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智能工厂设备通讯】 

【Intelligent factory equipment communication】 

 

一、基本信息 

课程代码：【2050641】 

课程学分：【3】 

面向专业：【物联网工程（工业互联网应用）】 

课程性质：【系级专业选修课】 

开课院系：物联网工程 

使用教材：教材【智能工厂设备通信技术 王刚 陈南江 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9 年 10 

月】 

先修课程：【工业互联网概论，2050641（3）】【计算机组成原理，2050214（3）】 

二、课程简介 

本课程是物联网工程专业基础课程，是专业必备的理论联系实践、融会贯通所学专业知识的

综合性课程。随着工业物联网信息技术的发展与应用，对工厂的要求不断提升，设备与设备的通

讯，通过设备控制系统集成，以及外接传感器等方式由 SCADA（数据采集与监控系统）实时采集

设备的状态、生产完工信息、质量信息、并通过 RFID、条码等技术实现生产的可追溯。广泛引

用 SCADA（数据采集与监控系统）、MES（制造执行系统）、APS（先进生产排程）、能源管理、 

质量管理等工业软件实现生产现场的网络可视化、透明化。 

三、选课建议 

“智能工厂设备通讯”课程适合物联网工程类专业方向的学生必修，除了学过物联网概论、

计算机网络原理等课程之外，这些学生已掌握工业物联网相关理论知识，从而具备了学好该课程

的综合应用能力和基本必要的知识。提高学生对工业物联网信息安全问题的分析、综合、实践和

创新能力，“教、学、做、练、用一体化”，，使学生能够融会贯通掌握所学知识、技术和方法，

为未来就业打好基础。建议本课程采用案例驱动的教学方式，通过大量的安全实例，不仅提高学

生的专业技术知识，同时通过实验提高学生动手能力，使得学生能够较好地胜任后续课程的学习

以及工作。 

 

四、课程与专业毕业要求的关联性 

物联网工程专业毕业要求 关联 

LO11表达沟通：能领会用户诉求，正确表达自己的观点，具有专业文档

的撰写能力。 
 

LO21 自主学习：能根据环境需要确定自己的学习目标，并主动的通过搜

集信息、分析信息、讨论、实践、质疑、创造等方法来实现学习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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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LO=learning outcomes（学习成果） 

五、课程目标/课程预期学习成果 

LO31 工程素养：掌握数学、自然科学知识，具有工程意识，能结合计算

机、计算机网络相关专业知识解决复杂工程问题。 
 

LO32软件开发：能运用编程语言、嵌入式系统知识，从事近距无线通信、

RFID、位置相关等应用系统的构建和程序设计。 
 

LO33 数据采集：能运用传感器基本原理、数据采集、信号处理等知识，

进行现场数据的收集、传输和存储，进行相应数据采集系统的设计。 
 

LO34 数据处理：能运用程序设计、数据库等知识，对物联网采集产生的

前端数据进行筛选、处理和分析，形成有价值的信息资源  
 

LO35 系统设计：综合运用计算机软、硬件知识，能够对物联网应用的行

业领域需求进行分析，转换为具体的设计指标，进行系统设计与开发 
 

LO36 网络安全管理：综合运用计算机网络和信息安全知识，能够根据市

级需要选择合适的技术构建物联网网络、保障物联网网络的安全运行 
 

LO41尽责抗压：遵守纪律、守信守责；具有耐挫折、抗压力的能力。  

LO51 协同创新：能与团队保持良好关系，积极参与其中，保持对信息技

术发展的好奇心和探索精神，具有创新性解决问题的能力。 
 

LO61 信息应用：能发掘信息的价值，综合运用计算机相关的专业知识和

技能，解决实际问题。 
 

LO71 服务关爱：愿意服务他人、服务企业、服务社会；为人热忱，富于

爱心。 
 

LO81 国际视野：具有基本外语表达沟通能力，积极关注发达国家和地区

信息技术发展新动向。 
 

序

号 

课程预期 

学习成果 

课程目标 

（细化的预期学习成果） 
教与学方式 评价方式 

1 LO21自主学习：

能根据环境需要

确定自己的学习

目标，并主动的通

过搜集信息、分析

信息、讨论、实践、

质疑、创造等方法

来实现学习目标。 

1) 掌握智能工厂设备通讯的概

念、特征、目标及内容； 

2) 了解工厂设备通讯技术发展

的历史和趋势； 

3) 掌握智能工厂设备通讯体系

框架等； 

案例教学法 
作业及实

验报告 

2 LO33数据采集：

能运用传感器基

本原理、数据采

集、信号处理等知

识，进行现场数据

的收集、传输和存

储，进行相应数据

采集系统的设计。 

1) 掌握智能工厂设备通讯的主

要技术； 

2) 掌握以太网技术、工业无线网

技术； 

讲授教学法 课堂展示 

作业 

实验报告 



 

六、课程内容 

项目一 智能设备通讯认知 

 通过本模块单元的学习，学生能掌握智能工厂现状及发展历程及分类，智能工厂设备的特点；

掌握以设备通讯接口、设备通讯方式、设备传输方式、设备传输网络、设备通讯协议。 

本模块重点： 智能工厂设备通讯方式、设备传输网络。 

本模块难点：智能工厂设备通讯协议。 

理论课时数：      4 课时          实践课时数：4 课时 

项目二 通讯协议解析技术 

通过本模块单元的学习，学生能掌握进制及转换方法；掌握 Modbus 解析与实践；掌握 Modbus

协议及传输方式；掌握 PROFIBUS 解析与实践、协议认知、传输方式以及网络拓扑等相关技术。 

本模块重点：Modbus 解析与实践、PROFIBUS 解析与实践。 

本模块难点：Modbus 协议认知、PROFIBUS 协议认知。 

理论课时数：     4 课时          实践课时数：      4 课时 

模块三 智能设备通讯实施 

通过本模块单元的学习， 学生掌握通讯设备选型、温湿度传感器、压力传感器、电压传感器、

电压量传感器相关技术知识；掌握智能设备安装、常用工具、设备安装规范、实践及设备调试维

护等技术方法；  

本模块重点： 传感器技术及设备安装调试维护。 

本模块难点：智能设备安装、调试、维护方法技术。 

理论课时数：     8 课时          实践课时数：      8 课时 

3 LO41尽责抗压：

遵守纪律、守信守

责；具有耐挫折、

抗压力的能力。 

学习以下几项关键技术及实验案

例。 

1) SCADA系统集成； 

2) SCADA数据采集； 

3) SCADA数据监控； 

案例教学法 项目报告 

实验报告 



模块四 智能设备通讯组网 

通过本模块单元的学习， 学生能掌握通信链路分类、工业以太网、工业无线网技术知识；掌

握现场总线认知与实践、现场总线标准、现场总线网络拓扑结构；掌握工业以太网通讯协议及应

用；掌握工业无线网技术及组网方案以及工业无线网技术实践。 

本模块重点：工业以太网技术认知； 工业无线网技术。 

本模块难点： 工业以太网通讯协议及工业无线网组网方案及技术实践。 

理论课时数：      4 课时          实践课时数：     4 课时 

模块五 SCADA 系统集成 

通过本模块单元的学习，学生能掌握 SCADA 系统架构、系统集成、系统通讯方式；掌握 SCADA

数据采集技术、系统软件使用、软件开发、数据采集实践；掌握 SCADA 数据监控技术、监控目的、

监控组态、实现监控、实现告警、实现趋势等相关技术知识。 

本模块重点：SCADA 数据采集实践、SCADA 数据监控即使及组态。 

本模块难点： SCADA 系统架构及数据采集技术。 

理论课时数：      4 课时          实践课时数：      4 课时 

七、课内实验名称及基本要求（适用于课内实验） 

 

序

号 
实验名称 主要内容 

实验 

时数 
实验类型 备注 

1 

工业以太网组网实验  

通过工以太网通讯两种组

网方式以 SCADA实训平台为

设备基础完成以太网串口

服务器数据通信系统。 

8 综合型  

2 

 

工业无线网组网实验 

 

组建一个完整的 ZigBee 网

状工业无线网络，包括网络

初始化、节点加入网络的两

方式实验 

8 设计型  



3 

 

SCADA数据采集实验 

 

根据 SCADA实训平台实训 

项目数据通讯采集需求完

成 GE I/O驱动器在 iFIX5.8

组建软件中的安装配置实

验。 

8 综合型  

八、评价方式与成绩 

 

撰写人：马延伟   系主任审核签名：王磊  审核时间：2021.9 

 

总评构成（1+X） 评价方式 占比 

1 项目报告 50% 

X1 作业及实验报告 30% 

X2 考勤及课堂展示 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