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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S7-300/400系列PLC为例，系统地介绍PLC的产生与发展过程、结构、工作原理、系统的硬件组
成、指令系统、编程环境和网络通信等内容，并从实际工程设计的角度出发，详细阐述了采用PLC进
行控制系统设计的一般过程和方法，提供了一些应用实例，内容系统而实用。
本书可作为电气控制与机电一体化等领域从事PLC设计、开发与维护的工程技术人员的自学参考书和
设计参考书，也可作为高等院校自动化、电气工程、机电及机械工程等相关专业的教材，还可作为应
用技术培训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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