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德国西门子双鸭山PLC模块一级代理

产品名称 德国西门子双鸭山PLC模块一级代理

公司名称 浔之漫智控技术（上海）有限公司西门子一级代
理商

价格 99.00/件

规格参数 西门子PLC代理商:西门子触摸屏代理商
西门子授权一级代理商:西门子CPU代理商
西门子模块:西门子PLC模块代理

公司地址 上海市松江区石湖荡镇塔汇路755弄29号1幢一层
A区213室

联系电话 15618722057 15618722057

产品详情

 德国西门子双鸭山PLC模块一级代理

闭环控制系统的特点是系统被控对象的输出（被控制量）会反送回来影响控制器的输出，形成一个或多
个闭环。闭环控制系统有正反馈和负反馈，若反馈信号与系统给定值信号相反，则称为负反馈，若极性
相同，则称为正反馈，一般闭环控制系统均采用负反馈，又称负反馈控制系统。闭环控制系统的例子很
多。比如人就是一个具有负反馈的闭环控制系统，眼睛便是传感器，充当反馈，人体系统能通过不断的
修正*后作出各种正确的动作。如果没有眼睛，就没有了反馈回路，也就成了一个开环控制系统。另例，
当一台真正的全智能自动洗衣机具有能连续检查衣物是否洗净，并在洗净之后能自动切断电源，它就是
一个闭环控制系统。 （1）比例（P）控制 比例控制是一种的控制方式。其控制器的输出与输入误差信号
成比例关系。当仅有比例控制时系统输出存在稳态误差。 （2）积分（I）控制 在积分控制中，控制器的
输出与输入误差信号的积分成正比关系。对一个自动控制系统，如果在进入稳态后存在稳态误差，则称
这个控制系统是有稳态误差的或简称有差系统）。为了消除稳态误差，在控制器中必须引入“积分项"。
积分项对误差取决于时间的积分，随着时间的增加，积分项会增大。这样，即便误差很小，积分项也会
随着时间的增加而加大，它推动控制器的输出增大使稳态误差进一步减小，直到等于零。因此，比例+
积分（PI）控制器，可以使系统在进入稳态后无稳态误差。 （3）微分（D）控制 在微分控制中，控制器
的输出与输入误差信号的微分（即误差的变化率）成正比关系。自动控制系统在克服误差的调节过程中
可能会出现振荡甚至失稳。其原因是由于存在有较大惯性组件（环节）或有滞后组件，具有抑制误差的
作用，其变化总是落后于误差的变化。解决的办法是使抑制误差的作用的变化“超前"，即在误差接近零
时，抑制误差的作用就应该是零。这就是说，在控制器中仅引入 “比例"项往往是不够的，比例项的作用
仅是放大误差的幅值，而目前需要增加的是“微分项"，它能预测误差变化的趋势，这样，具有比例+微
分的控制器，就能够提前使抑制误差的控制作用等于零，甚至为负值，从而避免了被控量的严重超调。
所以对有较大惯性或滞后的被控对象，比例+微分（PD）控制器能改善系统在调节过程中的动态特性。5.
PID控制器的参数整定：      PID控制器的参数整定是控制系统设计的核心内容。它是根据被控过
程的特性确定PID控制器的比例系数、积分时间和微分时间的大小。PID控制器参数整定的方法很多，概



括起来有两大类：一是理论计算整定法。它主要是依据系统的数学模型，经过理论计算确定控制器参数
。这种方法所得到的计算数据未必可以直接用，还必须通过工程实际进行调整和修改。二是工程整定方
法，它主要依赖工程经验，直接在控制系统的试验中进行，方法简单、易于掌握，在工程实际中被广泛
采用。6.PID控制器参数整定： （1）首先预选择一个足够短的采样周期让系统工作； （2）仅加入比例
控制环节，直到系统对输入的阶跃响应出现临界振荡，记下这时的比例放大系数和临界振荡周期；
（3）在一定的控制度下通过公式计算得到PID控制器的参数。 比例积分微分调节器的简称。利用比例微
分环节的领前作用来对消调节对象中的大惯性，提高精度，加快动态响应速度

可编程控制器（programmable logical controller，简称PLC）已经越来越多地应用于工业控制系统中，并且
在自动控制系统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对PLC的正确选择是非常重要的。    面对众多生产
厂家的各种类型PLC，它们各有优缺点，能够满足用户的各种需求，但在形态、组成、功能、网络、编
程等方面各不相容，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无法进行横向比较。下面提出在自动控制系统设计中对PLC
选型的一些看法，可以在挑选PLC时作为参考。   
可以通过以下几方面的比较，挑选到适合的产品。

    一、工作量    这一点尤为重要。在自动控制系统设计之初，就应该对控制点数（数字量及模
拟量）有一个准确的统计，这往往是选择PLC的首要条件，一般选择比控制点数多10%~30%的PLC。这有
几方面的考虑：    1、可以弥补设计过程中遗漏的点；   
2、能够保证在运行过程中个别点有故障时，可以有替代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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