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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硬件介绍及注意事项 

 

一、实验设备的基本组成 

运动控制系统主要组成如下： 

1. FX3U PLC； 

2. 触摸屏； 

2. 变频器； 

3. 交流异步电动机和编码器； 

4. 直流电机和变阻器。 

伺服与变频调速控制系统实验装置布置图 如下所示： 

 

 

 

由 PLC、触摸屏、变频器、交流电机、直流电机和电阻组成的运动控制系统，

其中 PLC 为控制核心，负责采集交流电机转速并控制变频器输出；触摸屏用于显

示系统状态和接收操作指令；交流电机为被控对象，直流电机和电阻组成可调负

载。 

 



二、硬件连接 

1、 通过 USB 接口将计算机与 PLC 连接。 

2、 接好实验箱上的连线或被控对象板的其他连线。 

3、 检查是否有错误，然后开机实验。 

 

三、 对参加实验学生的要求： 

1、 仔细阅读实验指导书，复习与实验相关的理论知识，明确每次实验目的，了解实验

内容和方法。 

2、 按实验指导书中的要求进行接线和操作，经检查和实验老师同意后再通电。 

3、 在实验中注意观察，记录有关的数据和图像，并由指导老师复查后才能结束实验。 

4、 实验后应断电，整理实验台，恢复到实验前的状况。 

5、 认真填写实验报告，按规定格式作出图标、曲线、并分析实验结果。 

6、 爱护实验设备，遵守实验室规章制度。 

 

 

 

伺服与变频调速控制系统实验装置

 

设备布置图 



第二章 交流变频调速系统课程设计 

1） 本课程设计主要设备 

1、 FX3U PLC；触摸屏。 

2、  变频器。 

3、  交流异步电动机和编码器。 

4、 直流电机和变阻器。 

2）本课程设计的性质和任务 

    本课程设计是自动化专业本科生的综合教学实践课。该课程设计涉及到自动控制原理、

电力拖动自动控制系统、数字程序控制系统、微机控制技术等课程的内容。 

    本课程设计的基本任务是： 

1. 熟悉和掌握开环交流变频调速系统的基本结构、工作原理和机械特性，以及对该系统的

硬件设备选型和配置，编制和调试用户程序。 

2. 熟悉和掌握转速单闭环有静差交流变频调速系统的基本结构、工作原理和机械特性，编

制和调试用户程序。 

3. 熟悉和掌握转速单闭环无静差交流变频调速系统的基本结构、工作原理和机械特性，编

制和调试用户程序。 

4. 熟悉和掌握 PI 控制算法的参数（包括比例系数、积分时间、采样周期）选择与调整。 

熟悉和掌握触摸屏人机界面的制作和调试。 

3）本课程设计教学内容和基本要求 

交流变频调速系统课程设计的教学内容和基本要求是： 

1. 熟悉和掌握开环交流变频调速系统的基本结构、工作原理、和机械特性，以及对该

系统的硬件设备选型和配置，编制和调试用户程序。 

2. 熟悉和掌握转速单闭环有静差交流变频调速系统的基本结构、工作原理和机械特性，

编制和调试用户程序。 

3. 熟悉和掌握转速单闭环无静差交流变频调速系统的基本结构、工作原理和机械特性，

编制和调试用户程序。 



4. 熟悉和掌握 PI 控制算法的参数（包括比例系数、积分时间、采样周期）选择和调

试。 

5. 熟悉和掌握触摸屏人机界面的制作和调试。 

第三章 课程设计上机内容和基本要求 

通过实验，使学生熟悉和掌握转速单闭环无静差交流变频调速系统的基本结构、工作

原理、机械特性，用户程序的编制和调试，PI 控制算法的参数选择，参数对系统性能指标

的影响，以及人机界面的制作。 

 

一、 开环交流变频调速系统的研究。 

利用梯形图编程实现开环变频调速，具体要求如下： 

1. 通过编程实现控制变频器输出，控制电机转动，输出值可任意设定。 

2. 通过实验测定 u0 的值，并通过编程实现。 

3. 任意设定转速，程序自动计算出变频器输出量，并带动电机转动。 

二、 转速单闭环有静差交流变频调速系统的研究。 

利用梯形图编程实现单闭环有静差变频调速，具体要求如下： 

1. 通过编程采集电机转动产生的脉冲，并转换成实际转速。 

2. 利用比例调节器，根据转差进行调节变频器输出 

3. 输入设定转速和指定 kp，程序自动计算出变频器输出量，并实时调节。 

三、 转速单闭环无静差交流变频调速系统的研究。 

利用梯形图编程实现单闭环无静差变频调速，具体要求如下： 

1. 通过编程实现积分算法 

2. 输入设定转速和指定 kp、ki，程序自动计算出变频器输出量，并实时调节 

四、 PI 控制算法的参数（包括比例系数、积分时间、采样周期）选择 

输入不同的参数，观察电机启动曲线，并分析原因，记录曲线。 

五、 人机界面的制作。 

利用 GT design 软件设计出实验中所需的人机界面，并显示电机启动曲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