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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控制网络》

内容概要

《工业控制网络(21世纪高等院校电气工程与自动化规划教材)》介绍了工业控制网络的特点、发展历
程、技术现状和发展趋势，重点介绍了Modbus、PROFIBUS、CAN、DeviceNet及CANopen等现场总线
技术，还介绍了EPA、PROFINET、HSE、Ethernet/IP及Modbus TCP等工业以太网技术，并结合台达工
业自动化产品有针对性地安排了大量工业控制网络应用案例和实验内容，着重对学生的实际动手能力
、独立思考能力、创新思维能力和综合运用能力进行培养和训练。
    《工业控制网络(21世纪高等院校电气工程与自动化规划教材)》可作为普通高等院校电气工程及其
自动化、自动化、电子信息工程、仪器仪表、计算机、机械电子、汽车电子及相关专业的教材，也可
作为相关工程技术人员的参考书。
    本书第1章由李冰编写；第2章由邢彦辰、徐秋景编写；第3章由孙平编写；第4章由刘洋编写；第5章
～第7章由王振力编写；第8章由姜滨编写；由王振力负责全书结构内容的规划和最终定稿。另外，计
京鸿、林森、王明志、周明明和魏明磊也参与了本书的编写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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