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深入淺出西門子 S7-300PLC  
 

■ 內容簡介 
SIMATIC S7-300 是一種通用型的 PLC，能適合自動化工程中的各種應用場合，尤其是在

生產製造工程中的應用。模組化、無風扇結構、易於實現分散式的配置、以及易於掌握等

特點，使得 S7-300 在工業領域中實施各種控制任務時，成為一種既經濟又切合實際的解決

方案。 本書共分九章，圖文並茂，從 SIMATIC S7-300 硬體架構到軟體安裝、模組及程式

編寫到整理硬體規劃皆有介紹與說明。無論運用於工程技術或教學上皆合宜，是了解

SIMATIC S7-300 可程式控制器不可或缺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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