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所谓无参功能（FC），是指在编辑功能（FC）时，在局

部变量声明表不进行形式参数的定义，在功能（FC）中直接

使用绝对地址完成控制程序的编程。这种方式一般应用于分

部式结构的程序编写，每个功能（FC）实现整个控制任务的

一部分，不重复调用。

§5.4.1  编辑无参功能（FC）

§5.4.2  在OB1中调用无参功能（FC）

§5.4  编辑并调用无参功能（FC）

——分部程序设计

返回本章



【例5-4-1】 搅拌控制系统程序设计——使用开关量。
  

搅拌器        
低  液位  传感器    

高  液位传感器    

进料泵  1    进料  泵  2    

中液位传感器    

放料泵    
启动    停止    

料  A    料  B    

料  C    起动 

返回本节



控制说明

如图所示为一搅拌控制系统，由3个开关量液位传感器，

分别检测液位的高、中和低。现要求对A、B两种液体原

料按等比例混合，请编写控制程序。

要求：按起动按钮后系统自动运行，首先打开进料泵

1，开始加入液料A→中液位传感器动作后，则关闭进料泵1，

打开进料泵2，开始加入液料B→高液位传感器动作后，关闭

进料泵2，起动搅拌器→搅拌10s后，关闭搅拌器，开启放料

泵→当低液位传感器动作后，延时5s后关闭放料泵。按

停止按钮，系统应立即停止运行。

返回上级



1.创建S7项目

按照第3章所介绍的方法，创建S7项目，并命名为“无参

FC”，项目包含组织块OB1和OB100。

2.硬件配置

在 “无参FC”项目内打开“SIMATIC 300 Station”文件

夹，打开硬件配置窗口，并完成硬件配置。

§5.4.1  编辑无参功能（FC）

返回本节



3.编辑符号表

返回上级



 

 

O B 1  

主 循 环  

O B 1 0 0：初 始 化 程 序

F C 1 : 液 料 A 控 制 程 序  

F C 2 : 液 料 B 控 制 程 序  

F C 3 : 搅 拌 器 控 制 程 序  

F C 4 : 出 料 控 制 程 序  

操 作 系 统  
4.规划程序结构

返回上级



5.编辑功能（FC ）

在“无参FC”项目内选择“Blocks”文件夹，然后反复执行

菜单命令【Insert】→【S7 Block】→【Function】，分别

创建4个功能（FC）：FC1、FC2、FC3和FC4。由于在符号表内

已经为FC1～FC4定义了符号名，因此在创建FC的属性对话

框内系统会自动添加符号名。

FC1控制程序

FC2控制程序

FC3控制程序

FC4控制程序

OB100控制程序

返回上级



FC1的控制程序

FC2的控制程序

返回上级



 
FC3的控制程序

返回上级



   FC4的控制程序

返回上级



OB100的控制程序

返回上级



§5.4.2  在OB1中调用无参功能（FC）
 

可调用的功能 FC 

在 O B1 内调用

FC 1～ FC 4 

返回本节



 OB1的控制程序

返回上级



所谓有参功能（FC），是指编辑功能（FC）时，在局部

变量声明表内定义了形式参数，在功能（FC）中使用了虚拟

的符号地址完成控制程序的编程，以便在其他块中能重复调

用有参功能（FC）。这种方式一般应用于结构化程序编写。

§5.5.1  编辑有参功能（FC）

§5.5.2  在OB1中调用有参功能（FC）

§5.5  编辑并调用有参功能（FC）

——结构化程序设计

返回本章



【例5-5-1】 多级分频器控制程序设计。

本例拟在功能FC1中编写二分频器控制程序，然后在OB1

中通过调用FC1实现多级分频器的功能。多级分频器的时序关

系如图所示。其中I0.0为多级分频器的脉冲输入端；Q4.0～

Q4.3分别为2、4、8、16分频的脉冲输出端；Q4.4～

Q4.7分别为2、4、8、16分频指示灯驱动输出端 。

I0.0

Q4.0/Q4.4/M0.0

Q4.1/Q4.5/M0.1

Q4.2/Q4.6/M0.2

Q4.3/Q4.7/M0.3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返回本节



§5.5.1  编辑有参功能（FC）

创建多级分频器的S7项目

硬件配置

编写符号表

规划程序结构

创建有参功能FC1     

返回本节



1.创建多级分频器的S7项目

使用菜单【File】→【“New Project”Wizard】创建多

级分频器的S7项目，并命名为“有参FC”。

2.硬件配置

打开“SIMATIC 300 Station”文件夹，双击硬件配置图

标打开硬件配置窗口，并按图所示完成硬件配置。

返回上级



3. 编写符号表

返回上级



4. 规划程序结构
 

 

OB1 

主循环 

调用 FC1:实现 2 分频 

调用 FC1: 实现 4 分频 

调用 FC1: 实现 8 分频 

调用 FC1: 实现 16 分频 

操作系统 

返回上级



5. 创建有参FC1 

选择“有参FC”项目的“Blocks”文件夹，然后执行菜单命

令【Insert】→【S7 Block】→【Function】，在块文件夹

内创建一个功能，并命名为“FC1”。

编辑FC1的变量声明表

在FC1的变量声明表内，声明4个参数，见下表。

返回上级



编辑FC1的控制程序

二分频器的时序如图所示。分析二分频器的时序图可以

看到，输入信号每出现一个上升沿，输出便改变一次状

态，据此可采用上跳沿检测指令实现。

S_IN

S_OUT

F_P

如果输入信号S_IN出现上升沿，则对S_OUT取反，然后将

S_OUT的信号状态送LED显示；否则，程序直接跳转到LP1，将

S_OUT的信号状态送LED显示。

返回上级



 

FC1的控制程序

返回上级



§5.5.2  在OB1中调用有参功能（FC）
 

使
用
绝
对
地
址

使
用
符
号
地
址

返回本节



功能块（FB）在程序的体系结构中位于组织块之下。它

包含程序的一部分，这部分程序在OB1中可以多次调用。功能

块的所有形参和静态数据都存储在一个单独的、被指定给该

功能块的数据块（DB）中，该数据块被称为背景数据块。当

调用FB时，该背景数据块会自动打开，实际参数的值被存储

在背景数据块中；当块退出时，背景数据块中的数据仍然

保持。

§5.6.1 编辑无静态参数的功能块（FB）

§5.6.2  在OB1中调用无静态参数的功能块（FB）

§5.6  编辑无静参的功能块（FB ）

返回本章



【例5-6-1】 水箱水位控制系统程序设计。

 

Y2 

Y1 

UL1 

UH1 

Y4 

Y3 

UL2 

UH2 

Y6 

Y5 

UL3 

UH3 

水箱 1 水箱 2 水箱 3 

SB1  SB2 SB3  SB4 SB5  SB6 

返回本节



【例5-6-1】

系统有3个贮水箱，每个水箱有2个液位传感器，UH1，

UH2，UH3为高液位传感器，“1”有效；UL1，UL2，UL3为低液

位传感器，“0”有效。Y1、Y3、Y5分别为3个贮水水箱进水电

磁阀；Y2、Y4、Y6分别为3个贮水水箱放水电磁阀。SB1、SB3、

SB5分别为3个贮水水箱放水电磁阀手动开启按钮；SB2、SB4、

S B 6 分 别为 3个 贮水 箱 放 水电磁阀手动关闭按钮。

控制要求：SB1、SB3、SB5在PLC外部操作设定，通过人

为的方式，按随机的顺序将水箱放空。只要检测到水箱“空”

的信号，系统就自动地向水箱注水，直到检测到水箱“满”信

号为止。水箱注水的顺序要与水箱放空的顺序相同，每次只

能对一个水箱进行注水操作。

返回上级



§5.6.1 编辑无静态参数的功能块（FB）

创建S7项目

硬件配置

编写符号表

规划程序结构

编辑功能块（FB）

建立背景数据块（DI）

编辑启动组织块OB100 

返回本节



1.创建S7项目

使用菜单【File】→【“New Project”Wizard】创建水箱

水位控制系统的S7项目，并命名为“无静参FB”。项目包含

组织块OB1和OB100。

2.硬件配置

在“无静参FB”项目内打开“SIMATIC 300 Station”文件

夹，打开硬件配置窗口，并按图所示完成硬件配置。

返回上级



3.编写符号表

返回上级



4.规划程序结构

 

背景   D   B   2 

背景   D   B1 

OB1 

OB100 

FB1 

F   B1 

正 

常 

循 

环 

启动   

背景   D   B   3 F   B1 

返回上级



5.编辑功能（FB1）

在“无静参FB”项目内选择“Blocks”文件夹，执行菜单命

令【Insert】→【S7 Block】→【Function Block】，创建

功能块FB1。由于在符号表内已经为FB1定义了符号名，因此

在FB1的属性对话框内系统会自动添加符号名“水箱控制”。

定义局部变量声明表

编写程序代码

返回上级



定义局部变量声明表

与功能（FC）不同，在功能块（FB）参数表内还有扩

展地址（Exclusion address）和结束地址（Termination 

address）选项。

返回上级



 
编写程序代码

返回上级



6.建立背景数据块DB1、DB2、DB3

返回上级



7.编辑启动组织块OB100

返回上级



§5.6.2  在OB1中调用无静态参数的功能块（FB）

 

可调用的功能块 FB1 在 OB1 内调用 FB1 

为 FB1 指定背景数据块

为 FB1 赋实际参数  

返回本节



 

 

OB1控制程序

返回上级



  

搅拌器   

进料泵 1 进料泵 2 

液位 

传感器+变送器 
放料泵 

启动 

停止 

100% 

 

 

50% 

 

 

0% 

液位显示 

料 C 

料 A 料 B 

起动 

【例5-6-2】 搅拌控制系统程序设计——使用模拟量。

返回上级



上图所示为一搅拌控制系统，由一个模拟量液位传感器-

变送器来检测液位的高低，并进行液位显示。现要求对A、B

两种液体原料按等比例混合，请编写控制程序，控制要求如

下：

按起动按钮后系统自动运行，首先打开进料泵1，开始加

入液料A→当液位达到50%后，则关闭进料泵1，打开进料泵

2，开始加入液料B→当液位达到100%后，则关闭进料泵2，起

动搅拌器→搅拌10s后，关闭搅拌器，开启放料泵→当液料放

空后，延时5s后关闭放料泵。按停止按钮，系统应立即停止

运行。

返回上级



1.创建S7项目

使用菜单【File】→【“New Project”Wizard】创建搅

拌控制系统的S7项目，并命名为“FC与FB”。

2.硬件配置

在“FC与FB”项目内打开“SIMATIC 300 Station”文件

夹，打开硬件配置窗口，并按图下完成硬件配置。

返回上级



修 改 模

块的模拟量

输入通道和

输出通道的

起始地址均

为 2 5 6 。

 

①取消选择 

②修改模块输入通道起始地址为

③取消选择 

④修改模块输出通道起始地址为 256 

⑤确认修改 

返回上级



3.编辑符号表

返回上级



4.规划程序结构

 

背景 DB2 

背景 DB1  

 

 

 

OB1 

OB100 

FB1 

FB1 

FC1 

FC2 

正 

常 

循 

环 

启动 OB1为主循环组

织块；OB100为启动

组织块；FC1实现搅

拌控制；FC2实现放

料控制；FB1通过调

用DB1和DB2实现液料

A和液料B的进料控

制；DB1和DB2为液料

A和液料B进料控制的

背景数据块，在调用

FB1时为FB1提供实际

参数，并保存过程结

果。

返回上级



5.创建无参功能（FC1、FC2）(1/2)

FC1控制程序

返回上级



 

5.创建无参功能（FC1、FC2）(2/2)

FC2控制程序

返回上级



6.创建无静态参数的功能块（FB1 ）

定义FB1的局部变量声明表

编写FB1控制程序

返回上级



7.建立背景数据块（DB1、DB2）

在“FC与FB”项目内选择“Blocks”文件夹，执行菜单命令

【Insert】→【S7 Block】→【Data Block】，创建与FB1

相关联的背景数据块DB1和DB2。STEP 7自动为DB1和DB2构建

了与FB1完全相同的数据结构，如下图所示。

返回上级



8.在OB1中调用FC1、FC2和FB1 

OB1的控制程序

返回上级



OB1的控制程序

返回上级



OB1的控制程序

返回上级



9.编写启动组织块OB100的控制程序

返回上级



§5.7 编辑并调用有静态参数的功能块

在编辑功能块（FB）时，如果程序中需要特定数据的参

数，可以考虑将该特定数据定义为静态参数，并在FB的声明

表内STAT处声明。

下面以交通信号灯控制系统的设计为例，介绍如何编辑

和调用有静态参数的功能块。

§5.7.1  编辑有静态参数的功能块（FB）

§5.7.2  在OB1中调用有静态参数的功能块（FB）

返回本章



【例5-7-1】 交通信号灯控制系统程序设计。

 

北向 

南向 

东向 

西向 

红 
红 

红 

红 

黄 

黄 

黄 

黄 

绿 

绿 

绿 

绿 

返回本节



上图所示为双干道交通信号灯设置示意图。信号灯的动

作受开关总体控制，按一下起动按钮，信号灯系统开始工

作，并周而复始地循环动作；按一下停止按钮，所有信号灯

都熄灭。信号灯控制的具体要求见下表，试编写信号灯控制

程序。

返回上级



根据十字路口交通信号灯的控制要求，可画出信号灯的

控制时序图。

南北向红灯

东西向绿灯

东西向黄灯

东西向红灯

南北向绿灯

南北向黄灯

2s3s45s2s3s25s

NS_R

NS_G

NS_Y

EW_R

EW_G

EW_Y

返回上级



§5.7.1  编辑有静态参数的功能块（FB）

创建S7项目

硬件配置

编写符号表

规划程序结构

编辑功能块（FB）

建立背景数据块（DI）

编辑启动组织块OB100 

返回本节



1.创建S7项目

使用菜单【File】→【“New Project”Wizard】创建

交通信号灯控制系统的S7项目，并命名为“有静参FB”。项

目 包

含组织块OB1和OB100。

2.硬件配置

在“有静参FB”项目内打开“SIMATIC 300 Station”文

件夹，打开硬件配置窗口，并按下图所示完成硬件配置。

返回上级



3.编写符号表

返回上级



   

背景 D B 2   

背景 D B1     

  

  

  

O B1   

OB100   

FB1   

F B1   

正   

常   

循   

环   

启动   

4.规划程序结构

OB1为主循环组织块、OB100初

始化程序、FB1为单向红绿灯

控制程序、DB1为东西数据块、

D B 2 为 南 北 数 据 块 。

返回上级



5.编辑功能块（FB）

定义局部变量声明表

返回上级



编写程序代码

返回上级



6. 建立背景数据块（DI）

由于在创建DB1和DB2之前，已经完成了FB1的变量声

明，建立了相应的数据结构，所以在创建与FB1相关联的DB1

和DB2时，STEP 7自动完成了数据块的数据结构。

返回上级



7.编辑启动组织块OB100 

返回上级



§5.7.2  在OB1中调用有静态参数的功能块（FB）
 

返回本节



§5.8  使用多重背景——结构化程序设计

使用多重背景可以有效地减少数据块的数量，其编程思

想是创建一个比FB1级别更高的功能块，如FB10，将未作任何

修改的FB1作为一个“局部背景”，在FB10中调用。对于FB1

的每一个调用，都将数据存储在FB10的背景数据块DB10中。

§5.8.1  创建多重背景的S7项目

§5.8.2  编辑功能（FC）

§5.8.3  编辑共享数据块

§5.8.4  编辑功能块（FB）

§5.8.5  生成多重背景数据块DB10

§5.8.6  在OB1中调用功能(FC)及上层功能块(FB)

返回本章



§5.8.1  创建多重背景的S7项目

【例5-8-1】 发动机组控制系统设计——使用多重背景。

设某发动机组由1台汽油发动机和1台柴油发动机组成，

现要求用PLC控制发动机组，使各台发动机的转速稳定在设

定的速度上，并控制散热风扇的起动和延时关闭。每台发动

机均设置一个起动按钮和一个停止按钮。

创建S7项目

硬件配置

编写符号表

规划程序结构

返回本节



1. 创建S7项目

使用菜单【File】→【“New Project”Wizard】创建发

动机组控制系统的S7项目，并命名为“多重背景”。CPU选择

CPU 315-2DP，项目包含组织块OB1。

2. 硬件配置

在“多重背景”项目内打开“SIMATIC 300 Station”文件

夹，打开硬件配置窗口，并按下图所示完成硬件配置。

返回上级



3.编辑符号表

返回上级



4.规划程序结构
FB10为上层功能块，

它把FB1作为其“局部实

例”，通过二次调用本地

实例，分别实现对汽油机

和柴油机的控制。这种调

用不占用数据块DB1和

DB2，它将每次调用（对

于每个调用实例）的数据

存储到体系的上层功能块

FB10的背景数据块DB10

中。

 

DB10 

 

OB1 

FC1，汽油发动机风扇控制 

FC1，柴油发动机风扇控制 

FB10 

FB1，汽油发动机控制 

FB1，柴油发动机控制 

DB10 

DB3，共享数据 

操作系统 

主 

循 

环 

返回上级



§5.8.2  编辑功能（FC）

1.定义局部变量声明表

FC1用来实现发动机（汽油机或柴油机）的风扇控制，

按照控制要求，当发动机起动时，风扇应立即起动；当发动

机停机后，风扇应延时关闭。因此FC1需要一个发动机起动

信号、一个风扇控制信号和一个延时定时器。

返回本节



2.编辑FC1的控制程序

FC1所实现的控制要求：发动机起动时风扇起动，当发

动机再次关闭后，风扇继续运行4s，然后停止。定时器采用

断电延时定时器，控制程序如下图所示。

返回上级



§5.8.3  编辑共享数据块

共享数据块DB3可为FB10保存发动机（汽油机和柴油机）

的实际转速，当发动机转速都达到预设速度时，还可以

保存该状态的标志数据。

返回本节



§5.8.4  编辑功能块（FB）

在该系统的程序结构内，有2个功能块：FB1和FB10。

FB1为底层功能块，所以应首先创建并编辑；FB10为上层功

能块，可以调用FB1。

编辑底层功能块FB1 

编辑上层功能块FB10

返回本节



1.编辑底层功能块FB1 

在“多重背景”项目内创建FB1，符号名“Engine”。

定义功能块FB1的变量声明表

返回上级



编写功能块FB1的控制程序

 

FB1主要实现发动机的起停控制及速度监视功能，其控

制程序如下图所示。

返回上级



2. 编辑上层功能块FB10 

在“多重背景”项目内创建FB10，符号名“Engines”。在

FB10的属性对话框内激活“Multi-instance capable”选项。

返回上级



定义功能块FB10的变量声明表

要将FB1作为FB10的一个“局部背景”调用，需要在FB10的

变量声明表中为FB1的调用声明不同名称的静态变量，数据类

型为FB1（或使用符号名“Engine”）。

返回上级



编写功能块FB10的控制程序

在变量声明表内完

成FB1类型的局部实例：

“Petrol_Engine”和

“Diesel_Engine”的声

明以后，在程序元素目

录 的 “ M u l t i p l e 

Instances”目录中就会

出现所声明的多重实

例 ， 如 图 所 示 。 接

下来可在FB10的代码

区，调用FB1的“局部

实例”。

 

①声明FB1的 2个“局部实例”

②“局部实例”出现在编程元素目录中 

③调用“局部实例”

返回上级



编写功能块FB10的控制程序

调用FB1局部实例时，不再使用独立的背景

数据块，FB1的实例数据位于FB10的实例数据块

DB10中。发动机的实际转速可直接从共享数据

块中得到，如DB3. DBW2  （符号地址为，

S_Data".PE_Actual_Speed）。

    

返回上级



§5.8.5  生成多重背景数据块DB10 

在“多重背景”项目内创建一个与FB10相关联的多重背

景数据块DB10，符号名“Engine_Data”。

返回本节



§5.8.6  在OB1中调用功能(FC)及上层功能块(FB)

 

返回本节



§5.9  思考与练习

一、思考题

1. STEP 7中有哪些逻辑块？

2. 功能FC和功能块FB有何区别？

3. 系统功能SFC和系统功能块有何区别？

4. 共享数据块和背景数据块有何区别？

5. 什么是符号地址？采用符号地址有哪些好处？

6. 组织块可否调用其他组织块？

7. B堆栈与L堆栈有何不同？

8. 在变量声明表内，所声明的静态变量和临时变量有何

区别？

返回本章



二、编程题

1. 用I0.0控制接在Q4.0～Q4.7上的8个彩灯循环移位，用

T37定时，每0.5 s移1位，首次扫描时给Q4.0～Q4.7置初

值，用I0.1控制彩灯移位的方向，试设计语句表程序。

2. 有一工业用洗衣机，控制要求如下：

①按起动按钮后给水阀就开始给水→当水满传感器动作时

就停止给水→波轮正转5s，再反转5s，然后再正转5s如此反复

转动5分钟→出水阀开始出水→出水10 s后停止出水，

同时声光报警器报警，叫工作人员来取衣服。

②按停止按钮声光报警器停止，并结束工作过程。

要求：分配I/O口，设计梯形图。

返回本节



3. 车辆出入库管理。
如图5-76所示为车辆入库管理设备布置图，编制一个用PLC控制的车辆

出入库管理梯形图控制程序，控制要求如下：
①入库车辆前进时，经过1#传感器→2#传感器后计数器加1，后退时经

过2#传感器→1#传感器后计数器减1，单经过一个传感器则计数器不动。
②出库车辆前进时经过2#传感器→1#传感器后计数器减1，后退时经过

1#传感器→2#传感器后计数器加1，单经过一个传感器则计数器不动作。

 

8 8

8421  8421 

Q4.7～Q4.0 

Q5.0   Q5.1 

 

SE1（I0.0）

SE2（I0.1） 

入库指示（Q5.2） 

出库指示（Q5.3）

显示清零（I0.2） 

库存显示 

③设计一个
由两位数码管
及相应的辅助
元件组成的显
示电路，显示
车库内车辆的
实际数量。

图5-76  车辆入库管理

返回本节



4.液体自动混合箱如图5-77所示，设计要求如下：
按下起动按钮SB1，电磁阀K1打开，液体A流入箱中，当液面到达L2处

时，K1阀关闭，同时K2阀打开，液体B流入箱中，当液面到达L1处时，Y2阀
关闭，停止供液，电炉H开始加热，当液体到达指定温度时，温度传感器T
动作，电炉停止加热,搅拌机M开始搅拌液体，5分钟后停止搅拌，K3阀打
开，将加热并混合好的液体放出，当液面底于L3时，再经过10s，K3阀关

图5-77  液体自动混合箱

闭，此时箱内液
体 已 放 空 。 此
时，电磁阀K1打
开，液体A流入箱
中，开始下一周
期循环。按下停
止按钮SB2，系统
停止操作（停在
初始状态上）。

返回本节



5.如图5-78所示为精密滚柱直径筛选系统，当被测滚柱落下
后，由气缸推秆推到限位挡板位置，然后钨钢测头开始测试滚柱直
径，并将测量值送相敏检波放大器处理，再送电压放大器放大，最
后将与直径成正比的电压值送PLC模拟量输入模块，经PLC判断后，
根据直径大小来决定具体打开哪一个翻版，然后由电磁机构将限位

 

△L 相敏检波 

电路 
电压放大 PLC 

△U Uo 

电磁铁 
驱动器 

限位挡板 

电磁翻版

钨钢测头 

电感测微器 

被测滚柱 

落料管 

气缸    活塞   推杆

电磁阀 

电 
磁 
阀 
驱 
动 
器 

控制信号 

0.4MPa 

A B 

TB TA 

容器（料斗）
图5-78  滚柱直径筛选

系统

挡板抽离，滚柱自
然落入相应的容器
中。试设计PLC控
制程序，实现对滚
柱的筛选。

返回本节



5. 有一工业用洗衣机，控制要求如下：

①按起动按钮后给水阀就开始给水→当水满传感器动作时就停止给水

→波轮正转5s，再反转5s，然后再正转5s如此反复转动5分钟→出水阀开始

出水→出水10s后停止出水，同时声光报警器报警，叫工作人员来取衣服。

②按停止按钮声光报警器停止，并结束整个工作过程。

要求：分配I/O口，设计梯形图。

6. 使用传送机，将大、小球分类后分别传送的系统。

左上为原点，按起动按钮SB1后，其动作顺序为：下降→吸球（延时1s）

上升→右行→下降→放球（延时1s）→上升→左行。

其中：LS1左限位；LS3上限位；LS4小球右限位；LS5大球右限位；LS2

大球下限位；LS0小球下限位。

机械壁下降时，吸住大球，则下限位LS2接通，然后将大球放到大球容

器中。若吸住小球，则下限位LS0接通，然后将小球放到小球容器中。

试分配I/O，设计画梯形图。

返回本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