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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课程的性质与设置目的要求

一、课程的性质与设置的目的

“电气传动与可编程控制（PLC）”是《机械制造及自动化》专业本科（独立本

科段）的一门专业基础课程。它是研究机械制造中的电力拖动，电气自动控制问

题的一门学科。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考生了解与掌握各种电机和电气控制元件、

部件的结构、工作原理和性能及由这些元器件组成的功能模块，控制部件，电气

系统的结构、性能、设计方法及静态、动态特性的分析方法。提高考生对电气系

统进行综合设计的能力。

二、课程的基本要求

通过本课程的自学，要求考生做到：掌握特种电机的控制、驱动系统的工作原理、

系统分析、设计方法和 PLC 可编程控制器的工作原理与应用等。

在自学过程中，要求考生切实理解和掌握课程中有关内容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

基本方法和基本运算，并获得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三、本课程与相关课程的关系

本课程是在学习了高等数学、普通物理、工程数学、电子技术、自动控制基础等

课程后开设的一门专业技术课，在学习过程中，经常会遇到诸如电路、自动控制

原理等概念和计算，另外，本课程也是产品设计的基础。

Ⅱ课程的基本内容与考核目标

第一章 常用低压电器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要求了解常用低压电器的功能、分类和工作原理。

二、课程内容

低压电器的分类、工作原理及其表述

三、考核的知识点

低压电器的功能、分类及其表述

四、考核要求



（一）识记

低压电器的分类、工作原理及其表述

第二章电气控制线路的基本控制规律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要求掌握并熟悉基本概念及基本算式，掌握典型设备的主电路工作过程和控制电

路工作过程的分析方法

二、课程内容

1.三相异步电动机性能简述

2.电器原理画图法规则

3.三相异步电动机的基本控制环节的分析

三、考核的知识点

1.电气原理图的画法规则

2.电机的启动控制电路

3.电机的制动控制电路

4.双速电机的调速方法及控制电路

四、考核要求

应用

1.利用电器原理图的画法规则、设计、正反转及制动电路。

2.电机在运行过程中的保护。

第三章电气控制系统分析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要求掌握典型机械设备的电气控制线路的分析。

二、课程内容

1.C650 卧式车床电气控制线路分析

2.X62 卧式铣床电气控制线路分析

3.T68 卧式镗床电气控制线路分析

三、考核的知识点

1.主轴电机的类型。

2.主轴电机的起动，正反转、点动的控制线路

3.主轴电机的制动方法的控制线路

四、考核要求

识记

1.电机的起动回路的逻辑表达形式

2.电机维持回路的分析

第四章电气控制线路的设计方法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要求掌握电动机的选择方法，电气控制线路的设计步骤，利用逻辑关系，正确简

化控制电路。

二、课程内容

1. 设计的内容

2. 电动机的选择和主电路设计

3. 控制电路经验及逻辑设计法

三、考核的知识点

1. 电动机的选择



2. 电动机的启动、制动、正反转电路及运行过程的保护电路的设

计

四、考核要求

（一） 识记

1. 电动机的选择原则

2. 电气控制线路设计原则

（二） 应用

当给出的控制要求，利用设计原则，设计电气控制线路。

第五章 可编程序控制器概述（PLC 概述）

一、学习目的

要求掌握

1. PLC 的基本概念

2. PLC 的组成及其各部分功能

3. PLC 的结构及软件

4. PLC 的工作原理

5. PLC 系统与继—接系统工作原理的差别

二、课程内容

1. PLC 的基本概念

2. PLC 的组成及其各部分功能

3. PLC 的结构及软件

4. PLC 的工作原理

5. PLC 系统与继—接系统工作原理的差别

三、考核的知识点

1． PLC 的基本概念

2． PLC 的组成

3． PLC 的工作原理

4． PLC 梯形图的表述方法

四、考核要求

（一） 识记

1． PLC 的组成

2． PLC 的工作原理

（二） 领会

1． PLC 的特点

2． PLC 的梯形图

3． PLC 控制与继——接控制之间的区别

第六章三菱 FX2N 系列 PLC 及其基本指令的应用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要求掌握 PLC 的软组件的定义、工作原理、基本概念、梯形图的编程规则和典型

电路。

二、课程内容

1． FX2N 系列 PLC 的软件及功能

2． FX2N 系列 PLC 的基本概念

3． 编程规则

4． 典型电路的虚拟波形



5． 经验编程

三、考核的知识点

1． FX2N 系列 PLC 的软组件

2． PLC 的基本指令

3． 起—保—停电路

4． 二分频电路

5． 振荡电路

6． 长定时电路

7． 定时、计数电路的应用

四、考核要求

（一） 识记

1． PLC 的软组件的种类

2． PLC 的基本指令与梯形图的关系

3． 典型电路与波形

（二） 领会

PLC 中特殊辅助继电器的定义、作用

（三） 应用

根据控制要求利用典型电路进行梯形图设计

第七章 PLC 的步进指令及状态编程法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要求掌握 PLC 的步进指令的编程特点及状态转移的类型。

二、课程内容

1． 步进指令的格式

2． 步进指令的特点

3． 步进指令的编程

4． 状态转移图的表示形式

5． 状态转移图的类型

三、考核的知识点

1． 步进指令特点

2． 状态转移图的类型及其编程

四、考核要求

识记

1． 步进指令

2． SFC 图的类型

3． 编程应用

第八章 PLC 的应用指令及编程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要求掌握 PLC 的应用指令的格式并能用应用指令进行梯形图设计。

二、课程内容

1． 应用指令的类型及要素

2． 转跳指令及子程序调用指令

3． 传送比较类指令

4． 算术运算类指令

5． 移位类指令



6． 触点形式的比较指令

三、考核的知识点

1． 应用指令中的数据表示形式

2． 应用指令中的类型

3． 采用传送比较指令的编程

4． 采用移位指令进行的编程

四、考核要求

（一） 识记

字型数据、位型数据、应用指令的助记符

（二） 应用

采用传送、比较、位移位指令的编程

第九章 PLC 系统设计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掌握 PLC 控制系统设计的内容和步骤

二、课程内容

1． PLC 控制系统设计的内容和步骤

2． PLC 在工业控制中的应用

三、考核的知识点

1． 设计的内容

2． 状态流程图

3． 逻辑方程

四、考核要求

（一）记

1.设计要求

2.状态流程图类型

3.逻辑方程与状态流程图的对应关系

（二）应用

采用状态流程图设计梯形图

Ⅲ. 有关说明及实施要求

（一）关于“考核要求”中四个“能力层次”的说明

本课程要求应考者掌握的知识量都作为考核的内容。

识记：要求考生能够识别和记忆本大纲规定的有关知识点的主要内容（如定义、

表达式、公式、原则、重要结论、特点等），并能够根据考核的不同要求做出正

确的表述、选择和判断等。

领会：要求考生能够领悟和理解本大纲规定的有关知识点的内涵与外延，熟悉其

内容要点和它们之间的区别与联系，并能够根据考核的不同要求做出正确的解释

和表述。

应用（简单应用）：要求考生能够运用本大纲少量知识点，分析和解决较简单的

应用问题。例如：根据控制要求设计电气控制线路。



综合应用：要求考生能够运用本大纲规定的多个知识点，分析和解决较复杂的应

用问题。例如：根据使用要求，归结为控制要求设计电气控制线路及 PLC 程序。

（二）关于教材与主要参考书

自学教材：«电气传动与可编程序控制器技术»

作 者：史国生

出版社：化学工业出版社 2005 年 4 月第二版

参考书：《小型可编控制器应用技术》

作 者：王兆义

出版社：机械工业出版社

（三）自学方法指导

初次接触本课程的读者，在开始自学时，往往会感到有一定的困难，一时不能适

应，但自学能力的培养对获取知识往往是十分必要的。如能注意以下几点，将会

对自学有一定的帮助。

1．在开始自学某一章时，必须先阅读一下自学大纲中有关这一章的考核知识点、

自学要求以及考核要求中对考核知识点能力层次要求等内容，以便在自学教材时

能做到心中有数，避免平均分配时间。

2．阅读教材时，要求逐段细读，吃透每一个考核知识点和考核要求。对基本概

念必须做到深刻理解，对基本内容、基本原理必须弄懂弄清，对基本方法必须熟

练掌握。一般，如果课程内容前后有密切联系的话，在尚未达到上述要求前，不

宜学习新的内容。反之，如果与新内容相对独立，则可暂时搁置，继续新内容的

学习。

3．在自学过程中即要思考问题、联系实际，也要进行习题演算，这样可以加深

对问题的认识，熟练掌握基本方法，从而不断提高自学能力。

4．做作业是帮助理解、消化和巩固所学知识，培养分析问题能力和解决问题能

力以及提高运算能力重要环节。在做作业前，必须认真阅读教材的有关内容，并

收集与作业有关的数据资料等，切勿草率了事，急于求成。

5．各章学时数分配

本课程共五学分，自学时间包括阅读教材、参考书和作业等大约需 300 小时。各

章学时建议分配如下：

章次课程内容 学

时

章

次

课程内容 学

时

一 常用低压电器 10 六 三菱 FX2N 系列 PLC 及其基本指令的应

用

40

二 电气控制线路的基本控制规律 60 七 PLC 的步进指令及状态编程法 20

三 电气控制系统分析 30 八 PLC 的应用指令及编程 40

四 电气控制线路的设计方法 40 九 PLC 系统设计 30

五 可编程序控制器概述（PLC 概述）30

（四）对社会助学的要求



1. 助学指导教师应熟悉自学考试大纲所要求的内容、考核知识点和考核要求。

助学辅导时，应以指定的教材为基础，自学考试大纲为依据，以免与大纲脱节。

2. 注意自学考试的特点，命题要覆盖各章，绝对不可随意增删和圈定重点，以

免导向失误。考核知识点不要求的内容不命题。

3. 注意培养考生的自学能力，同时要引导考生逐步学会独立学习、善于在学习

过程中联系工作实际，提出问题，并能通过分析研究，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和措

施。以提高考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4. 助学辅导时，应引导考生按考试大纲的要求认真自学，应指导和检查考生完

成作业的情况，有条件的应安排习题课，以加强考生对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和基

本方法的理解。

（五）关于命题考试的若干规定

1. 本课程的考试方法为闭卷书面考试，考试时间为 150 分钟。考试时只允许带

蓝色或黑色钢笔或圆珠笔、铅笔、橡皮=尺、不具备储存功能的计算器。答题不

允许用红色钢笔或圆珠笔、铅笔等。

2.本自学考试大纲各章所提到的学习要求和列出的考核知识点、考核内容都是考

试内容。考试命题覆盖到章，并适当突出重点章节，加大重点内容的覆盖密度。

3.本课程在试题中对不同能力层次要求的分数比例大致为：识记 20%、领会 30%、

简单应用 30%、综合应用 20%。

4.要合理安排试题的易难程度，试题的易难程度可分为：易、较易、较难、难四

个等级。每份试卷中不同等级试题所占比例大致为：2︰3︰3︰2。应当注意：试

题的难易度同能力层次不是一个概念。在各个能力层次的试题中都存在着不同的

难度，切勿将两者混淆。

5. 试题的主要题型为：填空题、选择题、简答题、分析计算题、

设计题等五种类型（详见附录）。

附录：题型举例

一．填空

1交流异步电动机的启动方式有（ ）、（ ）、（ ）、（ ）形式。

2.PLC 的一次扫描周期大致可分为（ ）、（ ）、（ ）过程。

二．选择题

1.如图所示梯形图，输入 X0 为脉冲信号，当 X0 导通后，输出 Y0 的表现形式为

（ ），试将正确答案填在空括号内。

A．X0 导通 Y0 立即导通，延时 5秒后断开

B．X0 导通 Y0 延时 3秒导通，导通 5秒后断开

C．X0 导通 Y0 延时 5秒导通，导通 3秒后断开

D．X0 导通 Y0 无法导通



三．简答题

1．三相异步电机电器制动的方法有哪几种？

2．异步电动机的反接制动的要点是什么？

3．PLC 应用指令中的位型数据和字型数据可用哪些软元件表示？

四．分析设计题

1．试设计机床电机的电气控制线路。要求：

（1）可正向点动、两处起停

（2）可正反转运行

2．试有如下控制要求：

（1） 当 X0 导通后，Y0 立即导通，并保持。

（2） 当 X1 有三个脉冲信号输入后，再延时 10 秒钟、Y0 输出断开。

试设计梯形图满足上术控制要求

3．有二台电机 M1、M2，要求当 M1 起动后，M2 才能起动，M1 有独立停车，M2

有电动功能，试设计控制线路或采用 PLC 控制设计梯形图。

五．综合设计题

试设计专用铣床的电气控制线路、PLC 控制程序。要求：

（1）主轴电机单向转动

（2）主轴的起动、停止按扭作为 PLC 的输入点，由 PLC 控制主轴的起动、停止。

（3）主轴能够急停

（4）专用铣床的加工轨迹如图所示，图中实践部分为快速进给，虚线部分为慢

速进给，其 PLC 的输出分别为 Y0、Y1、Y2

Y0—主动动力头向右运行

Y1—主动动力头快速



Y2—主动力头向左运行

X0、X1、X2 为专用铣床的行程开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