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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简介 
本书全面介绍了西门子工业通信网络的结构、通信协议、通信服务和通信的组态编程

与故障诊断。重点是应用最广的 PROFIBUS-DP 和工业以太网，对 MPI、AS-i、PROFIBUS-PA、

OPC 也作了详细介绍。 
本书建立在大量实验的基础上，详细介绍了实现通信最关键的组态和编程方法，随书

光盘有上百个通信例程，绝大多数例程经过硬件实验的验证。读者根据正文介绍的通信系

统的组态步骤和方法，参考光盘中的例程作组态和编程练习，可以较快地掌握网络通信的

实现方法。 
通信的故障诊断是现场维修的难点。本书用约三分之一的篇幅和大量的实例，系统地

介绍了网络通信的故障诊断方法、诊断数据的分析方法，和用人机界面、WinCC 显示故障

消息的方法，包括一种功能强大、使用简单方便的故障诊断和显示的方法。 
除了例程，随书光盘还提供了西门子用于通信的软件和大量的中英文用户手册。本书

各章配有适量的练习题，可供工程技术人员和维修人员自学，和作为大专院校、培训班的

教材或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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