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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 
本说明书对CT300系列数显控制仪可选配的3种通信接口（ＲＳ－２３２Ｃ，ＲＳ－４２２Ａ，ＲＳ－４８

５）的规格和使用进行了说明。对各个接口的相同部分进行了统一的说明。 

不同的部分以「ＲＳ－２３２Ｃ时」和「ＲＳ－４２２Ａ／４８５时」进行了分别说明。请事先阅读所需部

分。 

另外，也请确认一下购入的仪表选配的是哪种通信接口。 

 

 

ＣＴ３□□□□□□０－□□□ 
 

 

 

 

 

 

通信接口 

０：无 

Ｒ：ＲＳ－２３２Ｃ 

Ａ：ＲＳ－４２２Ａ 

Ｓ：ＲＳ－４８５ 

 

 

１．应参照的其他使用说明书 
本说明书只对通信接口进行了说明，仪表本身运行、操作方法请参照另外的使用说明书。 

 

１）CT300系列数显控制仪说明书（№ CT3-11-□） 

２）SC8接口变换器说明书（№ SC8-10-□） 

※所用计算机的使用说明书。 

 

２．注意 
进行仪表和通信的操作时，请仔细阅读本说明书上的注意部分。若不加以注意的话，可能会造成仪表损坏，

性能劣化，操作失败等问题。 

 

 

 
（１）本说明书所记的内容，有可能在不声明的情况下变更。 

（２）本公司力求说明书正确全面，但万一有错误，遗漏的话，请和附近的代理商

或我公司营业部联系。 

（３）对于操作不当所引起的事故时，鄙公司不负有责任。 

  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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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概述 
ＣＴ３００控制仪的通信接口有ＲＳ－２３２Ｃ ,ＲＳ－４２２Ａ 和ＲＳ－４８５３种可选。用于和计算机

的通信。 

计算机能收来自ＣＴ３００控制仪的测量数据，并设定各种参数，发出操作指令。ＣＴ３００的ＲＳ－２３

２Ｃ连续台数为１台。ＲＳ－４２２Ａ／４８５的连续台数最多为３１台。 

 

1.1 RS-232C通信接口 
ＲＳ－２３２Ｃ 是由ＥＩＡ（Electrinic Industries Association）制定和颁布的数据通信标准。 

在日本是ＪＩＳ Ｃ ６３６１。 

这个标准是对调制解调器与相连的数据末端装置规定了电子和机械指标。 

现在的计算机及工业仪表比如ＣＴ３００中和ＲＳ２３２Ｃ 通信接口已和原来的规格有很大的不同。如信号

线的数量，接续插座等都不同。另外，在软件方面，即数据传送顺序方面无任何规定，因此，带有ＲＳ－２

３２Ｃ 通信接口的仪表，是不可能进行无条件接续的，这就需要设计人员事先了解各个仪表的规格及传送顺

序，若接续到计算机的话，那么设计人员就要编写和仪器相适应的程序。 

 

 1.2 RS-422A/485通信接口 
ＲＳ－４２２Ａ／４８５接口可利用ＲＳ－４２２Ａ／４８５信号连接多台ＣＴ３００控制仪（最多３１台）。 

大多数计算机都不带有ＲＳ－４２２Ａ／４８５通信接口，而这种通信又是串行方式，因此用 

ＲＳ－２３２Ｃ   ＲＳ－４２２Ａ／４８５传换器，就可以很容易地和ＲＳ－２３２Ｃ接口计算机连接。 

本公司备有ＲＳ－２３２Ｃ   ＲＳ－４２２Ａ／４８５的传换器（ＳＣ８－１０），可根据需要选购。 

ＲＳ－４２２Ａ和ＲＳ－４８５通信接口的不同之处在于ＲＳ－４２２Ａ 用４根信号线，而ＲＳ－４８５只用２根。 

 

 

２ 通信协议 

ＣＴ３００有以下两种通信协议，可用键选择。 

 

① ＭＯＤＢＵＳ 协议（ＭＯＤＢＵＳ 为 SCHNEIDER公司的注册商标） 

ＭＯＤＢＵＳ 协议有ＲＴＵ和ＡＳＣＩＩ模式，用键可以切换。ＭＯＤＢＵＳ 协议具有测量数据的送

信功能以及设定，操作。 

② 专用协议 

本协议有通信传送和远程控制功能。在进行主从操作时，控制仪中需装有此协议。（比如ＤＰ，ＫＰ，Ｄ

Ｂ，ＤＺ）（详细内容请参照通信传送和远程控制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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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通信规格 
     

・ 通 信 方 式 ：半双工（Polling Selection方式） 

・ 通 信 协 议 ：ＭＯＤＢＵＳ协议 

・ 传 送 速 度 ：１９２００，９６００ ｂｐｓ 可切换 

・ 起   始  位 ：１bit 

・ 数   据  长 ：７bit（ＡＳＣＩＩ）/８bit（ＲＴＵ／ＡＳＣＩＩ）可切换 

・ 奇 偶 校 验 ：无／偶校／奇校  可切换 

・ 停   止  位 ：１bit／２bit  可切换 

・ 传   送  码 ：2进制（ＲＴＵ）/ＡＳＣＩＩ码（ＡＳＣＩＩ） （按协议而不同） 

・ 出 错 检 査 ：ＬＲＣ（ＡＳＣＩＩ）/ ＣＲＣ－１６（ＲＴＵ）（按协议而不同） 

・ 数据传送顺序 ：无 

・ 使用信号名 ：只有送受信数据（不用控制信号） 

 

 

４ 通信参数设定 
按照流程图设定5项、「协议」「通信功能」「机器编号」「传送速度」「格式」。 

 

运行画面 

 

             

 

 

Mod.0 

StUP 

模式０ 

 

 

Mod.7 

Com 

通 信 

模式７ 

 

数字传送 

dtrS 

 远程平移 

r.biR 
   

协议 

PtCL 

 

在任何画面中按       键返回 Mod.７ 

格式 

CHAr 
 

传送速度 

rAtE 

 仪表编号 

AdrS 
 

通信功能 

FUnC 

 

７回 

MODE     

MODE     

SEL/ 
ENT    

 

 

SEL/ 
ENT    

 

 

SEL/ 
ENT    

 

 

SEL/ 
ENT    

 

 

SEL/ 
ENT    

 

 

SEL/ 
ENT    

 

 

SEL/ 
ENT    

 

 

SEL/ 
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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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通信协议设定（ＰｔＣＬ） 
① 按      键,直至显示   PtCL     。 

② 按    和   键选择协议，再按        键确认。 

 

种类 协议 初始值 

rtU ＭＯＤＢＵＳ ＲＴＵ 

rtU ASCi ＭＯＤＢＵＳ ＡＳＣＩＩ 

PriV Private Protcol（专用协议） 

  ※改变了通信协议后，通信功能也会跟着改变。 

 

4.2 通信功能设定（ＦＵｎＣ） 
① 按      键,直至显示   FUnC     。 

② 按    和   键选择通信功能，按        键确认。 

 

种类 功能 协议 详细说明 初始值 

Com 上位通信 

ＭＯＤＢＵＳ 

与计算机通信时，可以设定上位通信。 

Com 
trS.2 通信传送 

设定trS.2后，数据会被送入设定为「Com」的ＣＴ３０

０中。 

也可以传送ＳＶ№和Ｒｕｎ／Ｒｅａｄｙ信息。 

 

（参见 ７ 通信传送和远程通信） 

 

 

 

在mod.7中可以设定传送数据种类。 

rEm 通信远程 

专用协议 

设定远程控制后，传送型的数据可以通过数字传送接

收通信 

（ 参见 ７ 通信传送和远程通信） 

rEm 

trS 通信传送 

设定通信传送后，该ＣＴ３００上的数据会被传送到

设为「rEm」的ＣＴ３００上。 

（ 参见 ７ 通信传送和远程通信） 

 

 

 

 

传送数据种类的设定方法与「trS.2」一样。 

 

ＰＶ 测量值传送（初始值） 

ＳＶ 设定值传送 

 

ＰＶ 测量值传送（初始值） 

ＳＶ 设定值传送 

 

SEL/ 
ENT    

 

 

SEL/ 
ENT    

 

 

SEL/ 
ENT    

 

 

SEL/ 
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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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设定仪表编号（ＡｄｒＳ） 
用计算机把许多台ＣＴ３００连接在一起的时，必须给每台仪表设定不同的编号。 

① 按      键,直至显示   AdrS     。 

② 按    和   键选择编号（1到99），按         键确认。 

 

 

 

１．编号范围是０１～９９，任何两台不可重复。（初始值为０１） 

２．ＲＳ－２３２Ｃ的时候也要仪表编号。（初始值为０１） 

 

 

4.4 传送速度设定（ｒＡｔＥ） 
ＣＴ３００仪表与计算机必须为同一传送速度。（初始值为９６００ｂｐｓ） 

① 按      键,直至显示   rAtE      。 

② 按    和   键传送速度，并按        键确认。 

 

4.5 格式设定（ＣＨＡｒ） 
① 按      键,直至显示   CHAr      。 

② 按    和   键格式，并按        键确认。 

 

种类 数据长 校验 停止位 初始值 

１ 

７ｂｉｔ 

偶校 
１ 

５ 

２ ２ 

３ 
奇校 

１ 

４ ２ 

５ 

８ｂｉｔ 

无 
１ 

６ ２ 

７ 
偶校 

１ 

８ ２ 

９ 
奇校 

１ 

１０ ２ 

※如果通信协议是ＭＯＤＢＵＳ ＲＴＵ，那么只能选择８ｂｉｔ长度。 

注意 

SEL/ 
ENT    

 

 

SEL/ 
ENT    

 

 

SEL/ 
ENT    

 

 

SEL/ 
ENT    

 

 

SEL/ 
ENT    

 

 

SEL/ 
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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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接线 

5.1 接线需知 

5.1.1 通信端子 

通信端子的接法按通信接口的不同而不同。 

 

№ ＲＳ－２３２Ｃ ＲＳ－４２２Ａ ＲＳ－４８５ 

⑪ ＳＤ ＳＤＡ ＳＡ 

⑫  ＳＤＢ ＳＢ 

⑬ ＲＤ ＲＤＡ  

⑭  ＲＤＢ  

⑮ ＳＧ ＳＧ ＳＧ 

⑯ 

 

ＤＩ１＋ 

⑰ ＤＩ２＋ 

⑱  

⑲  

⑳ ＤＩ－ＣＯＭ 

 

5.1.2 RS-422A/485通信线长度最多可达 1.2千米 

每两台仪表间通信线长度可任意，但总长度不能超过１．２千米。 

（传换器   最后一台ＣＴ３００） 

 

 

 

 

 

 

 

 

 

 

5.1.3 实施抗干扰措施 

为不受干扰的影响，请离开动力线及其它通信线５０

㎝以上。 

 

5.1.4 请务必进行压紧端子处理 

通信不良的一个原因是接线脱落。 

通信线的末端请务必进行形 O 或Ｙ形带绝缘套管的压

紧端子处理。 

（ＣＴ３００的端子螺丝和传换器的端子螺丝是Ｍ３．５

㎜） 

 

通信线总长１．２千米 

Ｏ形压紧端子 

3.7以上 7以下 

  3.7以上 ７以下 

Ｙ形压紧端子 

绝缘套管 

 

绝缘套管 （㎜） 

传换器 ＣＴ３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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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5 接续终端电阻 

用ＲＳ－４２２Ａ／４８５进行通信时，请给最后一台ＣＴ３００接上１００Ω电阻（详细参照５．４项） 

（一般的金属膜电阻即可，或者从本公司购买）。 

 

5.1.6 ＣＴ３００的接续台数 

Ｒ Ｓ － ２ ３ ２ Ｃ 时 ：１台 

ＲＳ－４２２Ａ／４８５ 时 ：最多３１台 

 

5.1.7 远程／本地  选择 

这些端子是在「远程控制」时用于无电压接触信号。通信时请不要与计算机连接。 

 

①端子 

№ ＲＳ－２３２Ｃ ＲＳ－４２２Ａ ＲＳ－４８５ 

⑪ ＳＤ ＳＤＡ ＳＡ 

⑫  ＳＤＢ ＳＢ 

⑬ ＲＤ ＲＤＡ  

⑭  ＲＤＢ  

⑮ ＳＧ ＳＧ ＳＧ 

⑯ 

 

ＤＩ１＋ 

⑰ ＤＩ２＋ 

⑱  

⑲  

⑳ ＤＩ－ＣＯＭ 

 

②ＤＩ分配 

选择脚 ＤＩ１ ＤＩ２ 

１ ＳＶ１／２ Run/Ready 

…   

５ Run/Ready REM/LOC 

６ 定时１ REM/LOC 

 

③切换至「远程控制」的方法 

・按照上面②所示，把「 ＤＩ分配」设为５或６，「 ＤＩ分配」在模式９中 

・在ＤＩ２端子处输入接触信号 

  ＤＩ２ short ＝ 远程 

  ＤＩ２ open  ＝ 本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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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通信线 
请用通信专用电缆进行接线。可在本公司购买。 

5.2.1 RS-232C专用通信线 

①计算机（９针）和ＣＴ３００、计算机（９针）和传换器间的接续 

导线 ９针插座    Ｏ型压紧端子 ＲＳ－２３２Ｃ导线 

形状 

 

 

 

 

内部接线 

 

 

 

 

 

型号 
   ＲＺ－ＣＲＳ６□□ 
 
               导线长１～１５ｍ（指定） 

 

②计算机（２５针）和ＣＴ３００、计算机（２５针）和传换器间接续  

导线 ２５针插座    Ｏ型压紧端子 ＲＳ－２３２Ｃ导线 

形状 

 

内部接线 

 

型号 
   ＲＺ－ＣＲＳ２□□ 
 
              导线长１～１５ｍ（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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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ＲＤ 

ＳＤ 
ＳＧ 

计算机侧 

２５针插座 
 

接ＣＴ３００ 

或传换器 

ＮＥＣ制ＰＣ９８系列的场合 

ＳＤ 

ＲＤ 

ＳＧ 

ＳＤ 

ＲＤ 

ＳＧ 

1 

2 

3 

4 

5 

6 

7 

8 

9 

ＲＤ 

ＳＤ 

ＳＧ 

计算机侧 

９针插座 

接ＣＴ３００ 
或传换器 

 

ＲＳ－２３２Ｃ用导线（最长１５ｍ） 

ＲＳ－２３２Ｃ用导线（最长１５ｍ） 



－9－ 

（红）ＲＤＡ 
（绿）ＲＤＢ 

（黑）ＳＤＡ 
（白）ＳＤＢ 

（蓝）ＳＧ 

（红）ＲＤＡ 
（绿）ＲＤＢ 

（黑）ＳＤＡ 
（白）ＳＤＢ 

（蓝）ＳＧ 

5.2.2 RS-422A用通信线 

①传换器与ＣＴ３００间的连接  

 

 

  

②ＣＴ３００与ＣＴ３００间的连接 

 

导线 Ｏ形压紧端子    Ｏ形压紧端子 ＲＳ－４２２Ａ导线（传换器用） 

形状 

  

 

 

 

 

 

 

 

使用２芯２芯绞合的４芯，两端带有ＳＧ（信号接地）线的电缆。因为传换器没有ＳＧ

端子，因此，传换器一侧的ＳＧ线可以切断。 

内部接线 

 

型号 
   ＲＺ－ＣＲＡ２□□ 
 
                 导线长０１～９９ｍ（指定） 

导线 Ｏ形压紧端子    Ｏ形压紧端子 ＲＳ－４２２Ａ导线（并联用） 

形  状 

  

 

 

 

 

 

 

 

使用２芯２芯绞合的４芯，两端带有ＳＧ（信号接地）线的电缆。 

内部接线 

 

型号 
   ＲＺ－ＣＲＡ１□□ 
 
                 导线长０１～９９ｍ（指定） 

接传换器 接ＣＴ３００侧 

接ＣＴ３００

侧 

 

接ＣＴ３００

侧 

 

ＲＤＢ 

ＲＤＡ 

ＳＤＡ 

ＳＤＢ 

ＳＧ 

ＲＤＢ 

ＲＤＡ 

ＳＤＡ 

ＳＤＢ 

ＳＧ 

ＲＤＢ 

ＲＤＡ 

ＳＤＡ 

ＳＤＢ 

ＳＧ 

ＲＤＢ 

ＲＤＡ 

ＳＤＡ 

ＳＤＢ 

ＳＧ 

ＲＤＡ（黑） 
ＲＤＢ（白） 
ＳＤＡ（红） 
ＳＤＢ（绿） 
ＳＧ（蓝） 

ＲＤＡ（红） 
ＲＤＢ（绿） 

ＳＤＡ（黒） 
ＳＤＢ（白） 

ＳＧ（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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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 RS-485用通信线 

①传换器和ＣＴ３００间的接续 

导线 Ｏ形压紧端子    Ｏ形压紧端子 ＲＳ－４８５导线（传换器用） 

形  状 

  

 

 

 
 
使用２芯２芯绞合的４芯，两端带有ＳＧ（信号接地）线的电缆。因为传换器没有ＳＧ

端子，因此，传换器一侧的ＳＧ线可以切断。 

内部接线 

 

型号 
  ＲＺ－ＬＥＣ□□□ 
 
                 导线长００１～２００ｍ（指定） 

 

 

②ＣＴ３００与ＣＴ３００间的连接 

导线 Ｏ形压紧端子    Ｏ形压紧端子 ＲＳ－４８５导线（并联用） 

形  状 

  

 

 

 
 
使用２芯２芯绞合的４芯，两端带有ＳＧ（信号接地）线的电缆。 

内部接线 

 

型号 
 ＲＺ－ＣＳＳ１Ｚ２（０．２ｍ）或    ＲＺ－ＬＥＣ□□□ 
 
    导线长００１～２００ｍ（指定） 

 

 

 

接传换器 接ＣＴ３００ 

ＲＤＡ 

ＲＤＢ 

ＳＧ 

ＳＡ 

ＳＢ 

ＳＧ 

接ＣＴ３００ 接ＣＴ３００ 

 ＳＡ 

 ＳＢ 

ＳＧ 

ＳＡ 

ＳＢ 

ＳＧ 

ＲＤＡ（黑） 

ＲＤＢ（白） 

ＳＧ（绿） 

（黑）ＳＡ 

（白）ＳＢ 

（绿）ＳＧ 

ＳＡ（黑） 
ＳＢ（白） 

ＳＧ（绿） 

（黑）ＳＡ 

（白）ＳＢ 

（绿）Ｓ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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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RS-232C的接线 
ＣＴ３００只使用送信（ＳＤ），受信（ＲＤ），信号接地（ＳＧ）三线，不使用其他的控制信号。由于一般的

计算机是按控制信号进行工作的，因此只接３根信号线是无法工作的，必须进行插座内的配线处理，该配线

处理要看计算机是用怎样的控制信号来工作而定，请参照计算机的使用说明书进行处理。 

 

 

 

 

 

 

 

 

 

 

 

 

 

 

        

 

 

 

 

 

 

 

 

 

 

 

 

 

 

 

 

 

 

 

 

 

 

 

 

 

 
 

ＲＳ－２３２Ｃ导线的最长１５ｍ。ＮＥＣ制ＰＣ９８系列的９针插座用 

「例１」、２５针插座用「例２」。 

 注意 

【例１】 【例２】 

【例４】 【例３】 

２５针插座 

（PC-98系列） 

ＣＴ３００ 

25 24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13 12 11 10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RS CS DR ER 

15 

13 

11 SD 

RD 

SG 

２５针插座 

ＣＴ３００ 

25 24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13 12 11 10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RS CS DR ER 

15 

13 

11 SD 

RD 

SG 

CD 

２５针插座 

ＣＴ３００ 

25 24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13 12 11 10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RS CS DR ER 

15 

13 

11 SD 

RD 

SG 

CD 

９针插座 

（PC-98系列／IBM-PC･AT） 

６ ７ ８ ９ 

１ ２ ３ ４ ５ 

ER CS DR RS 

ＣＴ３００ 

15 

13 

11 SD 

RD 

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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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G 线不可以对,机器的 FG 端子或接地端子
连接。 

 
SG线不可以对,机器的FG端子或接地端子连
接。 

5.4 RS-422A/485的接线 
使用传换器（本公司的产品型号为ＳＣ８－１０），可用ＲＳ－４２２Ａ／４８５通信接口和计算机相连接。传换器

和计算机也只使用送信・ 受信・ 信号接地３根线而不使用其他的控制信号。因此和ＲＳ－２３２Ｃ的接线也要

进行插座内的配线处理。（详细内容请参照传换器的使用说明书。） 

ＲＳ－４２２Ａ时 

ＲＳ－４８５时 

９针插座 

（必须进行配线处理） 

６ ７ ８ ９ 

１ ２ ３ ４ ５ 

SD 

RD 

SG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RDA 

SDB 

RDB 

SDA 

ＣＴ３００ 

15 

13 

11 

12 

14 

SDA 

SDB 

RDA 

RDB 

SG 

ＣＴ３００ 

15 

13 

11 

12 

14 

SDA 

SDB 

RDA 

RDB 

SG 

ＣＴ３００ 

15 

13 

11 

12 

14 

SDA 

SDB 

RDA 

RDB 

SG 

终端 
电阻 
100Ω  

传换器 

９针插座 

（必须进行配线处理） 

６ ７ ８ ９ 

１ ２ ３ ４ ５ 

SD 

RD 

SG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RDA 

RDB 

ＣＴ３００ 

15 

11 

12 

SA 

SB 

SG 

ＣＴ３００ 

15 

11 

12 

SA 

SB 

SG 

ＣＴ３００ 

15 

11 

12 

SA 

SB 

SG 

终端 
电阻 
100Ω  

传换器 

  注意 

  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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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ＭＯＤＢＵＳ协议 

通信的基本顺序和注意事项 

注意 
１．要设定参数时，请先设定键锁定 

ＣＴ３００一直处于等待通信的状态。任何时候都能响应计算机的数据要求。但是，从计算机控制ＣＴ３

００或设定参数的时候，必须事先设定键锁定（锁定４）。可以从仪表直接设定或通过计算机设定。如果

在仪表末锁定，或锁定 1，锁定 2，锁定 3 的状态下操作计算机的话，ＣＴ３００会返回错误码１２Ｈ。

（参照６．６） 
 

２．ＲＳ－２３２Ｃ时，ＣＴ３００需要地址编码 

ＲＳ－２３２Ｃ时，尽管计算机和ＣＴ３００只1对１连接，请设定仪表编号并此编号通信。 
 

３．由于不使用控制信号线，因此请考虑多次传送命令 

ＣＴ３００的串行接口是不使用控制线而直接进行通信的。因此ＣＴ３００有时会出现通信不良，需多次向

ＣＴ３００传送命令。 
 

４．在通信中请不要拆装通信线，装置及开并电源 

构成串行通信的导线或装置在中途断开，电源ＯＮ・ ＯＦＦ而导致动作停止时会出错。这时需要将构成通

信的所有装置圴复位（置零）后能重新开始工作。 
 

５．请等到通信驱动确实ＯＦＦ后再传送下一个命令 

ＲＳ－４２２Ａ/ＲＳ－４８５接口是多台仪器接续于相同的通信线上，由计算机指定仪器编号和一台进行通信

驱动。这时，要等所有的字节均达计算机，并且在最后一个字节传送之后过一段延迟时间通信驱动ＯＦＦ。

在通信驱动ＯＦＦ之前若计算机对其他仪器进行命令送信时，信号会冲突而不能进行正常的通信。在使用

高速计算机时要加以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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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信息传送模式 
有ＲＴＵ（Remote Terminal Unit）模式和ＡＳＣＩＩ模式２种，可以用键来选择设定。 

 

     〈 表１．ＲＴＵ和ＡＳＣＩＩ模式的比较〉 

项目 ＲＴＵ模式 ＡＳＣＩＩ模式 

接口 ＲＳ－２３２Ｃ、ＲＳ－４２２Ａ、ＲＳ－４８５ 

通信方式 半２重调步同期方式 

通信速度 9600，19200bps 

传送代码 二进制 ＡＳＣＩＩ码 

检错码 
垂直方向 奇偶校 

水平方向 ＣＲＣ－１６ ＬＲＣ 

字符格式 

起始位 １bit 

数据位 ８bit ７bit／８bit 

奇偶校位 无／偶校／奇校 无／偶校／奇校 

停止位 １bit／２bit 

信息开始码 无 ：（冒号） 

信息结束码 无 ＣＲ，ＬＦ 

数据的时间间隔 ２８bit时间以下 １秒以内 

 

6.1.1 传送数据 

ＲＴＵ模式是以二进制码传送的。ＡＳＣＩＩ模式是将ＲＴＵ的８位二进制数分为上下４位，再分别字符化

（０～９，Ａ～Ｆ）。 

 

例）ＲＴＵ模式  ＡＳＣＩＩ模式 

 ６７Ｈ   ３６Ｈ（『６』） 

 ８９Ｈ   ３７Ｈ（『７』） 

 ＡＢＨ   ３８Ｈ（『８』） 

   ３９Ｈ（『９』） 

   ４１Ｈ（『Ａ』） 

   ４２Ｈ（『Ｂ』） 

ＲＴＵ模式与ＡＳＣＩＩ模式比较，由于信息的长度只有一半，故具有更高的效率。 

 

 6.1.2 信息格式的构成 

ＲＴＵ模式只有信息部分构成 

ＡＳＣＩＩ模式由开始字符『：（冒号、３ＡＨ）』、信息和结束字符『ＣＲ（回车、０ＤＨ）＋ＬＦ（换行、

０ＡＨ）』组成。 

        

 ＲＴＵ模式    ＡＳＣＩＩ模式   

 信息   ： 信息 CR LF 

         

由于ＡＳＣＩＩ模式有信息开始字符『：』，因此具有容易检测错误的长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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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数据时间间隔 
ＲＴＵ模式时：２８bit时间以内（9600bps时：2.9msec,19200bps时：1.4msec） 

ＡＳＣＩＩ模式时：１秒以内 

 

传送信息时，请控制组成一个信息的数据时间间隔不要超过上述值。若比上述值长，则接受侧（本表）会认为

送信已结束而读取错误的信息。 

ＲＴＵ模式的信息字符是必须连续传送的，而ＡＳＣＩＩ模式的字符间隔最长１秒，因此处理速度较慢的计算

机也能与之通信。 

 

6.3 信息的构成 
ＭＯＤＢＵＳ信息构成如下所示，ＲＴＵ，ＡＳＣＩＩ模式是相同的。 

 

从机地址 

操作码 

数据 

错误检査 

 

6.3.1 从机地址 

仪器的地址（编号）由键设定事先在１～９９的范围内设定好。主机通常只和接续在总线上的１台仪器进行信

息传送。主机发出的信息接续的仪器全部接收到，但只有仪器编号和指令中的地址相一致的仪器才对该指令有   

应答。 

指令中地址为「０」时，即表示该指令用于所有的接续仪器，这时，辅机不进行应答。 

 

6.3.2 操作码 

操作码作为要求辅机工作的功能代码，各数据按下列分类，详细请参照参考表。 

 

①数字设定值： ＡＴ启动，其他 

②数字输入数据： 外部接点输入的状态，报警发生状态等的参数 

③模拟设定值： 各种设定信息。数值范围为１６bit以内， 

即－３２７６８～３２７６７（详细参照参考表）。 

④模拟输入数据： 测量数据信息。以１６bit数值范围输出。 

 



－16－ 

〈表２．操作码表〉 

码 功能 单位 MODBUS原功能（参考表） 

０１ 数字（ON/OFF）设定值的读出 1bit 线圈状态读出 

０２ 数字输入数据的读出 1 bit 输入继电器的状态读出 

０３ 模拟设定值的读出 16 bit 保持寄存器的内容读出 

０４ 模拟输入数据的读出 16 bit 输入寄存器的内容读出 

０５ 数字设定值的写入 1 bit 单一线圈的状态改变 

０６ 模拟设定值的写入 16 bit 向单一保持寄存器写入 

０８ 受信数据的送信（诊断用）  循环后备测试 

１５ 多个数字设定值的写入  改变多个线圈状态 

１６ 多个模拟设定值的写入  向多个保持寄存器写入 

 

6.3.3 数据部 

数据的构成按操作码而不同。从主机发出要求时，由读写的数据码编号（由下述参考算出的相对编号），数据

个数等构成，从辅机发出应答时，由对应要求的数据等构成。 

ＭＯＤＢＵＳ的基本数据均为１６bit的整数，符号的有无由各数据规定。因此是以小数点位置存于其他地方，

确定是否是整数值或固定小数点位置，以刻度的上下限值进行正规表现的。 

ＣＴ３００采用了小数点位置存在于其他地方的方法。 

 

6.3.4 参考编号 

ＣＴ３００中的数据都有「参考编号」，数据读写时必须要有该编号。ＣＴ３００中的数据按种类分为「数字

参数」、「数字输入数据」、「模拟输入数据」、「模拟参数」。信息中的编号用各自参考编号对应的「相对编号」

来指定。 

 

〈表３．参考编号和相对编号〉 

数据种类 参考编号 相对编号 MODBUS原功能（参考表） 

数字参数 1 ～ 10000 参考编号－1 线圈 

数字输入数据 10001 ～ 20000 参考编号－10001 输入继电器 

模拟输入数据 30001 ～ 40000 参考编号－30001 输入寄存器 

模拟参数 40001 ～ 50000 参考编号－40001 保持寄存器 

   例 ) 「参考编号 ３０１０１」的测量值的相对编号为 「１０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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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参考编号快速査找表〉                                                                                   

数据种类 参数 参考编号 对应功能码 参考表 

数字设定值 ＡＴ启动 101 
01(R E A D   ) 

05(WRITE   ) 

6.7.3项 

(P.30) 

数字输入 

数据 

错误状态 

外部驱动状态(接点输入) 

报警状态 

10004～10122 02(R E A D   ) 
6.7.4项 

(P.30) 

模拟输入 

数据 

模拟数据 

 (ＰＶ,ＳＶ,ＭＶ) 

扏行参数 

报警状态 

30101～30142 04(R E A D   ) 
6.7.2项 

(P.29) 

模拟设定值 

设定参数 

线性小数点 

 

40008 

03(R E A D   ) 

06(WRITE   ) 

16(WRITE   ) 

6.7.1项 

(P.27) 

 

单个通道的设定 

初始输出 

设定值上升斜率 

设定值下降斜率 

ＰＶ启动 

40114～40119 (P.27) 

№１／№２参数 

ＳＶ设定值 

报警１／２／３ 

ＰＩＤ 

输出限幅上／下限 

变化量限幅 

40201～40251 (P.27) 

仪表操作 

键锁定 

运行／停止 

ＳＶ Ｎｏ．选择 

远程ＳＶ设定 

49501～49512 (P.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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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5 检错 

传送结构的出错检査按模式而不同。 

ＲＴＵ模式：ＣＲＣ－１６ 

ＡＳＣＩＩ模式：ＬＲＣ 

 

6.3.5.1 ＣＲＣ－１６的计算 

ＣＲＣ方式将传送的情报转换为多项式，附于情报后进行送信。多项式如下所示。 

 

          1 ＋ Ｘ
２
 ＋ Ｘ

１５
 ＋ Ｘ

１６
 

 

     从辅机的地址开始到数据的最后为止，按下列计算 

        １）ＣＲＣ－１６的数据（作为Ｘ）初始化（＝ＦＦＦＦＨ） 

        ２）数据１和Ｘ的逻辑与或（ＥＸ－ＯＲ）→Ｘ 

        ３）Ｘ向右移１bit→Ｘ 

        ４）出现进位数时和 Ａ００１Ｈ进行ＥＸ－ＯＲ。不出现时按５）操作→Ｘ 

        ５）反复进行３）和４）直至右移８次为止 

        ６）下一个数据和Ｘ进行ＥＸ－ＯＲ→Ｘ 

        ７）和３）～５）相同 

        ８）重复操作直至最后一个数据 

        ９）将算出的16bit数据（Ｘ）从下位到上位顺序组成信息 

 

例）数据为 ０２Ｈ ０７Ｈ 时，ＣＲＣ－１６为１２４１Ｈ ， 

    那么出错检知的数据为 ４１Ｈ １２Ｈ  

 

     参考：ＣＲＣ－１６算出的程序 

 10  D(1) = &H2 : D(2) = &H7 : N = 2 

 20  GOSUB *CRCMAKE 

 30  END 

 40 

100  *CRCMAKE 

110  CRC = &HFFFF 

120  FOR  I = 1 TO N 

130   CRC = CRC XOR D(I) 

140   FOR  J = 1 TO 8 

150    CY = CRC AND &H1 

160    IF CRC  <  0 THEN P = &H4000 ELSE  

          P = 0 : GOTO 180 

170    CRC = CRC AND &H7FFF 

180    CRC = CRC \ 2 

190    CRC = CRC OR P 

200    IF CY = 1 THEN CRC = CRC XOR  

          &HA001 

210    NEXT  J 

220  NEXT  I 

230  IF CRC  <  0 THEN P = &H80 ELSE 

         P = 0 : GOTO 250 

240  CRC = CRC AND &H7FFF 

250  C1 = CRC AND &HFF 

260  C2 = ( CRC AND &H7F00 ) \ 256 

270  C2 = C2 OR P 

280  D (N+1) = C1 : D(N+2) = C2 

290  RETU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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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5.2 ＬＲＣ的计算方法 

从辅机地址到数据的最后为止，按下列计算。 

１）以ＲＴＵ模式作成信息。 

２）从数据的先头（辅机地址）加算到最后→Ｘ 

３）取Ｘ的补数（bit反转）→Ｘ 

４）Ｘ加１（Ｘ＝Ｘ＋１） 

５）Ｘ作为ＬＲＣ附加于信息的最后 

６）全部变为ＡＳＣＩＩ字符 

 

 

例）数据 ０２Ｈ ０７Ｈ 的ＬＲＣ为Ｆ７Ｈ ，作为二进制数为 ０２Ｈ ０７Ｈ Ｆ７Ｈ ，ＡＳＣＩ

Ｉ信息为  ３０Ｈ ３２Ｈ ３０Ｈ ３７Ｈ ４６Ｈ ３７Ｈ  

 

6.3.6 数据处理上的注意点 

①测量数据和小数点位置分别显示不同编号的信息内。因此需要数据时必须要使用两方面情报。每个数据的小

数点位置可以在参考表中查到。 

②由于数据可以变更，因此在设定相关数据时必须加以注意。例如变更量程号时，相关的数据会随之进行初始

化等。参考编号表中记载有处理的内容。 

③请读写参考编号为规定的编号范围内的数据。若对规定外参考编号的数据进行写入时，有可能会影响仪器的

动作。 

④虽然可以写入非连续的多个参考编号内，但若以规定外的参考编号作为开始编号时，即出错（出错码０２Ｈ）。 

⑤读出多个参考编号时，规定外参考编号的数据将变为「０」。 

⑥写入多个参考编号而检出出错时，全部设定圴无效。 

 

 

 6.4 信息作成 
信息的组成如下①辅机地址、②操作码、③数据部、④错误码（参照6.3项） 

一次可以读写的信息范围如下所示。 
 

操作码 
数据个数 

ASCII模式 RTU模式 

０１ １个 １个 

０２ １２１个 １２１个 

０３ １３个 ２６个 

０４ １３个 ２６个 

１５ １个 １个 

１６ １１个 ２６个 

 

以下面的例子说明信息的作成方法 

      例）读出「辅机地址０２」的ＣＴ３００的测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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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1 ＲＴＵ模式的信息 

①辅机地址：０２   （  ０２Ｈ  ） 

②操作码：０４   （  ０４Ｈ  ） 

是「模拟的输入数据的读出（读出输入寄存器的内容）」。操作码为「０４」时即指定在数据部读出「2 字节

数据的相对编号」和「2字节数据的个数」。（参照6.5项。「操作码为０４」参照6.5.4项） 

※必须确认数据的字节 

③数据部：开头的相对编号１００（  ００Ｈ ６４Ｈ  ），个数２（  ００Ｈ ０２Ｈ  ） 

测量数据（模拟的输入数据）存在参考编号「３０００１～４００００」内（参照6.3.4 表3）。按参考表

可知测量值（ＰＶ）存在「３０１０１」中，ＰＶ状态存在「３０１０２」中（参照 6.7项。读取测量值参

照 6.7.2 项）。开头的「参考编号３０１０１」的相对编号３０１０１－３０００１＝１００。２个字节表

示即为「 ００Ｈ ６４Ｈ 」（参照6.3.4项 表３）。 

读出数据的个数有测量值和ＰＶ状态，共「２个」。２个字节表示即为「 ００Ｈ ０２Ｈ 」。 

 

④出错检知：用ＣＲＣ－１６算出为 ２７３０Ｈ （ ３０Ｈ ２７Ｈ ） 

ＲＴＵ模式的出错检知用ＣＲＣ－１６算出（参照6.3.5.1项）。 

信息基本部按①～③算出为 ０２Ｈ ０４Ｈ ００Ｈ ６４Ｈ ００Ｈ ０２Ｈ ，ＣＲＣ－１６算出为２

７３０Ｈ因此出错检知数据为 ３０Ｈ ２７Ｈ 。 

 

⑤信息： ０２Ｈ ０４Ｈ ００Ｈ ６４Ｈ ００Ｈ ０２Ｈ ３０Ｈ ２７Ｈ 

按信息的构成方法作成信息（参照6.3项）。 

 

6.4.2 ＡＳＣＩＩ模式的信息 

按信息基本部计算出错检知ＬＲＣ（参照 6.4.1④项）。ＬＲＣ为９４Ｈ（参照 6.3.5.2项）。基本部的各数据

变换成ＡＳＣＩＩ码，ＬＲＣ为变换成ＡＳＣＩＩ码附加在基本部后面，再加上开始字符『：』，在后面加上『Ｃ

Ｒ』、『ＬＦ』。 

 

       ３ＡＨ ３０Ｈ ３２Ｈ ３０Ｈ ３４Ｈ ３０Ｈ ３０Ｈ ３６Ｈ ３４Ｈ  

 

         

 

         ３０Ｈ ３０Ｈ ３０Ｈ ３２Ｈ ３９Ｈ ３４Ｈ ０ＤＨ ０ＡＨ 

 

 

 

０２Ｈ ０４Ｈ ００Ｈ ６４Ｈ ［：］ 

００Ｈ ０２Ｈ ９４Ｈ 
ＬＲＣ 

ＣＲ Ｌ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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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操作码 
各个操作码的应答如下所下。（参照6.3.2〈表２．操作码表〉）导常时的应答参照6.6项 

 

6.5.1读出数字参数（读出线圈状态） 

[操作码：０１（０１Ｈ）] 

读出从指定编号开始，指定个数的数字式（ＯＮ／ＯＦＦ）设定值。ＯＮ／ＯＦＦ数据是应答信息为按编号顺

序排列的数据（字节） （1个字节有 8个信息）。各个数据的ＬＳＢ（Ｄ０侧）为编号较小的数字或数据。读

出个数不为８的倍数时，不需要的位为０。 

 

   例）读出辅机地址２的相对编号为１０１的数字参数 

参考编号 １０１ 

数据 OFF 

 ＡＴ停止 

                                                   

〈ＲＴＵ模式〉  

主机→仪表  仪表→主机（正常）  

辅机地址 02H  辅机地址 02H  

操作码 01H  操作码 01H  

开始编号(H) 00H  数据数 01H  

开始编号(L) 64H  最初8个数据 00H  

个数(H) 00H  ＣＲＣ(L) 51H  

个数(L) 01H  ＣＲＣ(H) CCH  

ＣＲＣ(L) BCH     

ＣＲＣ(H) 26H   

 

 
   

ＬＲＣ 98H  ＬＲＣ FCH  

                                    

        注）开始编号（相对编号）为「参考编号－１」。（１０进制１００（=101-1）→１６进制６４Ｈ） 

        注）数据数为数据的字节数（和上例要求的个数不同。例要求的个数为１个，则数据数为１个） 

 

6.5.2读出数字输入数据 (读出输入继电器的状态) 

[操作码：０２（０２Ｈ）] 

读出从指定编号开始，指定个数的连续编号的数字式（ＯＮ／ＯＦＦ）输入数据。ＯＮ／ＯＦＦ数据是返回的

应答信息为一个一个数据（字节，收纳8个编入信息）按编号顺序排列而成。各个数据的ＬＳＢ（Ｄ０侧）为

指定编号的较小的数字或数据。读出的个数不是８的倍数时，不用的位为０。应答的例子和「操作码０１」相

同。但开始编号（相对编号）变为「参考编号－１０００１」。 
 

（○○Ｈ） 

   108         101 

 

 

 

○ ○ ○ ○ ○ ○ ○ ○ 

参考编号 

最初８个数据 

〈ＡＳＣＩＩ模式的出错检知〉 

  出错检知 ＣＲＣ（Ｌ），ＣＲＣ（Ｈ）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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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3读出模拟值的设定值 (读出保持寄存器的内容)  

[操作码：０３（０３Ｈ）] 

读出从指定编号开始，指定个数的连续编号的模拟设定值（２个字节：１６bit）数据。应答信息的数据由按

编号顺序并列的数据（按上下８位）组成。 
 

例）读出辅机编号２的ＰＩＤ值 （读出辅机地址２的从４０２０６到４０２０８的３个参考编号的模拟参数） 

参考编号 ４０２０６ ４０２０７ ４０２０８ 

数据 
５０ 

（0032H） 

６０ 

（003CH） 

１５ 

（000FH） 

        

〈ＲＴＵ模式〉 

主机→仪表  仪表→主机（正常） 

辅机地址 02H  辅机地址 02H 

操作码 03H  操作码 03H 

开始编号(H) 00H  数据数 06H 

开始编号(L) CDH  Ｐ的数据(H) 00H 

个数(H) 00H 

 

Ｐ的数据(L) 32H 

个数(L) 03H Ｉ的数据(H) 00H 

ＣＲＣ(L) 94H Ｉ的数据(L) 3CH 

ＣＲＣ(H) 07H Ｄ的数据(H) 00H 

  Ｄ的数据(L) 0FH 

  ＣＲＣ(L) 8CH 

  ＣＲＣ(H) 49H 

     

  

ＬＲＣ 2BH  ＬＲＣ 78H 

 

注）开始编号（相对编号）为「参考编号－40001」。 (10进制205(=40206-40001)→16进制CDH) 

注）数据数为数据的字节数。（和要求的个数不同。例如要求个数为３个，数据数为６个） 

注）一次可以接受的信息（本仪表可以送信）数据数是有限制的。  （参照6.4项） 

 

6.5.4读出模拟输入数据 (读出输入寄存器的内容) 

[操作码：０４（０４Ｈ）] 

读出从指定编号开始，指定个数的连续编号的模拟设定值（２个字节：１６bit）数据。仪表的应答信息数据

由按编号顺序排列的数据（按上下 8bit）组成。应答例子和「操作码０３」相同。但开始编号（相对编号）为

「参考编号 － ３０００１」。 

 

例P=5.0%,I=60秒,D=15秒 

 

〈ＡＳＣＩＩ模式的出错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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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5写入数字参数 (改变单一线圈的状态 ) 

[操作码：０５（０５Ｈ）] 

将指定编号的数字参数变为指定的状态（ＯＮ／ＯＦＦ） 
 
 例）执行辅机编号２的ＡＴ（将辅机地址为２的参考编号１０１的数字参数变为ＯＮ） 

〈ＲＴＵ模式〉 

主机→仪表  仪表→主机（正常） 

辅机地址 02H  辅机地址 02H 

操作码 05H  操作码 05H 

设定值编号(H) 00H  设定值编号(H) 00H 

设定值编号(L) 64H  设定值编号(L) 64H 

设定状态(H) FFH  设定状态(H) FFH 

设定状态(L) 00H  设定状态(L) 00H 

ＣＲＣ(L) CDH  ＣＲＣ(L) CDH 

ＣＲＣ(H) D6H  ＣＲＣ(H) D6H 
     

  

ＬＲＣ 96H  ＬＲＣ 96H 

 

        注）正常应答时，应答信息和指令信息相同。 

        注）参数号（相对编号）为「参考编号－１」（１０进制 １００(=101-1)→１６进制 ６４Ｈ） 

        注）执行时设为「ＦＦ００Ｈ」，在ＡＴ ＯＮ／ＯＦＦ模式中，ＯＦＦ时设为「００００Ｈ」，ＯＮ时

设为「ＦＦ００Ｈ」。 

        注）辅机地址为０时，所有辅机均执行该指令。但辅机均无应答。 
       

6.5.6写入模拟的设定值 (写入单一保持寄存器) 

[操作码：０６（０６Ｈ）] 

将指定编号的模拟设定值变为指定值。 

 

例）把辅机地址２的报警不灵敏区设为５０．０％ 

   （把辅机地址２的参考编号４０２１１的设定值设为 「５００」 ） 

〈ＲＴＵ模式〉 

主机→仪表  仪表→主机（正常） 

辅机地址 02H  辅机地址 02H 

操作码 06H  操作码 06H 

设定值编号(H) 00H  设定值编号(H) 00H 

设定值编号(L) D2H  设定值编号(L) D2H 

设定数据(H) 01H  设定数据(H) 01H 

设定数据(L) F4H  设定数据(L) F4H 

ＣＲＣ(L) 29H  ＣＲＣ(L) 29H 

ＣＲＣ(H) D7H  ＣＲＣ(H) D7H 
  

  

ＬＲＣ 31H  ＬＲＣ 31H 

 

注）正常应答时，应答信息和指令信息相同。 

注）设定值编号（相对编号）为「参考值－40001」。（10进制 210(=40211-40001)→16进制 D2Ｈ） 

注）辅机地址为０时，所有辅机均执行该指令。但辅机均无应答。 

〈ＡＳＣＩＩ模式的出错检知〉 

〈ＡＳＣＩＩ模式的出错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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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7 回线检测 

[操作码：０８（０８Ｈ）] 

进行主辅机间传送。对指定的诊断码进行应答。本仪表是采用送出和接收到的数据相同内容的方法进行的。其

诊断码固定为「００００Ｈ」。 
 
例）对辅机２进行回线检测 

〈ＲＴＵ模式〉 

主机→仪表  仪表→主机（正常） 

辅机地址 02H  辅机地址 02H  

操作码 08H  操作码 08H 

诊断码(H) 固
定 

00H  诊断码(H) 固 
定 

00H 

诊断码(L) 00H  诊断码(L) 00H 

任意数据 ＊  受信后数据 ＊ 

任意数据 ＊  受信后数据 ＊ 

ＣＲＣ(L) ＊  ＣＲＣ(L) ＊ 

ＣＲＣ(H) ＊  ＣＲＣ(H) ＊ 

       

6.5.8写入多个模拟设定值（改变多个线圈状态）  

[操作码：１５（０ＦＨ）] 
按指定编号，指定个数的数字设定值变为指定值（ＯＮ或ＯＦＦ）。每８个值组成一个数据单元（字节）各个
数据的ＬＳＢ（Ｄ０侧）为指定编号的较小的数字数据。当指定个数不是 8的倍数时，多余的会被略去。 

例）在辅机地址为２的仪表执行ＡＴ启动 

参考编号 １０１ 

数据 ON 

 ＡＴ启动 

                                                   

〈ＲＴＵ模式〉  

主机→仪表  仪表→主机（正常）  

辅机地址 02H  辅机地址 02H  

操作码 0FH  操作码 0FH  

开始编号(H) 00H  开始编号(H) 00H  

开始编号(L) 64H  开始编号(L) 64H  

个数(H) 00H  个数(H) 00H  

个数(L) 01H  个数(L) 01H  

数据数 01H  ＣＲＣ(L) D5H  

最初８个数据 01H  ＣＲＣ(H) E7H  

ＣＲＣ(L) DEH     

ＣＲＣ(H) 8AH   

 

 
   

ＬＲＣ 88H  ＬＲＣ 8AH  

                                    

        注）开始编号（相对编号）为「参考编号－１」。（１０进制１００（=101-1）→１６进制 ６４Ｈ） 

        注）辅机地址为０时，所有辅机均执行该指令。但均无应答。 
   注）一次可送信（本仪表可受信）的信息数据数是有限制的。（参照6.4项） 

〈ＡＳＣＩＩ模式的出错检知〉 

  出错检知 ＣＲＣ（Ｌ），ＣＲＣ（Ｈ）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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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9写入多个模拟设定值（写入多个保持寄存器）  

[操作码：１６（１０Ｈ）] 
把指定编号，指定个数的模拟设定值设为指定值。数据分上下８位并按编号顺序传送。 

 
例）把辅机地址２的仪表的ＰＩＤ设为Ｐ＝１２．０％，Ｉ＝９０秒，Ｄ＝２５秒。 

  （设定辅机地址２的参考编号从４０２０６到４０２０８止的 3个模拟设定值） 

参考编号 ４０２０６ ４０２０７ ４０２０８ 

数据 
１２０ 

（0078H） 

９０ 

（005AH） 

２５ 

（0019H） 
        
〈ＲＴＵ模式〉 

主机→仪表  仪表→主机（正常） 

辅机地址 02H  辅机地址 02H 

操作码 10H  操作码 10H 

开始编号(H) 00H  开始编号(H) 00H 

开始编号(L) CDH  开始编号(L) CDH 

个数(H) 00H  个数(H) 00H 

个数(L) 03H  个数(L) 03H 

数据数 06H  ＣＲＣ(L) 11H 

第1个数据(H) 00H 

 

ＣＲＣ(H) C4H 

第1个数据(L) 78H  

       

 

 第2个数据(H) 00H 

第2个数据(L) 5AH 
第3个数据(H) 00H 

第3个数据(L) 19H 

ＣＲＣ(L) 36H 

ＣＲＣ(H) 56H    
     

 

ＬＲＣ 2DH  ＬＲＣ 1EH 

注）开始编号（相对值）为「参考编号－４０００１」。（１０进制205(=40206-40001)→１６进制 ＣＤＨ） 

注）辅机地址为０时，所有辅机均执行该指令。但均无应答。 

注）一次可送信（本仪表可受信）的信息数据数是有限制的。（参照6.4项） 

 

6.6 导常时的处理 
从主机发出的信息内容中有错误时，如下应答。 

 

6.6.1 无应答的场合 

在以下场合将视为信息内容不作应答。 

①检知出信息传送错误（超范围，结构，奇偶校，CRC或LRC）时。 

②信息中的辅机地址不是本仪器地址时。 

③信息的数据间隔较长时。 

ＲＴＵ模式„２８bit以上  

ＡＳＣＩＩ模式„１秒以上 

④传送参数不一致时。 

⑤受信信息超过６４字节时。 

 

注）写入操作指令中辅机地址为「０」时，信息无错误时即执行该指令，但无应答。并且若信息有以上的错误

时也无应答。因此，辅机地址为「０」时，单以本仪表有无应答是不能判断正常还是导常的。 

 

 

〈ＡＳＣＩＩ模式的出错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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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2 出错信息应答 

主机发出的信息内容没有6.6.1项的错误而检出以下的不良时，应答由表示出错内容的代码组成的出错信息。 

出错信息的格式如下所示 

辅机地址  操作码 操作码+80H 

操作码＋８０Ｈ  ０１ ８１Ｈ 

出错码  ０２ ８２Ｈ 

ＣＲＣ(L)  ０３ ８３Ｈ 

ＣＲＣ(H)  ０４ ８４Ｈ 

  ０５ ８５Ｈ 

  ０６ ８６Ｈ 

  ０８ ８８Ｈ 

  １５ ８ＦＨ 

  １６ ９０Ｈ 

      

出错码如下所示 

出错码 内容 

０１Ｈ 
操作码不良 
接收到规定外的操作码时 

０２Ｈ 
相对编号（参考编号）不良 
接收到的开始编号或设定值编号在规定外时 

０３Ｈ 
数据个数不良 
对接收到的信息进行应答，送出的数据个数超过规定的个数时（参照 6.4项） 

１１Ｈ 
设定值范围以外 
当值超出了参考表的范围时 

输出限幅的Ｌ／Ｈ颠倒时 

１２Ｈ 

不可设定 
在未锁定或锁定１／锁定２／锁定３的情况下设定时 

Ｒｅａｄｙ情況下设为ＡＴ启动时 

ＡＴ被设为２位控制时 

线性小数点写的场合 

本地设定的情況下(DI=OFF)使用远程ＳＶ写的场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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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ＣＴ３００参考表 

6.7.1模拟设定值      

(1)参数设定 

FNC码„„适用操作码，R/W„„R:READ（读出），W:WRITE（写入） 

参考 

编号 

FNC 

码 
R/W 数据名 

设定范围 

(通信范围) 
初始值 说明 

 40008 ０３  Ｒ  
小数点位置 

(SV DOT) 
０～３ ０ 

只能读出，不能写入。 

温度输入时，读固定值。线性输入

时，读小数点位置。 

 

(2)１种参数 

FNC码„„适用操作码，R/W„„R:READ（读出），W:WRITE（写入） 

参考 

编号 

FNC 

码 
R/W 数据名 

设定范围 

(通信范围) 
初始值 说明 

 40114 

０３ 

０６ 

１６ 

Ｒ 

Ｗ 

Ｗ 

输出预值 
－５．０～１０５．０ 

（－５０～１０５０） 
０．０％ Ready时的输出预值设定 

 40116 

 40117 

０３ 

０６ 

１６ 

Ｒ 

Ｗ 

Ｗ 

设定值上升斜率 

设定值下降斜率 
０～９９９９ ０ 

０＝斜率动作无 

小数点位置： 

温度输入＝由量程固定 

线性输入＝线性小数点设定 

 40119 

０３ 

０６ 

１６ 

Ｒ 

Ｗ 

Ｗ 

斜率ＰＶ启动 

ＯＮ／ＯＦＦ 

ＯＦＦ／ＯＮ 

（０／１） 

ＯＦＦ 

（０） 

选择ＰＶ斜率启动「ＯＮ」、否「Ｏ

ＦＦ」 

０＝ＯＦＦ 

１＝ＯＮ 

 

(3)№１/No.2参数 

FNC码„„适用操作码，R/W„„R:READ（读出），W:WRITE（写入） 

参考 

编号 

FNC 

码 
R/W 数据名 

设定范围 

(通信上范围) 
初始值 说明 

40201 

０３ 

０６ 

１６ 

Ｒ 

Ｗ 

Ｗ 

设定值ＳＶ１ 

-1999～9999 

(SV限幅Min～ 

SV限幅Max) 

０ 

小数点位置： 

温度输入＝由量程固定 

线性输入＝线性小数点设定 

 40202 

 40203 

 40204 

０３ 

０６ 

１６ 

Ｒ 

Ｗ 

Ｗ 

报警１ 

报警２ 

报警３ 

-1999～9999  

报警模式是绝对值／偏差／FAIL 错

误时小数点位置： 

温度输入＝由量程固定 

线性输入＝线性小数点设定 

０～９９９９ 

（０～９９９９） 
 

报警模式是绝对值偏差时 

小数点位置： 

温度输入＝由量程固定 

线性输入＝线性小数点设定 

-199.9～999.9 

（-1999～9999） 
 报警模式是输出值时 

０．０～５０．０ 

（０～５００） 
 报警模式是加热器断线时 

１～９９９９ 

 （１～９９９９） 
 报警模式是定时功能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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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NC码„„适用操作码，R/W„„R:READ（读出），W:WRITE（写入） 

参考 

编号 

FNC 

码 
R/W 数据名 

设定范围 

(通信上范围) 
初始值 说明 

40202 

40203 

40204 

    

 

4000  

-1999  

4000  

-1999  

4000  

0  

400.0 

-199.9 

4000  

0.0 

1  

初始值 

报警模式＝绝对值上限 

报警模式＝绝对值下限 

报警模式＝偏差上限 

报警模式＝偏差下限 

报警模式＝绝对值偏差上限 

报警模式＝绝对值偏差下限 

报警模式＝输出值上限 

报警模式＝输出值下限 

报警模式＝FAIL 

报警模式＝加热器断线 

报警模式＝定时功能 

40206 

０３ 

０６ 

１６ 

Ｒ 

Ｗ 

Ｗ 

比例带（Ｐ） 
０．０～９９９．９ 

（０～９９９９） 
５．０％ ０＝２位控制 

40207 

０３ 

０６ 

１６ 

Ｒ 

Ｗ 

Ｗ 

积分时间（Ｉ） ０～９９９９ ６０秒 Ｉ＝０为∞ 

40208 

０３ 

０６ 

１６ 

Ｒ 

Ｗ 

Ｗ 

微分时间（Ｄ） ０～９９９９ １５秒 Ｄ＝０为ＯＦＦ 

40209 

 

40210 

 

０３ 

０６ 

１６ 

Ｒ 

Ｗ 

Ｗ 

下限输出限幅 

 

上限输出限幅 

 

－５．０～１００．０ 

（－５０～１０００） 

０．０～１０５．０ 

（０～１０５０） 

0.0% 

 

100.0% 

 

必须设定成Ｌ＜Ｈ 

40211 

０３ 

０６ 

１６ 

Ｒ 

Ｗ 

Ｗ 

变化量限幅 
0.1～100.0 

（１～１０００） 
100.0%  

40251 

０３ 

０６ 

１６ 

Ｒ 

Ｗ 

Ｗ 

设定值ＳＶ２ 

-1999～9999 

(SV限幅Min～ 

SV限幅Max) 

０ 同设定值ＳＶ１ 

 

(4)仪表的操作 

FNC码„„适用操作码，R/W„„R:READ（读出），W:WRITE（写入） 

参考 

编号 

FNC 

码 
R/W 数据名 

设定范围 

(通信范围) 
初始值 说明 

 49501 
０３ 

０６ 

Ｒ 

Ｗ 
键锁 

未锁定/锁定1/锁定2 

锁定3/锁定4 

０／１／２／３／４ 

UNLoCK 

（０） 

０＝未锁定 

１＝锁定１ 

２＝锁定２ 

３＝锁定３ 

４＝锁定４ 

 49510 

０３ 

０６ 

１６ 

Ｒ 

Ｗ 

Ｗ 

Ｒｕｎ／ 

Ｒｅａｄｙ切换 

Ｒｕｎ／Ｒｅａｄｙ 

（０／１） 

ＲＵＮ 

（０） 

可以通过前面板／外部信号切换，实

际的动作决定于最终的操作（通信/ 

前面键/外部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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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NC码„„适用操作码，R/W„„R:READ（读出），W:WRITE（写入） 

参考 

编号 

FNC 

码 
R/W 数据名 

设定范围 

(通信上范围) 
初始值 说明 

 49511 

０３ 

０６ 

１６ 

Ｒ 

Ｗ 

Ｗ 

执行ＳＶ１／２ 

切换 

ＳＶ１／ＳＶ２ 

（１／２） 

１ 

（ＳＶ１） 

１＝ＳＶ１选择 

２＝ＳＶ２选择 

可以通过前面板／外部信号切换，实

际的动作诀定于最终的操作（通信， 

前面键。外部信号） 

 49512 

０３ 

０６ 

１６ 

Ｒ 

Ｗ 

Ｗ 

远程ＳＶ设定 

-1999～9999 

（ＳＶ限幅ＭＩＮ 

～ 

ＳＶ限幅ＭＡＸ） 

 

通信功能是ＣＯＭ时，可以远程设定

ＳＶ。 

Ｒ／Ｌ切换通过外部信号切换。 

本地状态时，不可写入。 

小数点位置： 

温度输入＝由量程固定 

线性输入＝线性小数点设定 

 

 

6.7.2模拟输入数据(READ ONLY) 

FNC码„„适用操作码，R/W„„R:READ（读出），W:WRITE（写入） 

参考 

编号 

FNC 

码 
R/W 数据名 详细  说  明 

 30101 ０４ Ｒ 测量值（ＰＶ） 

小数点位置： 

温度输入＝由量程固定 

线性输入＝线性小数点设定 

ＰＶ超上限时  ３２７６７ 

ＰＶ超下限时 －３２７６８ 

 30102 ０４ Ｒ ＰＶ状态 

０＝正常 

１＝超上限 

２＝超下限 

４＝输入回路硬件错误 

 30103 ０４ Ｒ 设定值（ＳＶ） 

现在采用的ＳＶ 

（固定ＳＶ，斜率途中ＳＶ，远程ＳＶ等） 

小数点位置： 

温度输入＝由量程固定 

线性输入＝线性小数点设定 

 30104 ０４ Ｒ ＳＶ状态 

０＝定值 

１＝远程ＳＶ 

２＝斜率动作中 

 30105 ０４ Ｒ 控制输出值（ＭＶ１） －５０～１０５０＝－５．０～１０５．０％ 

 30106 ０４ Ｒ ＭＶ１状态 

０＝自动 

２＝ＡＴ实行中输出 

３＝输出预值输出（Ｒｅａｄｙ状态下） 

 30107 ０４ Ｒ 
控制输出值（ＭＶ２） 

（冷却输出） 
－５０～１０５０＝－５．０～１０５．０％ 

 30108 ０４ Ｒ 
ＭＶ２状态 

（冷却输出） 

０＝自动 

３＝输出预值输出（Ｒｅａｄｙ状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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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NC码„„适用操作码，R/W„„R:READ（读出），W:WRITE（写入） 

参考 

编号 

FNC 

码 
R/W 数据名 详细  说  明 

 30109 

 30110 

 30111 

 30112 

０４ Ｒ 

实行ＳＶ 

实行ＥＶ１ 

实行ＥＶ２ 

实行ＥＶ３ 

实行No.侧ＳＶ设定值  (小数点位置同30103) 

ＥＶ１设定值(小数点位置同40202) 

ＥＶ２设定值(小数点位置同40203) 

ＥＶ３设定值(小数点位置同40204) 

 30114 

 30115 

 30116 

０４ Ｒ 

实行Ｐ 

实行Ｉ 

实行Ｄ 

Ｐ设定值（０～９９９９＝０．０～９９９．９％） 

Ｉ设定值 

Ｄ设定值 

 30124 ０４ Ｒ 实行№ 采用中ＳＶ NO.(1或2) 

 30142 ０４ Ｒ 报警状态 

 
 15 14 13 12 11 10 9 8 7 6 5 4 3 2 1 0  

  EV3 EV2 EV1  

报警OFF→  0  0       0  0       0  0 

报警 ON→  0  1       0  1       0  1 

待机动作中→ 

报警OFF   
 1  0       1  0       1  0 

 

6.7.3数字设定值 

FNC码„„适用操作码，R/W„„R:READ（读出），W:WRITE（写入） 

参考 

编号 

FNC 

码 
R/W 数据名 

设定范围 

(通信范围) 
初始值 说明 

101 
０１ 

０５ 

Ｒ 

Ｗ 

ＡＴ启动 

自整定 

Stop／Start 

（０／１＝［FF00h］） 

 

停止 

（０） 

由仪表本身演算出最合适的ＰＩＤ

常数。 

０＝ＡＴ停止或结束 

１＝ＡＴ启动或ＡＴ实行中 

Ｒｅａｄｙ中不可实行。 

２位控制中不可实行。 

 

6.7.4.数字输入数据(READ ONLY) 

 FNC码„„适用操作码，R/W„„R:READ（读出），W:WRITE（写入） 

参考 

编号 

FNC 

码 
R/W 数据名 详细  说  明 

10004 ０２ Ｒ ＲＪ 错误 
０＝正常 

１＝ＲＪ 错误发出中 

 10009 

 10010 
０２ Ｒ 

ＤＩ１状态 

ＤＩ２状态 

０＝外部输入ＯＦＦ 

１＝外部输入ＯＮ 

 10117 

０２ Ｒ 

报警１状态 0=报警OFF 1=报警ON 0=待机动作中，报警OFF 

 10118 报警１状态 0 0 1 

 10119 报警２状态 0=报警OFF 1=报警ON 0=待机动作中，报警OFF 

 10120 报警２状态 0 0 1 

 10121 报警３状态 0=报警OFF 1=报警ON 0=待机动作中，报警OFF 

 10122 报警３状态 0 0 1 

 

 



－31－  

6.8输入种类与ＳＶ小数点位置 
〈表５．测量量程一览表〉 

输入种类 
ＳＶ（℃） 

设定、显示范围 

SV 

DOT 

ＳＶ（ﾟＦ） 

设定、显示范围 

SV 

DOT 

热
电
偶 

Ｂ    0 ～ 1820 0   32 ～  3300 0 

Ｒ    0 ～ 1760 0   32 ～  3200 0 

Ｓ    0 ～ 1760 0   32 ～  3200 0 

Ｎ    0 ～ 1300 0   32 ～  2350 0 

Ｋ -200 ～ 1370 0 -300 ～  2450 0 

Ｅ -199.9 ～  700.0 1 -300 ～  1250 0 

Ｊ -199.9 ～  900.0 1 -300 ～  1650 0 

Ｔ -199.9 ～  400.0 1 -300 ～   700 0 

Ｕ -199.9 ～  400.0 1 -300 ～   700 0 

Ｌ -199.9 ～  900.0 1 -300 ～  1650 0 

WRe5-WRe26    0 ～ 2310 0   32 ～  4190 0 

W-WRe26    0 ～ 2310 0   32 ～  4190 0 

PtRh40-PtRh20    0 ～ 1880 0   32 ～  3400 0 

PlatinelⅡ    0 ～ 1390 0   32 ～  2500 0 

热
电
阻 

ＰＴ１００ -199.9 ～  850.0 1 -300 ～  1500 0 

ＪＰＴ１００ -199.9 ～  649.0 1 -300 ～  1200 0 

 输入种类 量程设定范围 刻度设定范围 

电压 ５Ｖ 0.000 ～   5.000  -1999 ～  9999  

 

 

6.9通过通信远程设定ＳＶ 
6.9.1 ＣＴ－ＣＴ间数字通信（CHINO公司的调节计和ＣＴ之间） 

把通信功能设定为传送功能「ｔｒＳ」和通信远程「ｒＥＭ」，就可以实现ＣＴ和ＣＴ之间的数字通信。（参照 

７ 通信传送和通信远程） 

 

6.9.2 计算机通信＋通信远程功能 

有时候，计算机与ＣＴ连接的时候（通信功能是ＣｏＭ），需要接收远程ＳＶ。这时，保持通信功能为「Ｃｏ

Ｍ」，向参考编号４９５１２（远程ＳＶ）写ＳＶ，计算机与ＣＴ间测定值，进行设定值送信，受信的同时，

也可受信远程ＳＶ。这种场合下与 6.9.1项通信远程一样，接收远程ＳＶ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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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通信传送和远程通信(专用协议) 
 

7.1 概述 
除ＣＴ调节器与计算机之间，在ＣＴ和ＣＴ之间也可以实现数字通信。这些功能被称为『通信传送』，和『远

程通信』。 

把一台ＣＴ调节器设为『通信传送』主机，其它ＣＴ设为『远程通信』辅机。可以通过通信设定辅机（最多３ 

１台）的ＳＶ值。可以通过键操作设定主机和辅机ＣＴ调节器。 

 

 

模式７中，通信功能设为「ｔｒＳ」（专用协议）或「ｔｒ

Ｓ.２」（ＭＯＤＢＵＳ）的话，ＣＴ调节器就被设定为主

机（通信传送） 

 

模式７中，通信功能设为「ｒＥＭ」（要有一台设为“ｔｒ

Ｓ”的主机），或者「ＣｏＭ」（要有一台设为“ｔｒＳ.２” 

的主机）的话，ＣＴ调节器就被设定为辅机（远程通信） 

 

〔通信功能设定和传送数据内容〕 

模式７，通信功能设定 

（主机）→（辅机） 
传送数据内容 

（ｔｒＳ）→（ｒＥＭ） 

［ＣＴ，本公司调节仪］ 

收发远程ＳＶ数据 

专用协议 

（ｔｒＳ.２）→（ＣｏＭ） 

［ＣＴ］ 

（注）辅机必须被设为键锁定４以接收

数据 

收发远程ＳＶ数据和执行ＳＶ№，Ｒｕｎ／Ｒｅａｄｙ 

ＭＯＤＢＵＳ协议 

 ※辅机受信时，辅机要设为通信远程。（参照5.1.7项） 

 

7.2 通信规格 
通信方式 ：半双工 

传送速度 ：１９２００，９６００ｂｐｓ可切换 

起始位 ：１bit 

数据长 ：７bit（ＡＳＣＩＩ模式）或８bit（ＲＴＵ模式／ＡＳＣＩＩ模式）可切换 

奇偶校验 ：偶校／奇校／无  可切换 

停止位 ：１bit／２bit可切换 

传送码 ：ＡＳＣＩＩ（ＡＳＣＩＩ模式）或二进制（ＲＴＵ模式） 

出错检查 ：校验和※１„通信功能被设为「ｔｒＳ」和「ｒＥＭ」时， 

 
ＣＲＣ－１６或ＬＲＣ（依传送模式而定）„通信功能被设为「ＣｏＭ」或「ｔｒＳ.

２」时 

使用信号 ：只收发数据，没有控制信号 

 

※１校验和（ＢＣＣ） 

校验和是计算ＳＴＸ后面到ＥＴＸ为止的字符和并把最后８位数字分为低４位和高４位。再转化为 16 进制字

符。按照从低位到高位的顺序被发送和接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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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文字 △ △ △ ３ ０ ０  ０ ETX 总和＝BCC 

ASCII码 20h 20h 20h 33h 30h 30h 2Eh 30h 03h 154h=45 

 

 

7.3 通信传送的设定 
ＣＴ用于通信传送时应按照以下步骤设定。 

１） 协议（ＰｔＣＬ）的设定。（参照7.5.1） 

２） 通信功能（Ｆｕｎｃ）的设定。（参照7.5.2） 

３）传送速度（ｒＡｔＥ）的设定。（参照7.5.3） 

４）字符（ＣＨＡｒ）的设定。（参照7.5.4） 

５）数字传送种类（ｄ．ｔｒｎＳ）的设定。（参照7.5.5） 

 

   设定为「ｔｒＳ」通信传送时，ＣＴ按以下格式传送数据 

 

 

            

 

数据输出：ＰＶ（测量值）、ＳＶ（调节设定值） 

※「ｔｒＳ.２」通信传送的场合，在前述的ＭＯＤＢＵＳ模式时，输出辅机地址「０」数据。 

 

7.4 通信远程的设定 
设定为通信远程后，ＳＶ数据以数字通信的方式接收面不是模拟方式，但功能与远程／本地（可选择）时一样。

通信远程时，远程刻度设定功能无法使用。通过连接ＣＴ调节器主机（通信传送）和ＣＴ辅机（通信远程），

可以实现数字远程控制和区域控制。 

 

①对于ＣＴ辅机（通信远程），应进行以下设定 

１）协议（ＰｔＣＬ）的设定。（参照7.5.1） 

２）通信功能（Ｆｕｎｃ）的设定。（参照7.5.2） 

３）传送速度（ｒＡｔＥ）的设定。（参照7.5.3） 

４）字符（ＣＨＡｒ）的设定。（参照7.5.4） 

５）远程平移（ｒ．ｂｉＡ）的设定。（必要时设定）（参照7.5.6） 

 

②模式７中通信功能设为「ｒＥＭ」（主机ＣＴ须设为“ｔｒＳ”）或「ＣｏＭ」（主机ＣＴ须设为“ｔｒＳ.

２”）时，ＣＴ被设为远程通信（辅机） 

③参照7.5项设定通信参数 

④Ｒ／Ｌ端子可以切换远程或本地（参照5.1.7项） 

⑤设为远程状态后，直到收到最初的远程ＳＶ数据止，都是按照本地ＳＶ实行控制。电源打开时同样。 

 

  设定为「ｒＥＭ」通信远程时,ＣＴ按以下格式接收数据。 

 

 

 

Ｓ 
 Ｔ 
  Ｘ 

△ △ △ ３ ０ ０ ０ 
Ｅ 
 Ｔ 
  Ｘ 

Ｂ 
 Ｃ 
  Ｃ 

４ 

Ｃ 
 Ｒ 

Ｌ 
 Ｆ 

△＝空格 

５ 

参考 

Ｓ 
 Ｔ 
  Ｘ 

Ｅ 
 Ｔ 
  Ｘ 

Ｂ 
 Ｃ 
  Ｃ 

Ｂ 
 Ｃ 
  Ｃ ○ ○ ○ ○ ○ ○ ○ ○  

 

 Ｃ 
  Ｒ 

 Ｌ 
  Ｆ 

Ｓ 
 Ｔ 
  Ｘ 

Ｅ 
 Ｔ 
  Ｘ 

Ｂ 
 Ｃ 
  Ｃ 

Ｂ 
 Ｃ 
  Ｃ ○ ○ ○ ○ ○ ○ ○ ○  

 

 Ｃ 
  Ｒ  Ｌ 

  Ｆ 

参考 

Ｂ 
 Ｃ 
  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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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通信传送／远程参数的设定 
模式７中可以设定通信传送／远程通信相关参数。按照第3页的流程图设定「协议」「通信功能」「传送速度」

「字符格式」「数字传送种类」和「远程平移」6个参数 

「远程平移」只有在远程通信中才能被设定。 

 

7.5.1 协议（ＰｔＣＬ）的设定 
 

① 按      键，直至出现  ＰｔＣＬ 

② 按       和       键选择字符，按      键确定。 

 

 ｒｔＵ ：ＭＯＤＢＵＳ ＲＴＵ 

ＡＳＣｉ ：ＭＯＤＢＵＳ ＡＳＣＩＩ 

Ｐｒｉｖ ：专用协议 

  ※改变了通信协议后，通信功能也会跟着改变。 

 

7.5.2 通信功能（ＦｕｎＣ）的设定 
 

①按      键，直至出现 ＦＵｎＣ 

②按       和       键选择字符，按      键确定 
 

Ｃ ｏ Ｍ      ：设定成与计算机通信（初始值ＣｏＭ） 

ｔｒＳ .２ ：设定为以ＭＯＤＢＵＳ通信传送（主机） 

ｒ Ｅ Ｍ      ：设定为远程通信（专用协议）（辅机） 

ｔ ｒ Ｓ      ：设定为以专用协议通信传送（主机） 

 

7.5.3 传送速度（ｒＡｔＥ）的设定 

作为主机（通信传送）和作为辅机的ＣＴ（远程通信）必须设定成相同的传送速度。 

 

①按      键，直至出现 ｒＡｔＥ 

②按       和       键选择速度，按      键确定 

传送速度：９６００，１９２００(19.2K)ｂｐｓ 

 

 

 

 

 

 

 

 

 

 

 

 

S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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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 
ENT 

 

 

SEL/ 
ENT 

 

 

SEL/ 
ENT 

 

 

SEL/ 
ENT 

 

 

SEL/ 
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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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4 字符设定（ＣＨＡｒ） 
 

①按      键，直至出现 ＣＨＡｒ 

②按       和       键选择字符，按      键确定 

 

种类 比等长 校验 停止位 初始值 

１ 

７ｂｉｔ 

偶校 
１ 

５ 

２ ２ 

３ 
奇校 

１ 

４ ２ 

５ 

８ｂｉｔ 

无 
１ 

６ ２ 

７ 
偶校 

１ 

８ ２ 

９ 
奇校 

１ 

１０ ２ 

※如果是ＭＯＤＢＵＳ ＲＴＵ协议，那么只能选择８位字长。 

 

7.5.5 数字传送种类（ｄ．ｔｒＳ）的设定 

   

传送种类设定 意义 

ＰＶ 传送测量值（初始值） 

ＳＶ 传送设定值 

 

①按      键，直至出现 ｄ．ｔｒＳ 

②按       和       键选择传送种类，按      键确定 

 

7.5.6 远程平移（ｒ．ｂｉＡ）的设定 

通过远程通信接收到的ＳＶ数据，可以用平移调整。 

每台远程通信的ＣＴ，都可以任意设定平移范围。（如果必要时可以设定） 

 

①按      键，直至出现 ｒ．ｂｉＡ 

②按       和       键选择传送种类，按      键确定 

可调整幅度：－１９９．９～９９９．９（初始值０．０） 

 

 
  

1) 作为主机的ＣＴ（通信传送）和作为辅机的ＣＴ（远程通信）必须设有相同的传送速度。 

2) 模拟传送种类和通信传送种类可以独立设置，互不影响。 

 

注意 

SEL/ 
ENT 

 

 

SEL/ 
ENT 

 

 

SEL/ 
ENT 

 

 

SEL/ 
ENT 

 

 

SEL/ 
ENT 

 

 

SEL/ 
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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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通信传送、通信远程的连接 

 

①【ＲＳ－２３２Ｃ的场合】 

 

 

   

 

 

 

 

 

 

 

 

②【ＲＳ－４２２Ａ的场合】 

 

 

 

 

 

 

 

 

 

 

 

③【ＲＳ－４８５的场合】 

 

 

 

 

 

 

 

 

 

 

 

 

※辅机的远程切换方法参照 5.1.7 项。 

通信传送ＣＴ 
（主机） 

15 

13 

11 

12 

14 

SDA 

SDB 

RDA 

RDB 

SG 

终端 
电阻 
100Ω  

通信远程ＣＴ 
（辅机） 

15 

13 

11 

12 

14 

SDA 

SDB 

RDA 

RDB 

SG 

通信远程ＣＴ 
（辅机） 

15 

13 

11 

12 

14 

SDA 

SDB 

RDA 

RDB 

SG 

通信远程ＣＴ 
（辅机） 

15 

13 

11 

12 

14 

SDA 

SDB 

RDA 

RDB 

SG 

通信传送ＣＴ 
（主机） 

15 

13 

11 

12 

14 

SA 

SB 

SG 

终端 
电阻 
100Ω  

通信远程ＣＴ 
（辅机） 

15 

13 

11 

12 

14 

SA 

SB 

SG 

通信远程ＣＴ 
（辅机） 

15 

13 

11 

12 

14 

SA 

SB 

SG 

通信远程ＣＴ 
（辅机） 

15 

13 

11 

12 

14 

SA 

SB 

SG 

通信传送ＣＴ 
（主机） 

15 

13 

11 

12 

14 

SD 

RD 

SG 

通信远程ＣＴ 
（辅机） 

15 

13 

11 

12 

14 

SD 

RD 

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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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通信传送、通信远程的温度控制实例 

7.7.1 多区域温度控制 

主机ＣＴ按通信传送发送ＳＶ，辅机ＣＴ按远程通信接收。 

通过使用远程平移功能，可以在多区域内设定温度斜率。 

 

 

 

 

 

 

 

 

 

 

 

 

 

 

 

 

 

 

 

 

 

 

7.7.2 均热炉的区域控制 

中间的主机ＣＴ通过通信传送发出ＰＶ，两边的辅机通过远程通信接收ＰＶ作为ＳＶ，从而实现均热性的

同性能控制。 

 

 

 

 

 

 

 

 

 

 

 

 

 

 

    

区域１ 区域４ 区域３ 区域２ 

CT(辅机) SV远程 

   

CT(辅机) SV远程 CT(主机) PV传送 CT(辅机) SV远程 

区域１ 区域２ 区域３ 

 ～ 

传感器 传感器 传感器 传感器 

操作端 ～ 操作端 ～ 操作端 ～ 

传感器 传感器 传感器 

CT(主机) SV传送 CT(辅机) SV远程 CT(辅机) SV远程 

操作端  ～ 操作端  ～ 操作端  ～ 操作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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