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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简介 

     
本书主要内容为：S7-300 及 S7-400 系统概述，介绍了 S7-300 和 S7-400 的工作原理、

硬件结构、安装配置及模块特性，使读者对 PLC 系统的体系架构有一定的了解；STEP 7 的
编程环境、  

硬件组态及调试方法；基于 IEC61131-1 的编程语言及先进的编程技术：顺序功能图（S7 
Graph）各状态图（S7 Graph）；组织块和系统功能块的作用；工程设计步骤与工程实例。通

过大量的实 
验案例和真实的工程实例使学习和实践能融会贯通。通过实例编程技术的介绍，提供易

于交流的平台和清晰的编程思路。随书还将附赠学习光盘一张。本书注重实用效果，可供工

程技术人员自学和参考，也可作为高等院校本科自动化及相关专业的参考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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