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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与计算机间通讯规约的基础上，具体解释了)A6#型?@)与计算机间通讯的通讯命令

与响应命令格式，给出了?@)与计算机间通讯的两种通讯方法和使用这两种通讯方法时相应的程序设计。

关 键 词：?@)；上位机计算机；通讯

中图分类号：B?;’# 文献标识码：C

$ 引 言

可编程序控制器?@)在工业控制领域中有

着十分广泛的应用，它在工业控制中与计算机分

别作为下位机和上位机组成监控系统。本文在介

绍?@)与计算机两种通讯方式的基础上，给出了

运用这两种方式进行通讯时的上位机和下位机的

程序。

% !"#与计算间的通讯规约

#）硬件配置与通讯步骤 )A6#型?@)是

日本D6ED:公司推出的一种小型、模块化的

?@)，本身带有一个EF!;!接口，可以直接与上

位机计算机相连。它可以使用两种通讯方法，一

种是从上位机发出命令给?@)，另一种方法允许

从?@)发出命令给上位机。它们间的数据传输，

是以“帧”为单位进行的，具有发送权的单元发出

一帧的单位，每次发送完一帧发送权就轮换，当收

到结束符或分界符时，发送权从发送单元传给接

收单元。

!）通讯命令和响应

!命令格式 为了方便上位机与下位机的通

讯，)A6#对在上位机连接通讯中交换的命令和

响应规定了相应的格式。当上位机计算机发送一

个命令时，命令数据准备格式如图#所示。

图$ 上位机计算机命令帧格式

其中，"放在首位，表示以"开始；设备号为

上位机识别所连接的?@)的设备号。识别码为

命令代码，用来设置用户希望上位机完成的操作。

G)F为帧检验代码，一旦通信出错，通过计算G)F
可以及时发现。结束符为“"”和)E码回车，表

示命令结束。

# 响应格式 由?@)发出的对应于命令格

式的响应格式如图!所示。

图% !"#响应帧格式

其中，异常码为返回命令的执行状态有无错

误等。正文为仅在有读出数据时有返回。

& 上位机计算机具有优先权时上位机通

讯程序的设计

为了充分利用计算机数据处理的强大功能，

我们可以采用上位机计算机有优先权的方式，在

上位机编写程序来实现计算机与?@)的通讯，计

算机向?@)发动命令启动通讯，?@)自动返回响

应。本文拟采用8C来编写?@)与计算机通讯

程序。在8C语言的专业版本中提供了通讯控制

控件（)*HHI+1J5,1*+)*+,-*.）—应 用 通 讯 控 件

（6F)*HH），实现通过串行端口传递与接收数据

的功能。现以?@)与计算机通讯测试指令为例

来编写程序。

#）控件参数的初始化 初始化程序如下：

?-1K5,2FILG*-H$@*5M（）



!"#$%%&’#$%($)*+, ’使用#-!,端口通讯

!"#$%%&’".**/012+“3455，6，7，,” ’波特率为3455，采用偶校验，7位数据位，,位停止位

!"#$%%&’($)*-8.0+9):. ’打开通讯端口，准备通讯

60;":<
,）计算校验码=#" 计算=#"的>?自定义函数如下。

=:0@*/$0=#"（?A>BC/08:*2*)D2"*)/01）D2"*)/01
E/%"C.0/，F$)).2:C*D2G0*.1.)
E/%9.%8H.2D2"*)/01
"C.0+I.0（/08:*2*)） ’求输入字符串长度

F$)).2:C*+5
=$)/+&9$"C.0
F$)).2:C*+F$)).2:C*F$)D2@（!/;J（/08:*2*)，/，&）） ’按位异或

K.L*/
9.%8H@2+M.LJ（F$)).2:C*） ’转化为&4进制

GHI.0（9.%8H@2）+&9N.09.%8H@2+”5”O9.%8H@2
=#"+9.%8H@2

60;=:0@*/$0
P） 计算机与(I#通讯 在本例中，使用按钮控件，当按钮按下时，通讯触发，编程如下。

()/QB*.":<#$%%B0;&R#C/@S（）

E/%EB*B，EB*B&，EB*B,，H@2&D2"*)/01
EB*B&+“9"D?#E6” ’给出命令帧

EB*B+“!55”O“EB*B&” ’读第5号(I#的数据

H@2&+=#"（EB*B） ’调用计算校验码的子程序

!"#$%%&’-:*(:*+EB*BOH@2&O“!”O#N)J（&P） ’生成命令帧并发送

E$ ’允许计算机在(I#应答未到来前处理其

他事件

E$6Q.0*2
⋯⋯⋯ ’此处是根据具体情况，确定等待时间

EB*B,+!"#$%%&’G0(:* ’将接收的数据赋给字符串EB*B,
60;":<

至于校验，是将响应帧中校验码前面的字符

取出，调用校验码生成程序，生成校验码，与响应

帧的校验码相比较，若一致，则通讯成功。这里就

不多叙述了。

! 下位机"#$具有优先权时下位机通讯

程序的设计

在与上位机计算机的通讯中，(I#可以具有

优先权，启动通讯，发送命令给计算机，并接收来

自计算机的响应，当数据改变时，(I#可以自动

传送数据，从而减少计算机的工作量，使通讯处理

简单化。

#T!&(I#利用U",P,接口进行通讯的命

令为：数 据 传 送 指 令9FE（—）、数 据 接 收 指 令

UFE（—），它们的梯形图格式如图P所示。

图% "#$通讯指令

其中，"表示传送数据的开始字；E为存储接

收数据的首地址；#为控制数据；K表示传送数据

的字节数。

使 用 (I# 传 送 数 据，只 有 传 送 标 志 位

DU5V5W为-K时，才能进行传送，只有接收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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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为&’时，才能接收。具体程序这里

就不详细叙述了。

当然()*具有优先权传送数据的计算机程

序也要编制，其程序大体上与前面讲的上位机具

有优先权时的计算机程序接收部分相同，在接收

数据后，使用+,*-..控件的&/*-..捕获并

进行处理即可。

! 结 语

将()*与计算机通讯网络连接起来，()*作

为下位机，计算机作为上位机，形成一个优势互补

的自动控制系统，实现“集中管理，分散控制”，其

中各个()*控制子系统或远程工作站在生产现

场对各个被控对象进行控制，利用网络连接构成

一个()*综合控制系统，满足了现代工业自动化

系统向信息化、网络化、智能化的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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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采用其他的措施。该技术也可以应用于其他

检测系统，因此具有很高的使用和推广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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