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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货供应西门子子CPU处理器SR40 

如图1-5所示。另一类是性故障，是由于元件不可恢复的损坏引起的。2.编程简单，使用方便4.S7-400电源
模块的开关定义FMR瞬时按钮：故障后用来确认和复位故障指示器。备用开关：通过干预控制回路，将
输出电压（5VDC/24VDC）切换到0V（电源不断开）。 实际生产中，生产机械常需要进行点动控制，如
机床对刀和刀架、立柱的快速等。所谓点动，指按下起动按钮，电动机转动；松开按钮，电动机停止运
动。与之对应的，若松开按钮后能使电动机连续工作，则称为长动。区分点动与长动的关键是控制电路
中控制电器通电后能否自锁，即是否具有自锁触点。 西门子plc根据规模和性能的大小，主要有S7-200，S
7-300和S7-400三种。输入输出设备是用于接收和输出的专用设备，如条码读入器、打印机等。1.4PLC的
指令PLC的指令是PLC全部编程指令的。 如果模块已连接到CPU，则需要使用螺钉旋具先缩回总线连接
器模块式结构是把CPU、电源、输入接口、输出接口等做成的单元模块，具有配置灵活、组装方便、便
于扩展等优点，适合输入/输出点数差异较大或有特殊功能要求的控制。 在PLC、L1、N端连接220V交流
电源，为整个PLC供电；将PLC的24V电压输出的M端与输入的1M端连接在一起，然后把一根导线的一端
固定接在DC24V电压输出的L+端，另一端输入的I0.0端（即DIa.0端），这样相当于将I0.0端的外接按钮1
闭合（见图1-15所示线路），正常PLC上I。 3）当采用垂直安装时，其允许温度要比水平安装10℃，此时
要保CPU被安装在下面。1.安装与拆卸CPU通过导轨卡夹可以很方便地安装CPU到DIN导轨或面板上，安
装CPU模块如图1-14所示。 

接收数据接收指令用于对单字符或多字符（多255字符）缓冲区执行接收操作。LOGO!的电机模块根据电
机的额定电流In，选择电机模块In。在西门子SITOP电源工作中，如果出现1个模块工作异常情况，可以
切换到另1个正常工作的模块继续保持供电的。 大中型PLC都有PID模块，目前许多小型PLC也具有此功
能模块。PID处理一般是运行专用的PID子程序。控制在冶金、化工、热处理、锅炉控制等有非常广泛的
应用可用性至少为5年S7-400PLC是目前西门子公司功能全、性能好、规格大、I/O点数多的大型PLC产品
，可以适用于各种大型复杂控制。 传感器/执行器接口用于自动层的通信网络。它专门用来连接二进制的
传感器和执行器，每个从站数据量为4bit。在编程的项目树窗口，单击PLC的“程序块”文件夹，双击其
中的某个代码块，打开程序编辑器，在工作区下面的巡视窗口的“属性”选项卡中出现，可以用“语言
”下拉式列表改变打开的块使用的编程语言。 功能表图又称为状态转移图，它是描述控制的控制、功能
和特性的一种图形，也是设计PLC顺序控制程序的工具。功能表图并不涉及所描述的控制功能的具体技



术，它是一种通用的技术语言，可以用于进一步设计，以及和不同专业的人员之间进行技术交流。 PLC
采用微电子技术，大量的开关由无触点的电子存储器件来完成，大部分继电器和繁杂连线被程序所取代
，故寿命长，可靠性大大，从实际使用情况来看，PLC控制的平均无故障时间一般可达40000～50000h。 2
00系列进口产品般CPU定货号尾号为0XB0;IO模块定货号尾号为0XA0;CP模块0XE0;MPI电缆和端子连接块
为0AA0.西门子PLC可以向下兼容的，如果新的型号比旧的型号版本高，就可以直接换，不过每次下程序
的时候可能会，使用没问题，也可以重新组态下硬件，下载进去了就不会了。 在估计和选择时，应充分
考虑使整个控制具有合理的性能价格比。对应西门子产品号:6ES5734-1BD20,RS232到西门子S5系列PLC编
程口（DB15）通讯接口电缆,3米。PLC的模拟运行操作如图1-18所示。 （2）S7-200接地良好的接地是噪
声和电压冲击，保证PLC可靠工作的重要条件，在实际的应用中，应该保S7-200及其相关设备的所有接在
一点接地，这个单独的接应该直接连接到地上，将直流电源的公共点连接到同一个单一接上，将24VDC
传感器供电的公共点（M）接地可以抗电子噪。 （3）可电擦除可编程序的只读存储器（EEPROM或E2P
ROM）PLC在执行用户程序时，根据程序从首地址开始自上而下、从左到右逐行扫描执行，并分别从输
入映像寄存器、输出映像寄存器中读出有关元件的状态，根据指令执行相应的逻辑运算，把运算的结果
写入对应的元件映像寄存器中保存，同时把输出状态写入对应的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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