绍了应用层协议。
第7章介绍了一个基于CAN的监控系统设计。
第8章是实验指导，包括5个典型实验，并附有参考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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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系统地讲述了CAN总线的协议、常用器件及其使用方法，辅以详细的实验指导和设计实例，
使读者能够逐步掌握CAN总线设备的基本设计方法。
全书共分8章，第1章介绍了现场总线的基础知识，第2章介绍了CAN协议。
第3章详细说明了SJA1000的原理和使用方法。
第4章简要介绍CAN总线收发器，第5章简单介绍了几种具有CAN接口的处理器，第6章介绍了CAN的
应用层协议，第7章是一个系统设计实例，第8章是实验指导。
　　本书系统性、实用性强，简洁易懂，可作为本科院校自动化、机电一体化、测控技术与仪器及其
相关专业的教材，也可供工程技术人员作入门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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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根据采用的主要设备和通信方式，集散控制系统大致可分为如下几类：①模块化控制站+MAP
兼容的宽带、窄带局域网+信息综合管理系统。
②分散过程控制站+局域网+信息管理系统。
③分散过程控制站+高速数据公路+操作站+上位机。
④单回路控制器+通信系统+操作管理站。
⑤编程逻辑控制器PLC+通信系统+操作管理站，这是一种在制造业广泛应用的集散控制系统结构。
现已有不少产品可以下挂各种厂家的PLC，组成PLC+DCS的形式，应用于有实时要求的顺序控制和较
多回路的连续控制场合。
集散控制系统目前被广泛地应用，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但是并未达到完美的程度。
从结构上看，在系统的一个局部或者子系统基本上还是集中式控制，系统分散得不够彻底，集中式控
制系统存在的问题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3层甚至4层的系统结构方式，使成本较高；而且各公司的DCS各有各的标准，不能实现互联。
4.现场总线控制系统要实现控制系统的高度分散化，需要一种性能好、价格低的底层通信网络的连接
现场仪表设备，称为“现场总线”。
同时，现场设备要实现智能化，即具有通信、自诊断及保护、数据计算、测控输人输出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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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CAN总线技术》：“十一五”高等院校规划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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