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十三、
 

测量总线及仪器通信技术

测量总线及仪器通信技术课程是自动化、
 

测控技术与仪器等专业的一门专业教育课程。
本课程旨在通过现场总线基本知识的学习,

 

掌握测控总线系统的标准、
 

组成结构、
 

工作过程、
 

性能特点及应用场合;
 

通过示例分析并结合实验课程,
 

掌握常见测控总线系统的设计思想,
 

掌握智能节点的硬件设计和软件编程方法,
 

培养学生按需求设计现场总线控制网络的能力;
 

通过示例分析和实验课程等方式,
 

熟悉由智能节点组成的网络控制系统的一般设计原则及方

法。

张涛,
 

博士,
 

副教授,
 

硕士生导师,
 

主讲“测量总线及仪器通信技术” “网络技术与应用”
和“传感器原理与应用”课程。

一、
 

课程说明

课程编号:
 

090017Z10
课程名称(中 / 英文):

 

测量总线及仪器通信技术 / Fieldbus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课程类别:

 

专业课

学时 / 学分:
 

32 / 6
先修课程:

 

计算机程序设计基础、
 

网络技术与应用、
 

嵌入式系统

适用专业:
 

自动化、
 

测控技术与仪器、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智能科学与技术等

教材:
 

阳宪惠. 现场总线技术及其应用[M].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2.
教学参考书:
[1]

 

王先培. 测控总线与仪器通信技术[M].
 

北京: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09.
[2]

 

刘泽祥,
 

李媛. 现场总线技术[M].
 

北京: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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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课程设置的目的与意义

测量总线及仪器通信技术课程是自动化、
 

测控技术与仪器等专业的一门专业教育课程。
本课程旨在通过现场总线基本知识的学习,

 

掌握测控总线系统的标准、
 

组成结构、
 

工作过程、
 

性能特点及应用场合;
 

通过示例分析并结合实验课程,
 

掌握常见测控总线系统的设计思想,
 

掌握智能节点的硬件设计和软件编程方法,
 

培养学生按需求设计现场总线控制网络的能力;
 

通过示例分析和实验课程等方式;
 

熟悉由智能节点组成的网络控制系统的一般设计原则及方

法。
通过课程思政的设置,

 

帮助学生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
 

坚定对马克思主义

的信念;
 

增强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感,
 

做忠诚的爱国者;
 

帮助学生正确地认识和把握人生、
 

人

生价值、
 

个人与社会的关系,
 

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帮助学生加强科技强国意识和专

业自豪感,
 

切实提高学生对专业的热爱和为祖国繁荣昌盛努力学习的热情。

三、
 

课程的基本要求

(1)现场总线协议是工业网络控制系统的核心技术,
 

了解测量总线及仪器通信技术课程

的重要性,
 

有助于培养学生对专业的热爱和自信。
(2)理论联系实际,

 

力争融知识传授、
 

能力培育、
 

素质提高于一体。
(3)更多的课外实践环节,

 

着力培育学生运用理论分析问题、
 

解决问题的自我发展能力,
 

从而实现各种素质的自我提高。
(4)采用多种教学方法、

 

教学手段,
 

使学生产生对自身能力发展和素质提高的自觉性、
 

自律性和创造性。
(5)熟悉掌握测控总线系统的设计思想,

 

掌握智能节点的硬件和软件设计方法,
 

并实现

多知识融合,
 

引导学生扩大知识面,
 

培养学生的科研兴趣和不畏困难、
 

努力钻研的科研精神。

四、
 

主要教学方法、
 

手段

教学方法:
 

创新情景法、
 

对比建构法、
 

事件联想法、
 

比较及引申法、
 

实例展示法、
 

图片及

视频展示法等。
(1)创新情景法:

 

计算机网络的体系结构通过 ISO 组织设计,
 

模块功能规划,
 

最后才由多

家公司通过各种协议实现,
 

协议使用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再反馈到 ISO 组织进行完善和补充。
给予同学们科学发展从理论到实践,

 

再由实践完善理论的启示,
 

提升学生对科学发展过程的

认识。
(2)对比建构法:

 

同样的网络结构,
 

同样的层次功能,
 

不同的协议实现方式。 引导学生

在今后的工作中,
 

明确任务分工,
 

提高团队合作、
 

解决问题的能力。
(3)事件联想法:

 

近年来,
 

美国以芯片技术为武器,
 

对中国进行技术封锁和打压,
 

例如华

为、
 

中兴事件。 芯片等技术封锁不但不会击垮中国,
 

反而促进我们建立和发展自己的高技术

链。 目前我国芯片技术的发展迎来难得机遇,
 

国家加大投入,
 

企业奋起直追。 以此激励学生

直面现实,
 

努力奋斗,
 

培养学生的科技强国情怀和远大抱负。
(4)比较及引申法:

 

对比光纤与铜导线的带宽,
 

两者相差 1000 多倍。 光纤通信的发明,
 

给互联网和信息产业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 引导学生要重视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
 

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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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新技术发明,
 

都离不开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的突破。
(5)实例展示法:

 

通过 CAN 总线在家用汽车中的应用,
 

引导学生要扩大知识面,
 

在科研

中开阔视野,
 

多知识融合,
 

不畏困难,
 

勇往直前。

四、
 

考核方式及成绩评定

考核方式为平时小测试、
 

报告和期末综合测试题,
 

占平时成绩的 10%。

大纲主撰人:
 

张涛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