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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川H1U/H2U-XP系列PLC通信应用手册 前  言

前 言

首先感谢您购买使用汇川技术 H1U/H2U-XP 系列 PLC ！

汇川技术 H1U/H2U-XP 系列 PLC（文中简称 PLC）是汇川技术研发的高性价比控制产品，指令丰富，高速

信号处理能力强，运算速度快，允许的用户程序容量 H2U 可达 16K 步，且不需外扩存储设备。

该系列 PLC 标配三个独立通信口，可扩展为四个，方便现场接线；通信端口支持多种通信协议，包括

MODBUS 主站、从站协议，尤其方便了与变频器等设备的联机控制；提供了严密的用户程序保密功能，子程

序单独加密功能，方便用户特有控制工艺的知识产权保护。支持 USB 下载，支持 CANlink 组网通信。

本《汇川 H1U/H2U-XP 系列 PLC 通信应用手册》主要包括该系列 PLC 的通信功能介绍、通信应用案例介绍、

通信常见问题解答等内容，分为以下两部分：

通信功能篇   

通信案例篇   

本手册的知识产权属于汇川技术所有。我司致力于产品资料的不断完善，会根据情况不断更新升级本资料。

资料更新升级恕不另行通知，欢迎用户读者随时访问我公司网站www.inovance.cn，下载最新版本的产品资料。

我们热忱欢迎读者以多种形式咨询和交流使用方法，反馈资料中的错误和遗漏。

公司网页：www.inovance.cn

信息交流：plc@inovance.cn

资料反馈：UM@inovance.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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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H1U/H2U-XP 系列 PLC 通信端口及支

持的通信协议一览

目前 H2U/H1U 系列 PLC 以 XP 机型为主，XP 系列的 PLC 提供了更多的通信端口和协议支持，

如下图：

【注 1】 H2U 系列目前只有 H2U-3232MTQ、H2U-3232MTP 特殊机型，该机型只有标配 2 个串口，没有

USB 通信口，不支持 CANlink 协议；

【注 2】 H0U-XP 系列不支持 CANlink 协议；

【注 3】Qlink- 汇川 HMI 与 PLC 之间采用 Modbus 通信时，即会自动以高速方式通信，无需用户特别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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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各通信端口的通信协议简介

H2U-XP 系列 PLC 在出厂时就提供了 1 个 Mini-USB 设备口、3 个串行通信口，通过插入扩展卡，

还可以得到 CANlink、Ethernet 接口。

H1U-XP 系列 PLC 在出厂时就提供了 1 个 Mini-USB 设备口、2 个串行通信口， 通过插入扩展卡，

还可以得到 CANlink 接口。现将各端口的协议设置方法说明如下：

2.1 Mini-USB 端口及其内置通信协议

Mini-USB 口的主要用途是下载 PLC 用户程序、进行监控调试，因此该端口的通信协议是固定的，

用户无需选择通信协议，只要 PC 安装了相应的 USB 驱动程序，PC 在 Autoshop 中就可以随时

与 H2U-XP/H1U-XP 系列 PLC 进行用户程序下载或监控。

Mini-USB 端口内置的下载协议是汇川公司的专有协议，不支持第三方编程软件对 H2U-XP/H1U-
XP 的程序下载。

首次安装 AutoShop 编程软件后，若使用 USB 电缆进行 PLC 的编程下载，需要安装 USB 的驱动

程序，驱动程序信息文件在 AutoShop 软件所在的目录下，例如：

C:\Inovance Control\AutoShop\USB\PlcUsb.inf 

一般只需安装一次就可以了。

2.2 COM0 通信端口及其内置协议

COM0 口 PLC 对外通信的基本端口，其主要用途是下载 PLC 用户程序及监控调试、用于与 HMI
或上位机的通信联接。

在 PLC 处于停机状态下（RUN/STOP 拨动开关处于 STOP 位置，或通过后台停止 PLC），

COM0 口的通信协议为下载监控协议，此时可以下载用户程序、与 HMI 进行通信；

在 PLC 处于运行状态下（RUN/STOP 拨动开关处于 RUN 位置，或通过后台启动 PLC），COM0
口有两种通信协议可选，下载监控协议，或 Modbus-RTU 从站协议。

COM0 通信端口支持的协议与设置单元定义如下表：

COM0 协议 D8116 设定 半双工 / 全双工模式 COM0 通信格式

下载协议 /HMI 监控协议 01h 全双工 固定

MODBUS-RTU 从站 02h 半双工 由 D8110 决定

Qlink 协议 02h 半双工 由 D8110 决定

MODBUS-ASC 从站 不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1:1 并联协议主站 不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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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0 协议 D8116 设定 半双工 / 全双工模式 COM0 通信格式

1:1 并联协议从站 不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N:N 协议主站 不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N:N 协议从站 不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计算机链接协议 不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RS 指令 不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MODBUS RTU 主站指令 不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MODBUS-ASC 主站指令 不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2.3 COM1、COM2、COM3 通信端口及其内置协议

目前只有 H2U-8A91G-XP 行业专用控制器默认提供了 COM3 串行通信口，其他机型编程时，请

勿配置 COM3 端口。

这 3个彼此独立的RS485通信端口，支持的协议类型是相同的，都支持 1:1、N:N、Modbus主或从、

计算机链接协议、自由通信协议等，通过内部特殊 D 元件来选择。

这几种协议简介如下：

 ◆ 1:1 与 N:N 通信

1:1 通信用于 2 个 PLC 之间的快速数据交换，而 N:N 通信则可以用于多达 8 个 PLC 之间的数据

交互，与经典的 N:N 相比，增加了通信数据的校验；H2U-XP 系列除了可以用于与 H2U、H2U-
XP、H1U-XP 等系列多 PLC 的通信连接外，还可以与三菱 FX3U、FX2n 系列 PLC 配合通信；

注：N:N 网络协议支持最多 8 台 PLC 的 N:N 通信组网运行，PLC 之间可进行数据交换，利用此协议，可实

现多台 PLC 协同工作。另外还支持最多 16 台 PLC 的增强 N:N 通信协议。具有增强的通信校验功能。

 ◆ 扩展 N:N 通信模式

H2U-XP 系列还提供了扩展的 N:N 通信协议模式，扩展的 N:N 模式则提供了最大 16:16 的通信，

每站交互数据达到 32word，大大提高了多 PLC 网络的数据交互能力。

 ◆ Modbus 主站协议

PLC 作为控制主机，常用该协议与变频器、伺服等下位机进行通信，或读取智能仪表、传感器的

信息等。PLC 之间采用 Modbus 通信，也会带来通信的灵活性。 
H2U-XP 提供了指令通信方式、配置通信方式，尤其是“配置通信”方式，解决了因为从机掉站

而导致影响用户程序扫描的情况，而且对每个从站的通信状态都能进行都能进行实时检测，对掉

站的从机进行可控屏蔽处理，这些都是汇川产品独有的功能，提高了通信网络控制的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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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Modbus 从站协议

当有上位机需要读取 PLC 的内部数据时，常采用 Modbus 协议，PLC 作为通信从站。当 PLC 将

端口设置为 Modbus 从站后，PLC 根据上位机的通信命令，自动进行响应处理并给与应答。

当 IT5000 系列 HMI 作为 Modbus 主站，与 H2U-XP 或 H1U-XP 系列 PLC 从站进行通信时，会

自动切换为 Qlink 协议，进行高速数据通信。 
当 H2U-WL300 无线网络模块以 Modbus-RTU 主站协议，与采用 Modbus-RTU 从站协议的 H2U-
XP 模块配合运行时，可以实现远程监控与用户程序下载操作。

 ◆ 下载监控协议

 
该协议最早是三菱 PLC 的串行监控协议，可以用于 PC 下载用户程序、监控或修改 PLC 内部的

运行参数，一般 HMI 与 FX 系列 PLC 的通信协议也采用的是这个协议。

H2U、H1U 系列 PLC 也支持这个协议，也可以用于程序下载和运行监控。

该协议可以 4 线模式（RS232、RS422）通信，也可以 2 线模式（RS485）通信，根据接入的通

信电缆来对应选择，该协议的一个特点是不支持“一主多从”的通信模式，因此多用于程序下载，

或用于 HMI-PLC 通信。

与 COM0 口使用下载监控协议时要注意的是，COM0 口在 STOP 状态下，默认为下载监控协议，

就可以进行程序下载；

 ◆ 计算机链接协议

PLC 内置的计算机链接协议是一个从站协议，适合 PC 上位机或控制器对 PLC 进行通信，方便使

用 PC 对 PLC 进行通信访问的一个协议。该协议帧中包含有从站地址字段，因此可以用于 PC 对

多个 PLC 从站的通信监控，其用途和用法与 Modbus 从站协议相似。

近年来由于 Modbus 协议的流行，使用该协议的场合逐渐减少。

 ◆ 自由通信协议

PLC 内置通信协议以外的协议，都称为“自由通信协议”，要以自由协议进行通信，编程人员必

须完整理解该协议的帧结构定义。编程人员根据从站通信协议，以及要求的通信操作，在用户程

序中，事先在寄存器区中准备好待发送数据串，通过 RS 指令，将指定寄存器区域的数据，自动

向串口依次发送；然后串口进入接收状态，将串口接收到的数据存放到指定区域，当接收到指定

长度的数据后，通过系统标志，通知用户程序，以便用户程序对接收的数据，按照协议规定，去

解析得到所要要求的数据。

H2U 系列提供的 RS 指令，H2U-XP 系列提供的 RS 和 RS2 指令，就可以实现自由通信协议，相

当于用户程序直接访问通信缓冲区，借助用户程序对通信收发缓冲区的处理，实现自定义协议的

通信。实际编程时，需要作一些串行通信的配置和准备，如设定串口的收发模式、波特率、位数、

校验位、软件协议的设定、超时判断条件、收发缓冲区的数据准备、收发标志处理等，才能按预

期的要求进行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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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1U/H2U 系列 PLC 编程指令手册中，对 RS/RS2 指令有详细的说明，可参见该指令的说明。

COM1 通信端口支持的协议与设置单元定义如下表：

COM1 协议 D8126 设定 半双工 / 全双工模式 COM1 通信格式

HMI 监控协议 01h 半双工 固定

Qlink 协议 02h 半双工 由 D8120 决定

1:1 并联协议主站 50h 半双工 固定

1:1 并联协议从站 05h 半双工 固定

N:N 协议主站 40h 半双工 固定

N:N 协议从站 04h 半双工 固定

计算机链接协议 06h 半双工 由 D8120 决定

MODBUS-RTU 从站 02h 半双工 由 D8120 决定

MODBUS-ASC 从站 03h 半双工 由 D8120 决定

MODBUS RTU 主站指令 20h 半双工 由 D8120 决定

MODBUS-ASC 主站指令 30h 半双工 由 D8120 决定

MODBUS RTU 配置表 60h 半双工 由 D8120 决定

RS/RS2 指令 10h 由 D8120 的 Bit10 设定 * 由 D8120 决定

COM1 端口通信格式设置（D8120 设定）

协议名称 波特率 数据位 校验位 停止位

N:N 协议 默认为 38400 固定为 7 固定为偶校验 E 固定为 1 位

N:N 增强协议 固定为 38400 固定为 7 固定为偶校验 E 固定为 1 位

并联协议 默认为 19200 固定为 7 固定为偶校验 E 固定为 1 位

HMI 监控协议 固定为 9600 固定为 7 固定为偶校验 E 固定为 1 位

计算机链接协议 串口 0 由 D8110、串口
1 由 D8120、串口 2 由
D8260、串口 3 由 D8270 的
Bit7~Bit4 设定：

0011b-300Bits/s
0100b-600Bits/s
0101b-1200Bits/s
0110b-2400Bits/s                      
0111b-4800Bits/s
1000b-9600Bits/s
1001b-19200Bits/s
1010b-38400Bits/s
1011b-57600Bits/s
1100b-115200Bits/s

串口 0 由
D8110、串口 1
由 D8120、串口
2 由 D8260、串
口 3 由 D8270 的
Bit0 设定：

0b-7Bits
1b-8Bits
注：

MODBUS-RTU
从站协议及指令
只支持 8 位数据
位，否则将造成
通信出错

串口 0 由
D8110、串口 1
由 D8120、串口
2 由 D8260、串
口 3 由 D8270 的
Bit2~Bit1 设定：

00b- 无校验 (N)
01b- 奇校验 (O)
11b- 偶校验 (E)

串口 0 由
D8110、串口 1 由
D8120、串口 2 由
D8260、串口 3 由
D8270 的 Bit3 设
定 :
0-1Bits
1-2Bits

RS 功能

MODBUS-RTU 从站

MODBUS-ASC 从站

MODBUS RTU 主站

MODBUS-ASC 主站

MODBUS 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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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2 端口通信格式设置（D8260 设定）

协议名称 波特率 数据位 校验位 停止位

RS 指令
串口 0 由 D8110、串口 1 由
D8120、串口 2 由 D8260、串
口3由D8270的Bit7~Bit4设定：

0011b-300Bits/s
0100b-600Bits/s
0101b-1200Bits/s
0110b-2400Bits/s                      
0111b-4800Bits/s
1000b-9600Bits/s
1001b-19200Bits/s
1010b-38400Bits/s
1011b-57600Bits/s
1100b-115200Bits/s

串口 0 由
D8110、串口 1
由 D8120、串口
2 由 D8260、串
口 3 由 D8270 的
Bit0 设定：

0b-7Bits
1b-8Bits
注：

MODBUS-RTU
从站协议及指令
只支持 8 位数据
位，否则将造成
通信出错

串口 0 由 D8110、
串口 1 由 D8120、
串口 2 由 D8260、
串口 3 由 D8270 的
Bit2~Bit1 设定：

00b- 无校验 (N)
01b- 奇校验 (O)
11b- 偶校验 (E)

串口 0 由 D8110、
串口 1 由 D8120、
串口 2 由 D8260、
串口 3 由 D8270 的
Bit3 设定 :
0-1Bits
1-2Bits

MODBUS-RTU
从站

MODBUS-ASC
从站

MODBUS RTU
主站

MODBUS-ASC
主站

COM3 端口通信格式设置（D8270 设定）

协议名称 波特率 数据位 校验位 停止位

RS 指令
串口 0 由 D8110、串口 1 由
D8120、串口 2 由 D8260、串
口 3 由 D8270 的 Bit7~Bit4 设
定：

0011b-300Bits/s
0100b-600Bits/s
0101b-1200Bits/s
0110b-2400Bits/s                      
0111b-4800Bits/s
1000b-9600Bits/s
1001b-19200Bits/s
1010b-38400Bits/s
1011b-57600Bits/s
1100b-115200Bits/s

串口 0 由
D8110、串口 1
由 D8120、串口
2 由 D8260、串
口 3 由 D8270 的
Bit0 设定：

0b-7Bits
1b-8Bits
注：

MODBUS-RTU
从站协议及指令
只支持 8 位数据
位，否则将造成
通信出错

串口 0 由 D8110、
串口 1 由 D8120、
串口 2 由 D8260、
串口 3 由 D8270 的
Bit2~Bit1 设定：

00b- 无校验 (N)
01b- 奇校验 (O)
11b- 偶校验 (E)

串口 0 由 D8110、
串口 1 由 D8120、
串口 2 由 D8260、
串口 3 由 D8270 的
Bit3 设定 :
0-1Bits
1-2Bits

MODBUS-RTU
从站

MODBUS-ASC
从站

MODBUS RTU
主站

MODBUS-ASC
主站

COM1 串口设定

M8120 保留 D8120 注 1 通信格式，界面配置设定，默认为 0

M8121 发送等待中（RS 指令） D8121 注 1 站号设置，界面配置设定，默认为 1

M8122
发送标志（RS 指令）

指令执行状态
（MODBUS）

D8122 传送剩余数据数量（仅对 RS 指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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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8123
接收完成标志（RS）
通信错误标志
（MODBUS）

D8123 接收到的数据数量（仅对 RS 指令）

M8124 接收中（仅对 RS 指令） D8124 起始字符 STX（仅对 RS 指令）

M8125 保留 D8125 终止字符 ETX（仅对 RS 指令）

M8126 为 ON 时 485BD 扩展卡
有效

D8126 通信协议设定，界面配置设定，默认为 0

M8127 保留 D8127
计算机链接协议接通要求数据起始地址号；

SETEX 协议：从站（PLC）发送给主站（显示屏）缓冲区起
始地址，缓冲区大小为 18。

M8128 保留 D8128
计算机链接协议接通要求发送数据数量；

SETEX 协议：主站（显示屏）发送给从站（PLC）缓冲区起
始地址，缓冲区大小为 19。

M8129 超时判断 D8129 通信超时时间判断，界面配置设定，默认为 10（100ms）

COM2 串口设定

M8260 保留 D8260 注 1 通信格式，界面配置设定，默认为 0

M8261 发送等待中（RS2 指令） D8261 注 1 站号设置，界面配置设定，默认为 1

M8262
发送标志（RS2 指令）

指令执行状态
（MODBUS2）

D8262 传送剩余数据数量（仅对 RS2 指令）

M8263
接收完成标志（RS2）
通信错误标志
（MODBUS2）

D8263 接收到的数据数量（仅对 RS2 指令）

M8264 接收中（仅对 RS2 指令） D8264 起始字符 STX（仅对 RS2 指令）

M8265 保留 D8265 终止字符 ETX（仅对 RS2 指令）

M8266 为 ON 时 485BD 扩展卡
有效

D8266 通信协议设定，界面配置设定，默认为 0

M8267 保留 D8267
计算机链接协议接通要求数据起始地址号；

SETEX 协议：从站（PLC）发送给主站（显示屏）缓冲区起
始地址，缓冲区大小为 18。

M8268 保留 D8268
计算机链接协议接通要求发送数据数量；

SETEX 协议：主站（显示屏）发送给从站（PLC）缓冲区起
始地址，缓冲区大小为 19。

M8269 超时判断 D8269 通信超时时间判断，界面配置设定，默认为 10（100ms）

COM3 串口设定

M8270 保留 D8270 注 1 通信格式，界面配置设定，默认为 0

M8271 发送等待中（RS2 指令） D8271 注 1 站号设置，界面配置设定，默认为 1

M8272
发送标志（RS2 指令）

指令执行状态
（MODBUS2）

D8272 传送剩余数据数量（仅对 RS2 指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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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8273
接收完成标志（RS2）
通信错误标志
（MODBUS2）

D8273 接收到的数据数量（仅对 RS2 指令）

M8274 接收中（仅对 RS2 指令） D8274 起始字符 STX（仅对 RS2 指令）

M8275 保留 D8275 终止字符 ETX（仅对 RS2 指令）

M8276 为 ON 时 485BD 扩展卡
有效

D8276 通信协议设定，界面配置设定，默认为 0

M8277 保留 D8277
计算机链接协议接通要求数据起始地址号；

SETEX 协议：从站（PLC）发送给主站（显示屏）缓冲区起
始地址，缓冲区大小为 18。

M8278 保留 D8278
计算机链接协议接通要求发送数据数量；

SETEX 协议：主站（显示屏）发送给从站（PLC）缓冲区起
始地址，缓冲区大小为 19。

M8279 超时判断 D8279 通信超时时间判断，界面配置设定，默认为 10（100ms）

注 1：掉电保存。

2.4 CANlink 通信扩展卡及协议简介

通过在 H2U-XP 系列主模块的多功能扩展口上，接入 H2U-CAN-BD 扩展卡（H1U-XP 系列主模

块插入H1U-CAN-BD扩展卡），就可以得到CAN通信端口，，接入H2U系列的各种远程扩展模块、

MD380/500 系列变频器、IS620 系列伺服等从站设备。也可作为 CANlink 网络从站接入。

CANlink通信可采用配置表格法，将需要的通信变量、希望的通信频度、触发条件等，采用填表方式，

事先进行设定。

CANlink3.0 通信协议中，提供了如下通信帧：

1） 定时触发和条件触发的通信帧，用于普通从站的通信数据交互；

2） 同步触发，用于多个具有同步控制的高实时性设备控制，例如多个伺服的位置同

步控制；

3） 心跳帧，用于监视 CANlink 网络各从站的通信状态，便于对控制系统的异常状态

作及时响应处理，避免造成更大损失。

2.5 以太网通信扩展卡及协议说明

通过在 H2U-XP 系列主模块的多功能扩展口上，接入 H2U-ENET-BD 扩展卡，就可以得到以太网

通信端口，该端口内置有 Modbus/TCP 通信协议，通信速率为 10~100Mbps 自适应，等效数据

收发速率为 115Kbps，可以作为以太网网络的接入设备，被上位机访问，H2U-ENET-BD 扩展卡

对上位机提供了最大 120word 的共享数据区，可满足工厂自动化系统的监控需求。

同样，H2U-ENET-BD 通信可采用配置表格法，将需要的通信变量、希望的通信频度、触发条件等，

进行逐一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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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各种内置协议的应用指导

3.1 1:1 并联协议应用方法

3.1.1 1:1 并联通信的硬件连接方法

并联协议为 PLC 内部协议，用于两台 PLC 并联时互相交换信息。将两台 PLC 的 COM1（或

COM2）串口采用 RS485 双绞通信连接起来，在两台 PLC 的用户中选择 1:1 并联协议，并设置

一台 PLC 为并联协议主站，另一台设置为并联协议从站，PLC 运行中，不需要用户程序干预，即

可实现两台 PLC 间互相交换数据。

注意：通信的数据格式和波特率是系统内部固定的，其交互数据的收发地址也有固定的定义，编

程时只需将要发送的数据放到特定的地址区域，对方发送过来的数据也存在特定的区域。

应用的硬件连接方法是：

RS485

COM1(或COM2) COM1(或COM2)

1:1协议

（主） （从）

1） 通过指令设置 1:1 并联通信的方法

用户程序中，如下的指令编程可将 PLC 的 COM1 设置为 1:1 通信的主站：

用户程序中，如下的指令编程可将 PLCD 的 COM1 设置为 1:1 通信的从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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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其他通信协议的设置方法一样，PLC 是以第一次扫描完用户程序时的 D8126、D8120、M8162
等特殊寄存器的数值和状态，作为运行时的端口协议设置，运行过程中，修改这些寄存器或M变量，

对各端口的通信协议没有影响，除非重新启动 PLC 的程序运行。

1:1 并联通信有 2 种模式可选择，差别在于通信交互的数据量，普通模式共收发 200 个 M 变量、

20 个 D 变量；而高速模式一共只收发 4 个 D 变量，因此后者的通信刷新速度更快，用户可根据

需要交互的数据量，选择模式。相关设定与寄存器、状态信息标志如下表：

主站发送（从站接收） 从站发送（主站接收）

普通模式 M8162=0
M800~M899
D490~D499

M900~M999
D500~D509

高速模式 M8162=1 D490~D491 D500~D501

并联协议通信与控制相关的变量如下：

D8126：COM1 协议设定寄存器

D8266：COM2 协议设定寄存器

M8070：设定并联连接为主站

M8071：设定并联连接为从站

M8162：高速并联连接模式

M8072：并联连接运行中

M8073：并行连接设定异常

M8063：串行通信出错

D8070：判断出错的时间设定，默认为 500

D8063：串行通信出错代码 

用户程序中，可以判断串行通信状态寄存器，来监控通信端口、用户线路、从机的运行状态，以

便对控制系统的异常作出判断和响应处理，比如告警或停机等等，避免造成损失。

COM1/COM2 通信口都可以设置为 1:1 通信协议，但需要注意，COM1/COM2 在应用时，不论是

并联的主站或从站，只能有 1 个端口选择 1:1 通信协议。



- 15 -

3

3   各种内置协议的应用指导汇川H1U/H2U-XP系列PLC通信应用手册

通信功能篇

COM2 端口设置的方法与 COM1 相似。

2） 通过系统参数设置 1:1 并联通信的方法

通过 Autoshop 中的“系统参数”选项，可以选择 PLC 几个通信端口的协议及通信配置选项，在

用户程序下载时，同时下载“系统参数”，即可使得用户的通信端口参数设置得以生效。

注意，“系统参数”的参数选项，是以通信端口所对应的设置用特殊寄存器方式设置的，如将

COM1 的端口设置为 1:1, 通信协议主站，其实是 PLC 系统软件将 D8126 的软元件内存设置为

H50，利用 D8000 以上的 D 元件掉电保持特点，使得下载后 PLC 通信口能按照“系统参数”的

选项运行， 因此，若使用了“系统参数”的参数选项，但用户程序中，对通信相关的 D8126 寄

存器也有改写操作，将以用户程序的指令设置为准；类似的原因，若调试程序时，通过监控程序

对 D8126 进行了修改之后，将以修改后参数值为准。

COM2 通信口同样可以通过“系统参数”设置为 1:1 通信协议，注意，COM1/COM2 在应用时，

不论是并联的主站或从站，只能有 1 个端口选择 1:1 通信协议。

1

3

2

4

在下载用户程序时，注意要勾选下载“系统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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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因此建议：若是希望用户程序的可读性更好，可靠性更好，建议在梯形图指令中，对 D8126 进行

参数初始化设置。

3.2 N:N 并联协议应用方法

3.2.1 N:N 并联通信的硬件连接方法

与 1:1 的通信原理相似，但 N:N 协议可以让最多 8 台 PLC 并联组网通信；如果采用 H2U-XP 系

列特有的扩展 N:N 协议，最多允许 16 台 PLC 并联组网通信（详见 3.2.3）。

COM2 COM1

COM0

COM0 COM1

COM0

RS485，N:N并联协议

H2U H2U

主 从1

COM0 COM1

COM0

从7

D8126=40h
D8176=K0

H2U

D8126=04h
D8176=K1

D8126=04h
D8176=K7

在 N:N 通信网络中，要设置 1 个位通信主站，其他的 PLC 均为通信从站。主站负责发起通信，

监控各通信从站的状态。

COM1/COM2 通信口都设置为 N:N 通信协议。

注意，COM1/COM2 在应用时，不论是并联的主站或从站，只能有 1 个端口选择 N:N 通信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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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通过指令设置 N:N 并联通信的方法

在 PLC 的 N:N 组网通信应用中，指定其中一台 PLC 为 N:N 主站，一般选择完成核心控制功能的

PLC 作为主站，其他的 PLC 则作为 N:N 从站。

用户程序中，如下的指令编程可将 PLC 设置为 N:N 通信的主站，采用 N:N 模式 1：

其余的 PLC 就需要设置为 N:N 从站，用户程序中，如下的指令编程可将 PLC 设置为 N:N 通信的

从站，例如这里设为 #2 号从站，采用 N:N 模式 1：

N:N 并联通信共有 4 种模式可选择，差别在于通信交互的数据量，的通信刷新速度更快，用户可

根据需要交互的数据量，选择模式。相关设定与寄存器、状态信息标志如下表：

模式 设置方法 交换数据 特点

0 D8178=0 0 个 M 元件，4 个 D 元件 速度快

1 D8178=1 32 个 M 元件，4 个 D 元件 速度中等

2 D8178=2 64 个 M 元件，8 个 D 元件 速度慢

3
D8126=H41
D8126=H14

64 个 M 元件，32 个 D 元件
速度慢

N:N 并联通信的模式 0~2，其收发数据地址的定义如下表，用户在编程时，需要注意这些地址的

变量，不要用于其他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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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N 通信

模式设置
站点号

软元件号

位软元件（M） 字软元件（D）

模式 0
D8178=0
交换数据

0 个 M 元件

4 个 D 元件

第 0 号 无 D0 到 D3

第 1 号 无 D10 到 D13

第 2 号 无 D20 到 D23

第 3 号 无 D30 到 D33

第 4 号 无 D40 到 D43

第 5 号 无 D50 到 D53

第 6 号 无 D60 到 D63

第 7 号 无 D70 到 D73

模式 1
D8178=1
交换数据

32 个 M 元件

4 个 D 元件

第 0 号 M1000 到 M1031 D0 到 D3

第 1 号 M1064 到 M1095 D10 到 D13

第 2 号 M1128 到 M1159 D20 到 D23

第 3 号 M1192 到 M1223 D30 到 D33

第 4 号 M1256 到 M1287 D40 到 D43

第 5 号 M1320 到 M1351 D50 到 D53

第 6 号 M1384 到 M1415 D60 到 D63

第 7 号 M1448 到 M1479 D70 到 D73

模式 2
D8178=2
交换数据

64 个 M 元件

8 个 D 元件

第 0 号 M1000 到 M1063 D0 到 D7

第 1 号 M1064 到 M1127 D10 到 D17

第 2 号 M1128 到 M1191 D20 到 D27

第 3 号 M1192 到 M1255 D30 到 D37

第 4 号 M1256 到 M1319 D40 到 D47

第 5 号 M1320 到 M1383 D50 到 D57

第 6 号 M1384 到 M1447 D60 到 D67

第 7 号 M1448 到 M1511 D70 到 D77

设置 N:N 联接协议的相关寄存器说明：

D8126：COM1 协议设定用寄存器；

D8266：COM2 协议设定用寄存器；

D8176：N:N 站号设定寄存器 , 用于设定站点号，0 表示主站点，从站号范围 1~7； 

D8126：COM1 通信口通信协议配置，设为 40h 表示 N:N 主站；设为 04h 表示 N:N 从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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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8177：从站点的总数，范围 1~7，仅主站需要设置；

D8178：刷新范围（模式）设置，范围 0~2，仅主站需要设置；

D8179：重试次数设定，仅主站需要设置；

D8180：通信超时设置，单位为 10ms，仅主站需要设置；

M8183 ～ M8190：通信出错标志，M8183 对应第 0 号站点（主站），M8184 对应第 1 号站点，

依次类推，M8190 对应第 7 号站点；

M8191：正在执行数据传送。

 ● N：N 通信实例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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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通过系统参数设置 N:N 并联通信的方法

通过 AutoShop 中的“系统参数”选项，可以选择 PLC 几个通信端口的协议及通信配置选项，在

用户程序下载时，同时下载“系统参数”，即可使得用户的通信端口参数设置得以生效。

 注意，“系统参数”的参数选项，是以通信端口所对应的设置用特殊寄存器方式设置的，如

将 COM1 的端口设置为 N:N, 通信协议主站，其实是 PLC 系统软件将 D8126 的软元件内存设置

为 H40，利用 D8000 以上的 D 元件掉电保持特点，使得下载后 PLC 通信口能按照“系统参数”

的选项运行， 因此，若使用了“系统参数”的参数选项，但用户程序中，对通信相关的 D8126
寄存器也有改写操作，将以用户程序的指令设置为准；类似的原因，若调试程序时，通过监控程

序对 D8126 进行了修改之后，将以修改后参数值为准。

COM2 通信口同样可以通过“系统参数”设置为 N:N 通信协议，注意，COM1/COM2 在应用时，

不论是并联的主站或从站，只能有 1 个端口选择 N:N 通信协议。

COM0~COM3 的 4 个通信口都可以通过“系统参数”进行设置。

1

2

3

4

在下载用户程序时，注意要勾选下载“系统参数”：

建议：若是希望用户程序的可读性更好，可靠性更好，建议在梯形图指令中，对 D8126 进行参数

初始化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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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N:N 通信网络的监控

在多机 PLC 并联应用系统运行中，可能因控制器的电源失电，或通信线的断线，导致数据交互失

败，使得系统无法正常运行，PLC 用户程序必需监视通信状态，及时发现故障：

 ● 若主站掉线整个网络数据链通信将中断；

 ● 若某一个从站掉线，网络中将读取不到此从站的数据，主站和其他从站之间的数据链

通信不受其影响。

 ● 通信错误信息

D8063 串行通信出错代码（见通信错误码一览表）

D8070 并联联机错误时间，默认为 500ms

D8173 本站站号设定状态

D8174 通信子站设定状态

D8175 刷新范围设定状态

D8201 当前连接扫描时间

D8202 最大连接时间

D8203 主站通信错误次数

D8204 从站 1 通信错误次数

D8205 从站 2 通信错误次数

D8206 从站 3 通信错误次数

D8207 从站 4 通信错误次数

D8208 从站 5 通信错误次数

D8209 从站 6 通信错误次数

D8210 从站 7 通信错误次数

D8211 主站通信错误代码

D8212 从站 1 通信错误代码

D8213 从站 2 通信错误代码

D8214 从站 3 通信错误代码

D8215 从站 4 通信错误代码

D8216 从站 5 通信错误代码

D8217 从站 6 通信错误代码

D8218 从站 7 通信错误代码

 ● 用户程序根据错误次数判断掉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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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COM2 通信端口的 N:N 通信应用

H2U-XP 系列的 COM2 也可用 N:N 协议，使用方法与 COM1 相似，只需要将通信协议寄存器进

行相应的替换即可。N:N 所用到的相关设定和标志寄存器仍采用同一组寄存器。

例如：使用 COM2 口作为 N:N 协议主站，需设置 D8266=40h，其它寄存器无需修改。

需要注意的是：因为寄存器共用，最多只能有一路串口设定为 N:N 或者是 N:N 增强协议，否则会

导致未知错误。

COM1 COM2

协议设定 D 寄存器 D8126 D8266

站号设定 D 寄存器 D8176

N:N 通信相关寄存器

为 COM1/COM2 两个端口共用

D8063
D8070~D8175
D8201~D8218

3.2.3 扩展的 N:N 通信模式应用

N:N 的扩展模式，也称为 N:N 并联通信的模式 3，是 H2U-XP/H1U-XP 系列 PLC 特有的 N:N 协议，

相比于 N:N 协议可联网的 PLC 台数由 8 台，N:N 增强协议允许最大 16:16 的并联通信，而且每

个站点的交互数据可达（16+16）个 D 变量，以及 64 个 M 变量。其收发数据地址的定义如下表，

用户在编程时，同样需要注意这些地址的变量，不要用于其他用途。

1）  N:N 增强协议

是增加至 16 台，并且可交换的数据量也得到扩充。

通信硬件设置：波特率固定为 38400bps，通信格式 7E1。

站点号

软元件

位软元件（M） 字软元件（D）

64 个 32 个

第 0 号 M500 到 M563 D200 到 D231

第 1 号 M570 到 M633 D240 到 D271

第 2 号 M640 到 M703 D280 到 D311

第 3 号 M710 到 M773 D320 到 D351

第 4 号 M780 到 M843 D360 到 D391

第 5 号 M850 到 M913 D400 到 D431

第 6 号 M920 到 M983 D440 到 D471

第 7 号 M990 到 M1053 D480 到 D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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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点号

软元件

位软元件（M） 字软元件（D）

64 个 32 个

第 8 号 M1060 到 M1123 D520 到 D551

第 9 号 M1130 到 M1193 D560 到 D591

第 10 号 M1200 到 M1263 D600 到 D631

第 11 号 M1270 到 M1333 D640 到 D671

第 12 号 M1340 到 M1403 D680 到 D711

第 13 号 M1410 到 M1473 D720 到 D751

第 14 号 M1480 到 M1543 D760 到 D791

第 15 号 M1550 到 M1613 D800 到 D831

为了提高通信速度，扩展 N:N 的通信格式与模式 0~2 的 ASC 格式不同，通信采用 HEX 数据

格式，另外每个站点的（16+16）个 D 变量，可设定的通信刷新频度，由 D8353 控制，比如设

D8353=8，通信时每个从站的前 16 个 D 变量被通信刷新 8 次，后 16 个 D 变量才被通信刷新 1 次，

这样就提高了前 16 个 D 变量的通信刷新速度。用户编程时，将希望快速刷新的 D 元件设计放在

前半部分的 16 个 D 单元，将变换缓慢的元件，设计放在后半部分的 16 个 D 单元。

2） N:N 增强协议的软硬件配置

 ● 配置扩展 N:N    

方式一：通过指令设定相关寄存器

D8126：设为 41h 表示 N:N 增强协议主站；设为 14h 表示 N:N 增强协议从站。

D8176：站点号，范围 0~15，0 表示主站点；

D8177：从站点的总数，范围 1~15，仅主站需要设置；

D8179：重试次数设定，仅主站需要设置，默认 3；

D8180：通信超时设置，单位为 10ms，仅主站需要设置，默认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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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二：Atuoshop-->“系统参数配置”

 ● N:N 增强主站配置

   

N:N 增强从站配置，从站站号设置范围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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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通信错误信息

其它相关寄存器见于下表

D8063 串行通信出错代码（见通信错误码一览表）

D8070 并联联机错误时间，默认为 500ms

D8173 本站站号设定状态

D8174 通信子站设定状态

D8201 当前连接扫描时间

D8202 最大连接时间

D8203 主站通信错误次数

D8204 从站 1 通信错误次数

D8205 从站 2 通信错误次数

D8206 从站 3 通信错误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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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8207 从站 4 通信错误次数

D8208 从站 5 通信错误次数

D8209 从站 6 通信错误次数

D8210 从站 7 通信错误次数

D8211 从站 8 通信错误次数

D8212 从站 9 通信错误次数

D8213 从站 10 通信错误次数

D8214 从站 11 通信错误次数

D8215 从站 12 通信错误次数

D8216 从站 13 通信错误次数

D8217 从站 14 通信错误次数

D8218 从站 15 通信错误次数

4）  N:N 通信实例    

通信要求：通过N:N增强协议交换两台PLC的Y0-Y7和Y10-Y17的值。可以按照以下编写梯形图。

主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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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机：

围绕 COM1/COM2 端口的实际的应用运行中，可能会出现从机通信掉站的情况，这意味着应用设

备系统已无法正常配合工作，编程时需要检测每个站的通信情况，并根据应用工艺的要求，作出

合适的应对处理，如告警，或将系统转移到一个安全的状态后停机告警，等等。

通过判断 COM1/COM2 对应的通信控制用特殊 D 变量，即可进行 1:1 或 N:N 网络的从站状态监测。

3.3 Modbus 从站应用方法

3.3.1 支持 Modbus 从站协议的端口

H2U、H2U-XP、H1U-XP 系列 PLC 的所有串口（COM0/COM1/COM2）都支持 Modbus 从站协议，

但 COM0 只支持 Modbus-RTU 从站协议格式，如下表：

COM0 COM1 COM2

Modbu-RTU 从站 支持 支持 支持

Modbus-ASC 从站 不支持 支持 支持

作为 Modbus 的从站，只需 PLC 的用户程序将使用的通信端口设置为从站、设置本地站号就可以

了，运行时，PLC 会接收解析主站或上位机的通信指令，并自动应答，无需用户程序干预。

COM0 COM1 COM2

Modbu-RTU 从站 D8116=H02 D8126=H02 D8266=H02

Modbus-ASC 从站 —— D8126=H03 D8266=H03

数据格式 D8110 D8120 D8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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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指令法设置 Modbus 从站举例

例将＃ 2 从站的 COM1 端口配置为 MODBUS-RTU 从站，通信格式与主站相同，即 9600bps，
8N2，将本机站号设置为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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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

3.3.3 PLC 作为 Modbus 从站时的内部变量地址定义

主站或上位机利用 Modbus 协议访问 H2U、H2U-XP、H1U-XP 系列 PLC 时，可以访问 D、T、
C 等字变量，也可以访问 X/Y/M/T/C/S 等位变量。这里的“访问”是通信读、通信写等操作。上

位机必需按照 PLC 的地址定义来发送读或写指令。

1） 位元件编址

PLC 内部的位变量，只有两种状态 0 和 1。在本 PLC 中包含 M，S，T，C，X，Y 等变量，地址
定义如下表：

变量名称 起始地址 线圈数量 说明

M0~3071 0（0） 3072

M8000~M8256 0x1F40（8000） 256

S0~S999 0xE000（57344） 1000

T0~T256 0xF000（61440） 256

C0~C255 0xF400（62464） 256

X0~X255 0xF800（63488） 256

Y0~Y255 0xFC00（64512） 256

2） 寄存器元件编址

寄存器元件：指 16 位（字）或 32 位（双字）变量，在本 PLC 中，16 位变量包含 D，T，
C0~199；32 位变量为 C200~255。

变量名称 起始地址 寄存器数量 说明

D0~D8255 0（0） 8256

T0~T255 0xF000（61440） 256

C0~C199 0xF400（62464） 200

C200~C255 0xF700（63232） 56 32 位寄存器

说明：

通过 MODBUS 访问 C200~C255 段 32 位寄存器时，一个寄存器作两寄存器看待，一个 32
位寄存器占用两个 16 寄存器空间。比如用户要读或写 C205~C208 这 4 个寄存器，MOD-
BUS 地址为 0xF70A（0xF700+10），寄存器数量 8（4*2）。

32 位寄存器不支持写单个寄存器（0x06）命令码。



- 30 -

3

3   各种内置协议的应用指导 汇川H1U/H2U-XP系列PLC通信应用手册

通信功能篇

3.4 Modbus 主站协议的指令应用方法

H2U/H2U-XP/H1U-XP 系列 PLC 的 COM1/COM2/COM3 端口，都支持 Modbus 主站协议，这 3
个彼此独立的通信端口可以同时使用 Modbus 通信主站协议，且使用的通信格式，可以根据需要

任意设置，没有约束。

本节讲解的是使用梯形图指令 MODBUS、MODBUS2 等实现 MODBUS 主站通信的方法，与“指

令方式”相对应的还有“通信配置表方式”，两者的通信协议设置稍有不同。

PLC 的用户程序，在使用 Modbus 指令进行通信之前，必需将所使用的通信端口初始化为

Modbus 主站，并设置所希望的通信波特率和数据格式。

例如将主 PLC 的 COM1 通信口配置为 MODBUS 主站协议，9600bps，8N2 格式，用梯形图指令

初始化如下：

//H20 为Modbus协议主站

//通讯格式： 9600bps，8N2

通信端口
协议选择

通信格式
MODBUS-RTU 主站 MODBUS-ASC 主站

COM1 D8126=H20 D8126=H30 D8120

COM2 D8266=H20 D8266=H30 D8260

COM3 D8276=H20 D8276=H30 D8270

在 AutoShop 编程环境中，采用工程管理 \ 系统参数的设置窗口，可以填表的方式设置，COM1/
COM2/COM3 的通信协议，选择 MODBUS-RTU 主站或 MODBUS-ASC 主站，代替手工设置

D8126、D8120。下载用户程序时，同时选择下载“系统参数”即可，简单方便，设置方法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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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H2U-XP、H1U-XP 系列提供了 Modbus、Modbus2 等两条指令，主要是对通信端口适用性有差别，

指令格式和使用方法分别如下：

3.4.1  MODBUS 指令格式

MODBUS 指令只是针对 COM1 端口有效的一个通信指令，指令格式如下：

MODBUS指令只能用于COM1通信，若D8126=20h，COM1协议为MODBUS-RTU主站（指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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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 D8126=30h，COM1 协议为 MODBUS-ASC 主站（指令）； 

MODBUS 指令有 RTU 和 ASC 两种数据格式，一般根据通信从站设备的通信协议格式来确定

PLC 的通信口协议；因 RTU 数据格式的通信效率比 ASC 格式更高，实际应用得更广泛，下面仅

就 RTU 协议做说明。

MODBUS 指令可以同时存在多条并且全部被驱动，系统内部会协调指令的顺序执行，MODBUS
协议要求无论写还是读，从站均需要有应答（广播除外）。一条 MODBUS 指令可能需要执行较

长时间，一般需要多个扫描周期。在一个扫描周期内，指令被驱动，但不一定被执行。

若存在多条 MODBUS 指令，其执行顺序是这样的：从开机开始，扫描第一条被驱动的 MODBUS
指令，若扫描到，把该 MODBUS 的参数记录下来，在后台执行。执行完后，返回用户程序，从

刚执行的 MODBUS 指令位置开始扫描下一条被驱动的 MODBUS 指令并执行，周而复始。

对于有的用户程序，需要知道其中任意的某个 MODBUS 指令是否已经被执行了一次，以便作一

些特定的处理。利用特殊变量 M8122，就可知道某句 MODBUS 指令已经被执行完成，参考下图

编程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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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一次完整的 MODBUS 通信，都是以从机的应答完毕作为结束的，系统程序在该指令接收环

节执行完成时，会将 M8122 置位，因此用户可用 M8122 作为该指令的结束的判断依据。

当采用 M8000 作为触发条件时，该 MODBUS 命令行将会被循环执行；用户程序中，循环执行

的 MODBUS 指令越少，通信数据的更新就越频繁，读数刷新速度就越快，提高了实时性，通过

MODBUS 指令的触发条件，可以设定通信的频繁程度，减小一些不重要参数的读取频度，可以改

善通信效果。

实际通信应用中，难免有与从站通信失常的情况，若通信失败，系统变量 M8129 即被置位，用户

程序可判断该标准位，通信超时故障，就可作相应的保护或告警处理。

MODBUS 指令中的各个操作数的说明，可以参考第 5 节 MODBUS 配置表中各项的说明。

3.4.2 MODBUS2 指令格式

MODBUS2 指令可以针对 COM1、COM2、COM3 端口都有效的一个通信指令，在指令操作数中，

需要指定通信操作端口，指令格式如下：

MODBUS 2 指令可使用任何 COM1、COM2、COM3 口，使用方法一样。指令中的 用于指

定串口号（1~3），其中

S1 ：为从机地址（高字节）、通信指令（低字节）

S2 ：为访问从站的寄存器起始地址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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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  为预读或写的数据长度；

D ： 为读或写数据的存放单元起始地址，占用后续地址单元，长度由 n 决定。

n1 ：为使用串口号：0：COM0; 1：COM1; 2：COM2; 3：COM3;

S1 S2 n D n1

例如将 n1 设置为 K2，则本条 MODBUS2 指令用于对 COM2 通信口的通信操作

MODBUS2 指令的用法与 MODBUS 基本相同，指令中的各个操作数的说明，可以参考第 5 节

MODBUS 配置表中各项的说明。

3.5 Modbus 主站协议的配置表应用方法

Modbus 指令方式编程灵活，用户程序容易理解，但在有从站通信掉站的情况下，会影响 PLC 的

程序扫描时间，导致控制效果变差，甚至可能出现程序扫描超时告警的情况，而配置表法，则使

得这个缺点得以改善。

将用户程序中需要进行的通信内容和数据存放单元，以 Modbus 配置表的方式事先定义成表格，

并将该“Modbus 配置”在下载用户程序一并下载到 PLC 中，在 PLC 执行用户程序时，系统软

件自动进行 Modbus 主站通信操作。用户程序编程时需要的操作是：

1） 将指定的通信端口配置为 Modbus 主站、设定通信数据格式；

2） 根据需要通信交互的数据频度特性，数据的存放地址、通信触发条件等，填好配

置表；

3） 在用户程序中，刷新发送 D 单元的数据、触发用 M 标志，将接收 D 单元的数据用

于控制计算；

4） 主站 PLC 定时检查各 Modbus 从站的通信状态，判断从站通信故障对应用系统的

影响程度，作出告警或停机的处理；

3.5.1 Modbus 配置表的协议设置方法

与 Modbus 主站指令协议设定值稍有不同，Modbus 协议的设定单元 D8126 不是 H20，而是

H60，即 PLC 用户程序中，若需 COM1 通信口采用 Modbus-RTU 配置表方式，则要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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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8126=H60  (Modbus-RTU 主站协议，配置表方式 )

D8120=H89  ( 也可根据需要设定为其他通信格式、波特率 )

这样用户程序在执行时，就只去执行配置表在通信设置项了。

允许 COM1、COM2、COM3 端口可同时使用 MODBUS 配置表方式进行通信，这三个端口共用

一个配置表。

3.5.2  Modbus 配置表的设置方法

在“工程管理”窗口双击“MODBUS 配置”打开“MODBUS 配置”窗口。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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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图为 Modbus 配置窗口，在这个窗口中，可通过点击“新增”按钮，增加通信配置项；以上

各栏的信息都是可以编辑设定的，从中可以看出，其中栏目所填的信息均为 Modbus 梯形图指令

中所需的操作数，根据所希望的通信操作、收发数据的 D 变量定义进行填写。填写完毕按“确认”

按钮保持到用户程序的项目中，在下载用户程序时，要同时选择下载“Modbus 配置”，如下图：

1

2

3

填写 Modbus 配置表的提醒和建议：

 ● 从站站号 (H)、从站寄存器地址 (H)：是按十六进制表示。

例如，对于 18 号从站地址，在表格中填写的‘从站站号’是“12”；

例如，要访问变频器功能码 F0-24，在表格中填写的‘从站寄存器地址’是“F018”。

 ● 通信方式分为“循环”、“触发”两种类型，建议将所需的通信交互的数据按需要的

频繁程度分类：

• 循环通信：

需要反复、尽快读写从站内变化比较快的数据，例如读取变频器的运行频率、运行状态、输入端

口状态；在过程控制应用系统中，实时通信改写变频器的运行频率、输出端口的状态，等等，可

选择“循环”通信方式。PLC 在执行用户程序时，会反复扫描执行通信配置表中的所有“循环”

配置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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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触发通信：

需要定时读或写从站的刷新速度较慢的数据，例如读取变频器的输出电流、输出功率、当前故障

告警信息，等等，可选择“触发”通信方式，在用户程序中，每置位触发标志 1 次，即会引起通

信配置表中对应的通信项的 1 次通信操作；用户程序中定时置位该，即可实现所需频度的通信读

写操作；

 ● 通信方式设定的建议：

根据所需要交互参数刷新的特性要求进行合理选择，可使得通信表现大为改善，不要为了编程简

单，将所有通信项都设置为“循环”项，这样可能因循环项太多，而使得数据交互及时性降低，

影响系统的控制效果，。将一些不重要的数据访问，安排为“触发”项，根据轻重缓急来触发通信，

可大为改善通信及时性效果。

基于 RS485 常见的 Modbus 通信速率为 9600bps，根据经验，“循环”通信项限制在 10 个以内，

另外每秒钟内的触发项的 10 个左右，通信的及时性表现良好。

 ● 关于设定触发变量 M 的建议：

当选择了‘通信方式’选择了“触发”方式后，AutoShop 会要求输入‘触发条件’，触发条件可

以M位元件，当触发条件的位元件置“ON”时，通信操作被触发，当PLC在将该条触发通信成功后，

系统程序会自动清除该触发标志，所以该 M 标志也可以作为通信成功的判断标志。

因此，在设置通信配置表时，不要用一个 M 变量作为多条通信配置的触发标志，以免因系统对 M
标志的清除操作，导致其他项的通信执行。

1） MODBUS 通信操作的类型

在配置表的‘功能’一栏中，可以为每个配置项分别选择一种操作类型，分别为读寄存器、写寄

存器、读线圈、写线圈，其中“寄存器”表示为字变量（16bit 变量，或称 Word 型变量），而“线

圈”表示为位变量（1bit 变量，只有 0 或 1 状态）。对这两种不同类型的通信操作命令是不同的，

填写时根据要访问的变量类型选择。

点击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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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从机寄存器地址的填写

要访问从机的内部变量，必需了解从机寄存器地址的定义规则，现就PLC、变频器、伺服作为从站时，

常见的从站地址计算及注意事项作简要说明。

PLC 从站寄存器地址定义

当多台 PLC 采用 Modbus 协议联机时，作为从站的 PLC 寄存器地址，其定义可参见《H2U 系列

PLC 内置 Modbus 从站协议》，

 ● PLC 字型变量寄存器的地址：

指 16 位（字）或 32 位（双字）变量，在本 PLC 中，16 位变量包含 D，T，C0~199；32 位变量

为 C200~255。这些变量类型的首地址如下表，各寄存器的具体地址，是根据（首地址 + 变量序号）

来得到。

变量名称 起始地址 寄存器数量 说明

D0~D8255 0（0） 8256

T0~T255 0xF000（61440） 256

C0~C199 0xF400（62464） 200

C200~C255 0xF700（63232） 56 32 位寄存器

特别说明：通过 MODBUS 访问 C200~C255 段 32 位寄存器时，一个寄存器作两寄存器看待，

一个 32 位寄存器占用两个 16 寄存器空间。比如用户要读或写 C205~C208 这 4 个寄存器，

MODBUS 地址为 0xF70A（0xF700+10），寄存器数量 8（4*2）。

 ● PLC 位变量的（寄存器）地址：

PLC 中的位变量，也称“线圈”，如 M/S/T/C/X/Y 等变量，只有两种状态 0 和 1。这些变量类型

的首地址如下表，其寄存器的具体地址，是根据（首地址 + 变量序号）来得到。

变量名称 起始地址 线圈数量 说明

M0~3071 0（0） 3072

M8000~M8256 0x1F40（8000） 256

S0~S999 0xE000（57344） 1000

T0~T256 0xF000（61440） 256

C0~C255 0xF400（62464） 256

X0~X255 0xF800（63488） 256

Y0~Y255 0xFC00（64512） 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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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频器从站寄存器地址定义与注意事项

• 关于变频器从站寄存器地址，可参见《MD380 系列变频器用户手册》附录，其中将

变频器的功能码地址定义，以及运行状态参数、运行启停控制、频率指令、告警信息

等单元地址和设定值作了定义。

• 变频器的功能码，也是按“寄存器”方式进行访问的，其地址是与功能码组号、序号

相对应的。例如功能码 FX-yy，其中“X”可按 16 进制理解，“yy”为 10 进制，计

算“寄存器地址”时，需要“yy”转换成 16 进制数“YY”，对应的功能码地址用 16
进制数 FXYY；

• 对于 U 组的功能码，将其 16 进制地址的最高位用 7XYY，见下表：

功能码组 读取地址（Hex） 永久改写地址（Hex） 临时改写地址（Hex）

F0-00~FE-29 F000~FE1D F000~FE1D 0000~0E1D

A0-00~AC-27 A000~AC1B A000~AC1B 4000~4C1B

U0-00~U0-65 7000~7041 /（不可改写） /（不可改写）

• 变频器、伺服的功能码参数，一般都是存放在内部的 FLASH 硬件中，具有掉电保持

的特点，FLASH 硬件允许无限次读操作，但对“写操作”次数是有次数限制的，一

般是 10 万次寿命，超过这个次数后，就可能出现损坏。因此，对变频器、伺服的功

能码参数的改写，不要采用“循环”通信的方式来改写，有必要修改时才“触发”通

信修改一次即可。

• PLC 与汇川 MD380 系列变频器通信的应用中，对于确实需要经常修改的变频器功能

码，变频器提供了只修改 RAM 记忆区功能码的地址定义，这样 PLC 将只是临时改写

RAM 中的功能码参数，对当前的变频器运行有效，但不会引起对 FLASH 的改写操作。

伺服从站寄存器地址定义与注意事项

• 伺服的各种设定参数与运行状态参数，是以功能码的形式进行组织的，从站寄存器地址，

即为 16进制数表示的功能码序号。例如功能码Hxx-yy，其中“xx”为功能码组号，“yy” 
为功能码组内序号，都为 10进制数表示，计算“寄存器地址”时，需要分别将“xx”“yy”
转换成 16 进制数“XX”“YY”，功能码对应的寄存器地址用 16 进制数 XXYY 表示。

• 对伺服的功能码参数的改写，不要采用“循环”通信的方式来改写，有必要修改时才“触

发”通信修改一次即可。

• 汇川 IS620 系列伺服驱动器通信的应用中，有 1 个功能码选择通信改写功能码的方式，

当 H0C-13=0 时，只是临时改写功能码，对当前运行有效，但不会写入 FLASH；当

H0C-13=1 时，则是永久改写，每收到 1 次通信写操作命令，就会将改写 FLASH 数

据 1 次。在编写 PLC 用户程序时，要根据通信需要，合理处理，避免损坏 FLASH，

导致不可恢复的故障。

• 若将第三方产品的通信的寄存器地址定义，需要查询该产品的通信协议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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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数据长度

这里的数据长度，表示本通信配置项所希望读取或改写的寄存器个数，“1”表示访问 1 个 word
型数据（16bit 宽度），也即“数据长度”的单位为“字”；当通信读或写从机的 bit 变量时，则

长度的单位为 bit 位数。

 ● 变频器、伺服驱动器的功能码每次只能读或写 1 个功能码，不支持多个功能码的连续

读或连续写，因此对变频器的通信配置项，数据长度只能为 1；

 ● 伺服驱动器有的功能码为 32bit 宽度，对于这类功能码，其数据长度需要设为 2；

当要读取 1 个 32bit 的变量时，则其“数据长度”应该填写“2”。因解析双字数据时，低位在前，

高位在后，因此其“从机寄存器地址”应填写保存低位数据的单元地址；

4） 主站缓冲区地址

 ● 当本通信配置项为“读寄存器”时，这里填待发送数据的 D 寄存器地址；若数据长度

大于 1，这里填待发送数据的 D 寄存器块的首地址；

 ● 当本通信配置项为“写寄存器”时，这里填存放接收数据的 D 寄存器地址；若数据长

度大于 1，这里填存放接收数据的 D 寄存器块的首地址；

 ● 当通信读从机的 bit 变量时，这里填存放接收数据的 D 寄存器地址，（注意不是位变

量单元地址！），读取的结果将存放在该 D 寄存器的 bit0 位；若是连续读从机 n 个

连续 bit 位，读取的结果将存放在该 D 寄存器从 bit0 位开始的 n 个位。

 ● 当通信改写从机的 bit 变量时，这里填存放待发送数据的 D 寄存器地址，（注意不是

位变量单元地址！），目标状态数据将存放在该 D 寄存器的 bit0 位；若是连续改写从

机 n 个连续 bit 位，目标状态将以该 D 寄存器从 bit0 位开始的 n 个位的状态为准。

5） 重发次数

当通信操作失败时，PLC 将进行通信重发，重发次数在这里可以设定，一般建议填 1~2 次比较好，

重发次数太多，异常情况下，影响通信刷新周期。

6） COM 端口号

PLC 允许 COM1、COM2、COM3 端口可同时使用 MODBUS 配置表方式进行通信，三个端口共

用一个配置表，这里填写本配置帧对应操作的通信端口号，COM1、COM2、COM3 对应填“1”、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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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RS/RS2 自由通信协议的应用方法

3.6.1 RS 指令的使用

1） 经典 RS 通信指令及其适用端口说明

RS 指令是一个通信收发指令，将指定寄存器区域的数据，自动向串口依次发送，将串口接收到的

数据存放到指定区域，相当于用户程序直接访问通信缓冲区，借助用户程序对通信收发缓冲区的

处理，实现自定义协议的通信。

用户程序可以写多条 RS 指令，但同一时间只有一条 RS 指令被驱动。

 ● RS 指令适用的端口为 com1；

 ● RS2 指令用于任何 com 口；

 ● 硬件配置与软件设置：可以设置 D8126=10h 来启动。

RS 指令格式为：

 ● RS(TXDADDR，TXDLEN，RXDADDR，RXDLEN)；

 ● TXDADDR：要发送数据地址，必须是 D 元件；

 ● TXDLEN：发送数据长度，可以是变量和常数；

 ● RXDADDR：接收数据地址：必须是 D 元件；

 ● RXDLEN：接收数据长度，可以是变量和常数。

3.6.2 通信端口的设置

通信协议的设置（D8126 设定）

COM1 协议 D8126 设定 半双工 / 全双工模式 COM1 通信格式

RS 功能 10h 由 D8120 的 bit10 设定 由 D8120 决定

协议格式设置（D8120 设定）

3.6.3 使用 RS 指令注意事项

实际编程时，需要作一些串行通信的配置和准备，如设定串口的收发模式、波特率、位数、校验位、

软件协议的设定、超时判断条件、收发缓冲区的数据准备、收发标志处理等，才能按预期的要求

进行通信。仍以上述语句为例，一个比较完整的 RS 通信设置程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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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COM1为9600,8E1通讯格式，半双工

设COM1为RS通讯协议

设通讯超时判断时间为100ms

……

将待发送数据写入D200~D203 发送数据的准备

置通讯发送请求

请求接收

发送操作

处理接收缓冲区D500~D503数据 接收数据的处理

复位标志，进入接收等待状态

1） 发送请求命令：M8122

若程序把 M8122 置为 ON，并且 RS 指令被驱动，即从 TXDADDR 指定的 D 元件地址起，发送

TXDLEN 个数据到 COM1（若指定有起始符或中止符，会一起发出）。发送完成后系统自动复位

M8122。

2） 接收标志：M8123

接收数据完成后，M8123 自动置为 on，复位将进入下一次接收状态。

接收超时：若接收数据不足，且时间大于设定时间（D8129×10ms），接收超时，M8129 置为

ON。

注意：若一个数据都没有收到，M8129 是不会置位的。用户需要根据收到的数据量（D8123）来

判断通信是否正常。

3.6.4 扩展 RS 指令通信指令说明

扩展 RS 指令相当于 Modbus，但指令格式与 Modbus 不同

1） 指令格式：RS(ADDR&CMD，REGADDR，REGLEN，DATABUF)

 ● ADDR&CMD：从机地址和 MODBUS 功能码，高 8 位表示从机地址，即目标设备地

址。低 8 位表示 MODBUS 功能码，由标准 MODBUS 协议定义，目前支持功能码有

0x01，0x02，0x03，0x04，0x05，0x06，0x0f，0x10。具体含义请参照标准 MOD-
BUS 协议或目标设备 MODBUS 协议。 

 ● REGADDR：所要读或写的从机线圈（1 位）或寄存器（16 位）地址，取值参考从机

MODBUS 协议。可为元件或常数。

 ● REGLEN：所要读写的从机线圈或寄存器个数，可为元件或常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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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DATABUF：只能为 D 元件。本机用于存放数据的起始寄存器，即数据缓冲区。缓冲

区长度与 REGLEN 相关，至少取 1。若 MODBUS 命令为读，指令成功执行完后，把

从机数据读到缓冲区中，若 MODBUS 命令为写，把缓冲区发送给从机。用户在设计

程序时需要计算缓冲区长度，预留足够的寄存器作缓冲区。

3.7 CANlink3.0 通信应用方法

3.7.1 CANLink3.0 应用简介

H1U/H2U 系列 PLC 具有 CAN 通信功能，硬件上需要配置 CAN 通信卡。在 PLC 主模块上，可支

持远程模块访问指令 FROM/TO，同时支持 CAN-LINK 网络功能。

CAN-LINK 是汇川控制技术公司开发的基于 CAN 总线的网络协议，该协议是一个开放的协议，支

持该协议的设备均可接入 CAN-LINK 网络。

H1U/H2U PLC 主模块在用户编程中，采用 FROM/TO 指令或者网络配置方式，可访问各种 H2U
系列远程扩展模块，IS 系列伺服驱动器，MD 系列变频器等智能设备。

若是 H1U 产品，要特别注意，必须人为预置 D8199 为“7”，即将接入的扩展卡类型配置字设置

为“CAN 扩展卡”，否则 CAN 可能无法正常通信。

1） 网络拓扑

图  CAN-LINK 网络拓朴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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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2 主从架构

1）  H1U/H2U CAN 扩展卡接口定义

+24V
CANH

CANL
CGND

1
2

4
5

3

 CANLink 接口引脚定义

管脚号 信号 描述

1 ＋ 24V 外接直流 24V 供电电源正

2 CANH CAN 总线正

3 屏蔽地线，接通信电缆屏蔽层

4 CANL CAN 总线负

5 CGND 外接直流 24V 供电电源负

组成 CANlink 网络时，所有设备的以上五根线均要一一对应连在一起。并且必要时在＋ 24V 和

CGND 间需要外接 24V 直流电源。总线的两端均要加 120 欧姆的 CAN 总线匹配电阻 ( 亦称终端

电阻 )，H1U/H2U 远程扩展卡和 CAN 接口卡均内置了匹配电阻，可通过拨码开关接入或断开。

2） 信号连接

CANlink 接线图如下图所示，设备组网时请按照此正确接线方式进行接线：

120Ω

* CANlink卡内
置跳线可使能

*

CANL CANH

CANH

四芯双绞屏蔽线

CGND
接地线不要和大
功率设备共地

此处屏蔽层不要剥太长

CANL CANHCGND

伺服驱动器

CANL

120Ω

* CANlink卡内
置跳线可使能

*

+24V

带CAN卡的PLC

请根据PLC类型选择相应的CANLink接口卡

从站

CANL CANHCGND +24V

带CAN卡的PLC 或
远程扩展模块

24V电源
+-

主站

CANL CANHCGND

带CAN卡的变频器

从站 从站

【注1】 【注2】

【注1】
请根据变频器类型选择相应的CANLink接口卡【注2】

正确的 CANlink 网络接线

注：CAN 通信电缆采用屏蔽电缆，推荐型号：RVVP 2×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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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请注意，如下不正确的连接方法，容易导致通信接口损坏，或工作异常！

 ● 在各设备 CAN 卡采用 24V 自行供电的情况下，CAN 卡上的 CGND 接线错误：

MD380
变频器

CANlink3.0网络

CANH

CANL

CANH    CANL   CGND

MD380CAN1卡

24V CANH            CANL CGND

H2U/H1U-CAN-BD卡

0V

CANH

CANL

24V
CANH

CANL
H2U/H1U-CAN-BD

               扩展卡

必须与其他设备的CGND端接在一起

勿接到

勿悬空

PLC主站     

+24V

注意：组网中所有设备CGND必须连接在一起！
PLC从站

+24V0V

CGND

接线错误 --CAN 卡上 CGND 接线错误

 ● 屏蔽层接地 -- 接线错误：

120Ω

* CANlink卡内
置跳线可使能

*

CANL CANH

CANH

四芯双绞屏蔽线

CGND
接地线不要和大
功率设备共地

此处屏蔽层不要剥太长

CANL CANHCGND

伺服驱动器

CANL

120Ω

* CANlink卡内
置跳线可使能

*

+24V

带CAN卡的PLC

请根据PLC类型选择相应的CANLink接口卡

从站

CANL CANHCGND +24V

带CAN卡的PLC 或
远程扩展模块

24V电源
+-

主站

CANL CANHCGND

带CAN卡的变频器

从站 从站

【注1】 【注2】

【注1】
请根据变频器类型选择相应的CANLink接口卡【注2】

接线错误 -- 屏蔽层接地

3） 波特率与通信长度和线缆要求

估算通信线缆总长度，评估线缆质量，各波特率下通信的最大距离和站点数如下图所示，以下数

据采集的条件为线缆必须为双绞线，且带金属屏蔽层，线截面积满足最小线径，所有公共端连接

在一起（不能与电源地接到一起），所有站点可靠接地。

波特率 距离（m） 最小线径（mm2） 最大接入点数

1000Kbps 30 0.3 18
500 Kbps 80 0.3 32
250 Kbps 150 0.3 63
125 Kbps 300 0.5 63
100 Kbps 500 0.5 63
50 Kbps 1000 0.7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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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link 扩展卡上设置用拨码开关，开关定义如下：

图  CANlink 拨码开关

表：CANlink 拨码开关定义

拨码号 信号 描述

1 地址线 A1
此六位拨码开关由高到低组合成一个六位二进制数字，用来标识本机站号。“ON”

表示 1，“OFF”表示 0。A6 在最高位，A1 在最低位，依序进行组合。

例如 A1、A2 为 ON，其它位为 OFF，即二进制地址为：000011，十六进制

为 H03，十进制为 K03。若 A5、A4 为 ON，其它为 OFF，即二进制地址为：

011000，十六进制为 H18，十进制为 K24。

对于 PLC 主模块，CANlink 本机地址还可以通过 M8284、D8284 元件组合的软

件方式进行设置

2 地址线 A2

3 地址线 A3

4 地址线 A4

5 地址线 A5

6 地址线 A6

7 波特率 OFF：高速模式，波特率 500Kbps，ON：低速模式，波特率 100Kbps

8 匹配电阻 若拨码开关为 ON，表示接入 120 欧姆的终端匹配电阻，否则断开。

在 PLC 运行状态改变拨码开关，匹配电阻的设置可以及时生效，但波特率和地址并不能立即生效，

需要让系统重新启动才可以使用新的设置参数。

注意：当 M8284、M8285 分别为 0 时，拨码开关设置的 CAN 地址和 CAN 波特率才分别有效。

若需要以软件方式设置为其他的波特率，请查阅 M8285、D8285、D8286 的设置说明。

3.7.3 心跳机制

网络心跳监控主 / 从站运行状态，所有从站以该时间间隔发送心跳给主站，主站通过心跳机制监

控网络中各站点的状态 ( 不在线、在线 )，从站通过主站心跳监控主站状态。（建议设置时间大于

200ms）。

【注】网络心跳过短，会增加整个网络的负载状态；网络心跳设置范围为 10~20000ms，

且不允许网络心跳占用网络带宽超过 10%。

3.7.4 掉站信息

PLC 提供通过检测寄存器的值判断网络中掉站情况的功能。

D7800 是 PLC 从站检测主站是否正常，只有从站 PLC 的 D7800 才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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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7801~D7863 是主站监控在网从站状态的寄存器，与主站号对应的寄存器无意义。

寄存器 定义 掉线检测寄存器的值定义 备注

D7800 主站状态

D78xx 值 定义

0 无该站或该寄存器未定义

1 主站专用，用户有配置该站，
但主站检测不到该站在网

2 该站正常

5 该站掉站

从站监控主站状态

D7801 1 号站状态

主站监控各从站状态，与主站

站号对应的寄存器无意义。如

主站号是7，那么D7807无意义。

D7802 2 号站状态

D7803 3 号站状态

D7804 4 号站状态

…… ……

D7861 61 号站状态

D7862 62 号站状态

D7863 63 号站状态

主站可通过以下程序检测是否存在从站掉站 ( 例中是 10 号、20 号、30 号从站中任一从站掉站时，

Y0 导通 )。

CANlink3.0 具有掉站后自动重连的特点，即从站掉站后，会自动检测网络，在通信电

缆正常后自动接入网络，主站检测到掉站从站重新接入后会自动将相应寄存器恢复。变频器

和伺服掉站后重新接入网络需手动清除面板上的错误字样，其它功能是否受影响请参考变频

器和伺服用户手册。

注意：PLC会根据实际状态修正相应寄存器（D7800-D7863）的值，不要尝试对其进行人为的修改。

3.7.5 CANLink3.0 的使用

 CAN 通信扩展卡相关信息的特殊变量表（VER 3.00）

M 元件 M 元件定义 D 元件 D 元件定义

M8280
协议标志 ※1
0：CANlink  VER3.00 协议

1：CANlink  VER1.00 协议

D8280 当前软件 CANlink 协议版本号（默认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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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元件 M 元件定义 D 元件 D 元件定义

M8281

0：没有识别到扩展卡，此时
CANlink 功能不能使用

1：检测到扩展卡（含 CANlink
卡）

D8281

扩展卡类型号，H2U 为自动识别，在 D8280 可
查询到接入的扩展卡类型号；H1U 不能自动识
别，需要通过 D8281 人为设定扩展卡类型。

扩展卡类型如下：

1~6  无效

7      CAN 扩展卡

M8282 保留 D8282 当前心跳时间 ( 只读，单位 ms)

表： CAN 通信的地址和波特率相关设置的特殊变量表

M8284
0：本机 CANlink 地址由拨码开关设定，当前地址可在 D8284 查询

1：本机 CANlink 地址由 D8284 设定 , 设定范围 1~63（0 保留）

M8285

0：CANlink 波特率由拨码开关设定，当前波特率可在 D8285 查询 ※1；

1：CANlink 波特率由软
件设定，由 D8286 决定
波特率设置 ※1

CANlink 波特率由
D8286 分档设定模式
※1

D8286 = 20，20Kbps
D8286 = 50，50Kbps
D8286 = 100，100Kbps
D8286 = 125，125Kbps
D8286 = 250，250Kbps
D8286 = 500，500Kbps
D8286 = 800，800Kbps
D8286 = 1000，1000Kbps
D8286 = 其它值，500Kbps

表： CAN 通信的状态相关信息的特殊变量表

M8287~ M8289 保留 D8287~ D8289 保留

M8290
网络启停控制 ,ON 表示全体节点

网络启动，OFF 表示全体节点网

络停止

D8290 保留

M8291
同步传输启动元件，上升沿时发

送广播命令，启动网络中所有同

步传输配置，完成后自动复位

D8291 保留

M8292~M8295 保留 D8292~M8295 保留

M8296 设备地址错误，CANlink 地址设
置错误。

D8296 保留

M8297~ M8298 保留 D8297~ D8298 保留

M8299 CAN 接收超时 ※2，指 FROM 与
TO 指令返回超时

D8299 CAN 接收超时设定 (ms) 
※3

M8300~ M8306 保留 D8300~ D8306 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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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

M8307 保留 D8307
命令帧错误寄存器，主站
显示格式为：出错从站站
号 *100+ 错误码

M8308 保留 D8308
配置帧错误寄存器，主站
显示格式为：出错从站站
号 *100+ 错误码

表： 故障信息（增加 D 寄存器值说明）

故障查询寄存器 错误代码 出错内容

D8066 或 D8067

6380 发送超时

6381 接收超时

6382 CAN 发送忙

6383 CAN 接收忙

※1：用户设定后需重新上电或 STOP->RUN 才能够识别。如果 PLC 所接远程模块中有一台

及以上非 XP 平台模块则必须置 M8280 为 ON( 切换为 CANlink1.0 协议 )，并重新上电才能使

模块正常工作。（远程扩展模块标签有标注是否为 XP 平台模块）

※2：置位后需用户将其复位。

※3： FROM、TO 的接收等待时间，如果设定小于 5 则默认为是 5ms，如果设定大于 1000
默认为是 1000ms。表示从发送指令开始计算等待的时间，对于 FROM、TO 指令，超过此时

间则 M8299 置位。建议波特率大时将此值减小，波特率小时将此值增大，否则会由于传输时

间长导致没有接收到数据。波特率变小时，D8299 设置时间应变大，例如 50K 设置为 10；
25K 设置为 25，否则会出现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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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6 软件配置 CANLink3.0 主从站的通信配置方法

CANlink3.0 的通信应用编程时，不是以往的 CAN 通信指令方式，而是以“CAN 网络配置”方式，

将需要进行的通信交互内容事先配置好：

在下载用户程序时，同时将“CAN 网络配置”下载到 PLC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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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理解 CANlink3.0 网络配置的原理，有助于正确填写“CAN 网络配置”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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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CANlink3.0 网络中，必需只有 1 个通信主站，这个主站是 H2U-XP 或 H1U-XP 系

列 PLC；

2） CANlink3.0 网络中，必需有 1 个或多个通信从站，可以是 H2U 系列 IO/AI/
AO/AM/PT/TC 等远程扩展模块，带 CANlink3.0 接口卡的 MD 系列变频器、带

CANlink3.0 接口的 IS 系列伺服驱动器，可以是 H2U-XP/H1U-XP 系列 PLC，也

可以是用户按照 CANlink3.0 协议开发的从站设备；

3） CANlink3.0 网络中的主站从站设备，均采用主动发送“通信写”数据的方式，而

非询问应答方式。例如：

 ● 主站要将数据发送给从站，实现方法是主站依据 CANlink 通信配置，在满足触发条件

时，将指定寄存器的数据“写入”到指定从站的寄存器中；

 ● 主站需要向从站读取的数据，是从站依据 CANlink 通信配置，自动向主机发送数据，

将数据通信“写入”到主站的接收单元中的方式实现； 

 ● 从站之间要交互的信息，是通过从站依据 CANlink 通信配置，自动向指定从站发送数

据，将数据通信“写入”到指定从站的接收单元中的方式实现；

 ● 站点要向多个站点发送的信息，是依据 CANlink 通信配置，自动向自己发送“写操作”

数据（等效于广播），而其它站点将这些数据有选择性的接收，自动保持到预设的接

收单元中的方式实现；

 ● 为了提高网络通信中数据交互的效率，主站、从站都可以将“听到”的其他站号发出

的广播数据保存下来，主站、从站中需要设置“接收配置”，将所需接收从站的站号

地址事先设置好，对来自站号设置以外站点的广播数据，不予理睬。

4） 因 CANlink3.0 从站不需配置，而是通过 H2U-XP/H1U-XP 主站 PLC 向从站转达

CANlink 配置，故在主站的 CANlink3.0 通信配置项中，有对主站的配置、有分别

对各从站的配置，这些对从站的配置项，是由CANlink主站通过配置帧进行转发的。

5） 在主站每次开始运行时，都会向 CANlink 从站发送一次配置帧，将各从站的“通

信任务清单”布置下去，一旦运行起来，各从站按照该任务清单，主动对外发送

各项数据；

6） CANlink3.0 配置项中内容包括：待发送数据的寄存器地址、目标接收从站地址、

数据个数、接收寄存器地址、通信发送的时间间隔、触发条件等等，这些都是一

般的通信指令中必需的内容。

 ● 与一般的通信不同的是，这些“通信写”操作默认为不需要操作是否成功的应答的。

 ● 对于需要多个从机同时动作响应的通信应用，例如由伺服驱动的多轴同步控制、位置

控制的高速运动应用，需要主站配置中采用“同步写”的配置选项中填写。实际运行时，

主站先分别对各从站写入数据后，再发送同时生效的广播命令帧，使得各从站同时操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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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7 CAN 网络配置表的填写方法

建立工程后，在“工程管理”中双击“CAN 网络配置”即可打开 CANlink 配置表。

首次进入配置，则直接进入“CANLink3.0 配置”窗口。

1） 配置向导

主站配置向导主要完成网络配置、主站配置、主站同步触发元件管理、从站添加功能，

 ● 向导页面如图所示：

1

2

3

4

 ● 波特率 ( 必选 )

波特率有 20K，50K，100K，125K，250K，500K，800K，1M 共八种，以满足不同使

用场合的需求，可通过下拉选择需要的波特率，配置下载到主站即可生效 ( 该参数仅对主站

生效，从站仍需手动修改 )，用户可以根据总使用负载情况以及实际通信距离选择适当的波

特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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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网络心跳 ( 可选 )

所有站点以该时间间隔发送心跳给主站，主站通过心跳机制监控网络中各站点的状态 ( 不在线、

在线 )，从站通过主站心跳监控主站状态。（建议设置时间大于 200ms）如果将网络心跳前的勾

去掉，则网络心跳功能将取消，将无法对网络进行监控。

【注】网络心跳过短，会增加整个网络的负载状态；网络心跳设置范围为 10~20000ms，且不允

许网络心跳占用网络带宽超过 10%。

 ● 主站号 ( 必选 )

主站号是整个网络中的主站站号，及下载配置的 PLC 主站站点的站号（这里需填写作为主站的

PLC 的站号），仅配置作用，不能在这里改变站点，如果这里填写的站号与实际站号不一致，则

即使配置下载到 PLC，PLC 也不会执行，而是把它当做无效配置处理。例如，后台配置中主站号

填写为 7，那该配置下载到除了 7 号站外的其它 PLC 中都不能执行，只有下载到 7 号站 PLC 才
会有效，7 号站再下发给网络中其他站号完成配置。整个 CANLink 网络配置下载到主站后分发到

从站，后台可通过主站监控、管理整个网络。

 ● 主站同步写配置触发元件 ( 可选 )

主站同步配置的触发元件，触发元件 (M) 置位则对应触发配置有效，发送完成自动复位。

 ● 添加、修改或删除从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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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删除

列表中选择站点后单击“删除”按钮，在提示“是否删除”单击“确定”即可删除 ( 可同时选中

多个删除 )；

•	 修改

列表中选中单个从站，在“站点信息”中修改相应信息，单击“修改”按钮即可 (站点类型不能修改 )；

•	 补充

在配置向导窗口中，单击“完成”按钮可保存向导中修改并退出；单击窗口右上角“X”则取消修

改操作并退出。

选择设备行，双击可进入

该设备的通讯配置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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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站点配置

在“主界面”中双击任一站点，即可打开站点的通信配置窗口，通信配置包括三部分：

同步配置 ( 仅主站 )、发送配置、接收配置。

 ● 主站同步配置

•	 触发条件 M 置位时对应主站同步发送配置起效。选择不同“触发条件 (M)”即可查看、

添加、修改、删除该触发元件对应的主站同步配置信息。同步配置主要适用于需要同时

启动某一操作的场合。

•	 在图中，当主站的 M1=1 时，将会把上述三条配置依次发出，从站收到该配置后会将数

据存放到缓存区中，在最后一条发送成功后，主站会自动发送一个生效命令，所有在网

从站收到该命令后自动将缓冲区中的数据写到相应的元件或功能码中，在图中，10 号
PLC 将前面接收到的主站 D10 的值写入 D10，20 号伺服将前面接收到的主站 D20 的
值写入 H200,30 号变频器将前面接收到的主站的 D30 的值写入 HF003，即上述所有的

值在收到生效命令后同时写入。生效命令成功发出后，主站将自动复位触发元件 M1。
触发元件使用规则见“事件触发”。

【注】触发条件 (M): 每个触发条件最多关联 16 条配置，该“触发条件 (M)”可决定其关联的主站

同步配置是否有效，整个网络允许最多 8 个不同的触发条件 (M)；点击触发元件 (M) 即可下拉切

换不同的触发元件。

如需对伺服的 32 位寄存器进行同步配置，请在同一触发元件将数据和地址分为高 16 位和低 16 
位进行操作，即在同一触发元件下写两条，一条对应伺服 32 位功能码的低地址位，一条对应高地

址位，如只写一条或将两条分在两个不同触发元件下，伺服将报错而不能进行相关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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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主站写伺服 32 位寄存器同步配置

•	 上图中 H1112 是伺服的 32 位功能码，如要对该功能码进行设置，则需设置两条，分

别对应其高低地址位。当 M2 置位时，主站将 D101、D102 的值写入伺服的 H1112 
这个 32 位功能码中，当 M2 下的五条全部发送后主站会发送生效命令使能各从站同

时生效这些配置，然后 M2 自动复位；当 M3 置位时，主站将 D201、D202 的值写入

伺服的 H1112，然后生效，复位 M3。通过触发条件的选择栏可下拉选择切换不同的

触发元件。

•	 触发元件的设置在向导中，见图：

图 同步配置触发元件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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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对 32 位功能码操作时只在单个触发元件下对一个地址进行操作，伺服将会返回错误

导致同步不能继续执行，该错误记录在主站的 D8307 中，错误信息参见“主站错误代码及处理”。

错误的同步配置！

图 错误的同步配置

 ● 同步配置 ( 仅主站 )

3） 发送配置

发送配置主要是用于配置本站向其他站点发送的数据，配置页面如图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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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

图 发送配置

 ● 触发方式

•	 时间 (ms)：适用所有设备，本站以固定间隔时间 ( 触发条件 ) 执行本条通信配置，设

置范围 1~30000ms。

•	 事件 (M)：适用 Host、PLC，本站触发条件 (M 元件 ) 置位时执行本条通信配置，允

许使用相同 M 元件触发，完成发送后自动复位。

•	 同步 (M)：适用所有设备，主站元件 M8291 置位时执行本条通信配置。

•	 事件 (ms)：适用 IS、MD、远程扩展模块 (TCM/NTCM)，本站检测到发送寄存器的值

发生改变且满足禁止时间 ( 触发条件 ) 执行本条通信配置。

※1：禁止时间：同一配置相邻两次发送的最小间隔时间。

※2：发送配置允许单站最大条数：HOST 主站 256 条，单个从站 16 条，且从站总条数 256 条。

※3：选择一条配置，按“Insert”，会在这条配置后增加一条空配置行。同样，选择一条配

置后按“Delete”会删除这条配置；另外可通过快捷键或右键弹出菜单实现“复制”、“粘贴”、

“删除”、“行插入”、“行删除”



- 60 -

3

3   各种内置协议的应用指导 汇川H1U/H2U-XP系列PLC通信应用手册

通信功能篇

 ● 寄存器

Host、PLC 中寄存器值为对应 D 元件；IS、MD 中寄存器值为对应功能码；TCM/NTCM 对应

BFM 区。

 ● 寄存器个数

表示发送、接收的连续 D 元件或功能码的个数。

 ● 点对多配置

发送、接收站相同时为点对多配置，该配置不指定接收站；任何将该发送站站号配置到“接收配置”

的站点都可以接收该配置发送的数据，接收寄存器为接收站点对应的 D 元件或功能码。

 ● 本站接收

红色分割线下的灰色部分，是其它站点发送给本站的数据，包括点对点、点对多两种数

据。用户可以通过这部分直观的查看哪些站的哪些元件或功能码会对本站造成影响。

4） 接收配置

接收配置主要用于该站点接收其他站点的点对多数据，每个站点可以接收其它 8 个站点的点对多

数据。

例：如下配置

图  接收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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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例中，主站 1 号每 100ms 将 D1000 的值以点对多数据帧的格式发往接收站的 D8192，按照从

站 20 号、30 号、40 号的接收配置的情况，20 号和 30 号站将接收该数据帧并写入 D8192 中，

而 40 号站没有配置其接收 1 号站的点对多数据，所以会将该数据帧直接忽略。

【注】：点对多可以实现数据的同时生效，相当于主站同步配置，但已不局限于主站才能发送。

每站最多可以接收 8 个不同站点的点对多数据，但每个站发出的点对多数据不局限接收站的数目，

即网络中所有除了发出站自身外都可以接收，只要接收配置里已经配置了接收该站点。

5） 网络管理

网络管理页面如图，当用户程序及 CAN 网络配置下载到 PLC 之后，在这个页面，可以进行网络

的监控调试，监控各从站的通信状况，分析 CAN 网络的负载率等：

1

5 7

42 3

6

① 网络状态

非监控模式下通过网络负载带宽、从站配置计算获取，监控模式下从网络 ( 通过主站 ) 实

时获取；网络负载 ≤ 50：绿色 ( 良好 )、50 < 网络负载 ≤ 75：黄色 ( 警告 )、75 < 网路负载

≤ 90：红色 ( 严重警告 )、网络负载 > 90：ERR 红底 ( 错误 )

② 网络管理

通过 COM0 或 USB 连接主站 PLC 后，单击“启动网路 (OFF)”按钮成功执行后：按钮后图标变

为“绿色”，按钮名改为“关闭网络 (ON)”; 通过 COM0 或 USB 连接主站 PLC 后，单击“停止

网路 (ON)”按钮成功执行后：按钮后图标变为“灰色”，按钮名改为“启动网络 (O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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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监控状态下将实时更新网络管理按钮的状态，该按钮与M8290 相关联，可以在用户程序中操作来实现。

③ 同步发送触发

通过该按钮，可触发所有站点“发送配置”中“同步 (M)”类型配置；该操作主要通过置位“M8291”
实现，用户程序中可通过该元件实现“同步 (M)”类型配置；

④ 监控管理

通过 COM0 或 USB 连接主站 PLC 后，单击“启动监控 (OFF)”即可打开监控功能：按钮后图标

变为绿色，按钮名改为“停止监控 (ON)”; 通过 COM0 或 USB 连接主站 PLC 后，单击“停止监

控 (ON)”按钮即可关闭监控功能：按钮后图标变为灰色，按钮名改为“启动监控 (OFF)”

【注】网络连接失败，则自动转为状态：按钮后图标变为灰色，按钮名改为“启动监控 (OFF)”。

⑤ 设备类型

“设备类型”可过滤列表中显示的站点类型；

⑥ 从站管理

通过 COM0 或 USB 连接主站 PLC 后，在列表中选择站点：单击“启动从站 (OFF)”成功执行后：

按钮后图标变为“绿色”，按钮名改为“关闭从站 (ON)”，列表中对应站点“在线状态”为“运行”；

通过 COM0 或 USB 连接主站 PLC 后，单击“关闭从站 (OFF)”成功执行后，按钮后图标变为“灰

色”，按钮名改为“启动从站 (ON)”，列表中对应站点“在线状态”为“停止”；

【注】监控状态下将实时更新从站管理按钮的状态，对于不在线的站点进行此操作无效；该按钮与“从站启

停元件 (M)”相关联，也可以在用户程序中置位该元件进行操作。这部分 M 元件不允许复用。

⑦ 站点管理

单击“站点管理”按钮即可打开“CANLink”向导窗口，进入“主站配置”界面；

【注】网络管理、站点的增删和修改只能在向导中进行；监控状态下将实时更新从站管理按钮的状态，对于

不在线的站点进行此操作无效；该按钮与“从站启停元件 (M)”相关联，也可以在用户程序中置位该元件进

行操作。这部分 M 元件不允许复用。

6） 从站的访问举例 ( 伺服、变频器 )

当前支持 CANlink3.0 的产品包括汇川 PLC（H2u-XP、H1u-XP），汇川变频器 MD380、
MD500、MD310，汇川伺服 IS500A（214 非标）、IS620P、IS700，XP 系列远程扩展模块所需

AutoShop 后台为 V1.40 或以上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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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

 ● 伺服驱动器的访问

•	  伺服 CANlink 通信相关功能码

功能码 名称 设定范围
最小

单位

出厂

设定
生效时间 类别

相关

模式

H00 02 非标版本号 214.xx 　 　 　 　 　

H0C 00 伺服轴地址 1~247 1 1 重新上电生效 运行中设定 PST

H0C 08
CAN 通信波特率设

定

0:20K 
1:50K 

2:100K 
3:125K 
4:250K 
5:500K 
6:800K 
7:1M

1 5 重新上电生效 运行中设定 PST

H0C 13
通信写入功能码

值是否更新到

EEPROM

0：不更新

EEPROM 
1：更新 EEPROM

1 1 立即生效 运行中设定 PST

H0C 15 CAN 通信协议选择
0：CANLink 协议 
1：预留（CANOpen
协议）

1 0 重新上电生效 停机设定 PST

注：IS620P 的 H0C.08 没有 800K，选择 6 也会设定为 1Mbps。

请注意：

伺服功能码组号（前 2 位）不变，功能码号（后 2 位）需要从 10 进制转换成 16 进制。如： 
H08.22（22 为 10 进制）在 PLC 程序里表示为 H0816（16 为 16 进制）

请事先设置好伺服站地址（H0C.00）、波特率（H0C.08）、CAN 协议选择（H0C.15）这三

个参数。并且伺服功能码有些是重新上电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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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变频器的访问

由一台 H1U-XP、一台 MD380 变频器和一个 H2U-4DAR 组成 CANlink 网络，要求 PLC 控制变

频器加速运行 20秒后自由停机 20秒，如此循环，控制电压由 4DAR提供。H1U-XP站号为 1,4DAR
站号为 2，MD380 站号为 3。鉴于站点数较少，且通信距离仅 10m 左右，波特率采用 500Kbps，
心跳无特殊要求，采用默认值 500ms。新建工程“CANlink3.0 Example”，双击左侧“工程管理”

的“CAN 网络配置”，如图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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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配置各站的配置，首先来配置变频器相关的操作，Fd-02=3（站号）、Fd-00的千位为5（波特率）、

F0-02=2（通信命令通道）、F0-03=3（主频率源 X 为 AI2）。主站对 MD380 的控制如下图：

 设置变频器返回当前的状态，配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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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D380 将当前状态 H3000 的值返回给主站，存放于主站的 D2000，返回的条件是 H3000 发生改

变，且相邻两次发送的最小间隔为 100ms。 
配置远程模块：M101 置位时，写 4DAR 的 BFM#20（模块复位寄存器）；每 50ms 发送输出值。

�

相关应用程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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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8 CANlink 常见故障与排除

1） 查看设备是否支持 CANlink3.0

设备 如何查看

PLC
请查看 D8280 的值：

• 如 D8280=300，则表示支持 CANlink3.0，其他值则不支持。

变频器 / 伺服

请查看其软件版本：

• MD380 要求 F7-11 为 4.71.06 或以上；

• MD310 要求 F7-11 为 u37.18 或以上；

• IS500 伺服要求 H00-02 的值为 214.xx；
• IS620P 伺服要求 H01-00 的值为 6.0 或以上；

• IS700 伺服要求 H01-00 的值为 301.05。

PLC 远程扩展模块 请查看软件版本 BFM#27 为 51210/52210（16 进制 0xC80A/0xCBF2）以上。

2） 检查匹配电阻

所有设备断电，用万用表测量网络任一端的CANH与CANL之间的阻值，应在60Ω左右，如果过小，

则说明网络中不只是两端接入了匹配电阻，在其它位置还有错误接入，将错误接入的匹配电阻断

开即可。如果只接入一个配备电阻，则会为 120Ω 左右，网络会通信质量很差。完全不接入配备

电阻，网络无法通信。请接入网络首尾两个站点的匹配电阻。

3） 设备完全通信不上或者偶尔可以通信可能原因

 ● 波特率设置不正常。检查波特率，是否正常。设备波特率需要重新上下电或停止再运

行后才可以生效。

 ● 电源连接不正常。PLC CAN 通信卡与 PLC 扩展模块需要外接 24V 电源，建议所有设

备使用相同电源。如果是变频器或伺服为自身供电，请把 CANlink 电源的 CGND 端

全部连接在一起，从而保持所有设备共 CAN 通信电源 CGND 端。

 ● 检查通信线、屏蔽线、电源间是否有短路现象。

 ● 如果以上都没有问题，那可能是现场干扰很大，在没有办法排除故障时，请尝试降低

通信波特率。

 ● PLC 主站用户程序中不可以对 D7000~D7999 寄存器进行修改。如果修改将发生不可

预知错误。D7800~D7863 仅用来监控从站状态。

4） PLC 主站的 FROM/TO 指令不可以与 CANlink3.0 配置功能同时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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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Ethernet 通信应用方法

3.8.1 以太网卡简介

为使 H2U-XP 系列 PLC 实现以太网通信功能，在 H2U-XP 系列 PLC 主模块上配置 H2U-ENET-
BD 以太网通信卡。安装之后，可支持 PLC 接入 TCP/IP 以太网，在应用层通过 Modbus TCP 进

行数据交换。（主站加从站最多 8 台设备，通信距离最远 100 米。）本产品不带独立电源，不独

立工作，必须配合 PLC 主模块才能正常运行，使用时以太网扩展卡需插入 PLC 功能扩展卡插座内，

用螺丝钉固定好。

� 

S2

S1

J5

CON 6

RJ 3

Φ 4mm

LED5

LED2

LED6

H1

H2

芯片

0

5

7 3

2
1

6 4

8
9

0

5

7 3

2
1

6 4

8
9

S2

S1

�

丝印名称 端子名称 功能

RJ45 RJ45 接口 以太网通信接口

S1 拨码盘 IP 地址最后一段的个位（0~9）

S2 拨码盘 IP 地址最后一段的十位（十位 + 个位组成的范围为：0~99）

H1/H2 固定安装螺钉孔 H2U-ENET-BD 的固定螺钉为 M3*6 自攻丝螺钉

J5 Mini USB 厂家保留

LED5 通信指示灯（绿色） 指示灯闪烁以太网与 PLC 通信正常，不通信时指示灯不亮

LED2 通信故障灯（红色）
红灯常亮代表以太网卡与 PLC 无法通信；闪烁代表以太网卡与
其他设备通信故障。故障可查看“8.6 《错误码信息》”

LED6 网卡指示灯 -

CON6 程序烧写口 厂家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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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2 以太网参数配置

需要把 COM3 配置如下：

以太网卡做从站（服务器）时，上位机可访问带以太网卡的 PLC，并对 PLC 中元件数据进行读写。

此时需要配置以太网从站。在“工程管理”窗口双击“以太网配置”打开“以太网配置”窗口；

1） IP 地址的设置

 ● IP 地址是设备在网络中身份的标识，必须确保每个设备 IP 地址的唯一性，否则设备

将无法连接如网络。

 ● IP地址由后台软件 只设置前 3段，最后一段由产品面板拨码开关控制，取值范围 1-99。 
子网掩码的作用是在同一个网络地址下为多个物理网络编址。掩码用于划分子网地址

和主机 ID 的设备地址。获取子网地址的方法是：保留 IP 地址中与包含 1 的掩码的位

置相对应的位，然后用 0 替换其他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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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如无特殊要求，子网掩码均为 255.255.255.0.

 ● 网关可将消息路由到不在当前网络中的设备。如果没有网关，则网关地址为 0.0.0.0

2） 端口

TCP 502 口的侦听是为 MODBUS 通信保留的。所以本产品强制侦听这个端口，用户不可以改变。

3.8.3 监控数据

共享寄存器地址：用户要通 TCP / IP 去改变或者监控 PLC 中字元件值的元件首地址。 
共享寄存器数量：共享寄存器的数量。 
如上图设置通过 Modbus TCP 可以去取或者改变 D200-D300 的任何一个寄存器的值。 
为确保 PLC 主模块中的数据安全性，本产品只能监控连续的一段 D 寄存器，长度不超 120 个字。

其它元件如果要监控， 
可以通过 PLC 用户程序同步。如果要监控 M10-M13，可以在用户程序中写：“MOV K1M10 
D200”指令，此时，监控 D200 等效于监控 M10-M13。

3.8.4 以太网主站配置

以太网卡可以做主机（客户端）去访问支持 Modbus/TCP 协议的从机设备。

1） 单击“以太网配置”窗口的“以太网主站配置”按钮打开“MdobusTcp 配置”窗口；

2） 配置界面：

新增：在配置数据末尾增加一条新的配置记录 
插入：在当前位置新增一条配置记录 
删除：删除选中的配置记录 
上移：调整选中行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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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移：调整选中行位置 
清除：清除窗口中所有配置信息 
确定：保存修改、关闭窗口 
取消：不保存修改、关闭窗口

3） 配置数据

 ● 通信方式：1）循环：每个通信周期都会执行一次；2）触发：当触发条件 ON 时，每

个通信周期执行 1 次，否则不执行。

 ● 功能：包含读寄存器、写寄存器、读线圈、写线圈，当从站为 PLC 时，只能读写寄存器。

 ● 触发条件：当通信方式为触发时，方需设置触发条件。 
从站寄存器地址：即 Modbus 协议中的从站寄存器地址，注意必须为 16 进制 , 并确

保数据可读可写。

 ● 主站缓冲区地址：即 Modbus 命令读回数据时的存放地址，必须为从站设置共享寄存

器地址范围之内，否则无法设置。

 ● 端口号：TCP/IP 链接时的端口号，由具体设备设置确定。汇川 PLC 作从站时，端口

号固定为 502。

3.8.5 实例

现有 PLC A，其做 ModbusTCP 服务器的 IP 地址为 192.168.50.54，共享的 D 寄存器首地址为

200，共享寄存器数量为 100。 
同时，需要要周期的读取 IP 地址为 192.168.50.12 的 PLC B 上寄存器 D500 的值到 PLC A 的寄

存器 D205 中。

1） 设置 PLC A 的以太网从站和主站参数

设置 IP 地址：拨码开关拨到十位和个位分别拨到 5、4。

2） 设置共享寄存器

由于读取的数据要存到 PLC A 的 D205 中，D205 需落到共享寄存器地址范围内，如下，共享寄

存器地址的范围为 D200-D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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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主站配置

打开以太网主站配置界面，设置从站 IP 地址（PLC B 的 IP 地址），循环读取，D500 对应的 16
进制为 1F4，读取 1 个数据长度，

读取的数据放入 PLC A 的主站缓冲区 D205 中。

 

4） 设置 PLC B 的从站参数

PLC B 不用设置主站，它只作为 ModbusTcp 服务器，供 PLC A 读取数据

设置 IP 地址：PLC B 上的以太网卡的拨码开关十位和个位分别拨到 1、2 。 

5） 设置共享寄存器

PLC B 提供给 PLC A 访问的共享寄存器为 D500，因此需要让 D500 落到共享寄存器区域内。如下，

共享寄存器区域为 D500-D600。

PLC B 不用设置主站，它只作为 ModbusTcp 服务器，供 PLC A 读取数据。分别下载以太网配置

到 PLC A、PLC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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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下载完成后，需要把 PLC A 和 PLC B 进行一次下电上电操作，配置才能生效。

3.8.6 错误码信息

当以太网通信错误时，可通过 PLC 寄存器 D8063 的值查看错误信息，如下表所示：

类型 错误代码 错误内容 处理方法

D8063 以太
网通信错误

81xxh 不支持的功能码 修改 IP地址为 xx主站配置Modbus功能码。

82xxh 寄存器数量超出
检查 IP 地址为 xx 主站配置中的数据长度
是否超限。

83xxh 寄存器地址超出范围
检查 IP 地址为 xx 主站配置中的从站寄存
器地址是否超限。

84xxh 与远程从站连接错误 检查 IP 地址为 xx 的设备是否可以连接。

85xxh 串口通信错误
检查以太网卡与 PLC 的连接是否正常；检
查 D8270 是否为 C1h（十进制 193）；检
查 D8271 是否为 1。

备注：错误代码中 xx 表示通信错误设备的 IP 地址（最后一段）00h~FFh。

 ◆ 举例

假如 PLC A （IP 地址 192.168.50.54），其作为主站连接远端从站 PLC B（IP 地址：

192.168.50.12），当连接失败时 D8063 的数据为 840Ch，表示 PLC A 与远程 PLC B 连接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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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HMI 与 H2U/H1U 之间的通信设置方法

H2U/H2U-XP/H1U-XP 系列 PLC 与 HMI 之间的通信使用最多的是 HMI 监控协议，还可以使用

Modbus-RTU 协议，PLC 作为 Modbus 从站。

3.9.1 使用 HMI 监控协议的方法

例如 HMI 与 PLC 的 COM0 通信口，通过 RS422 电缆相连通信，在 PLC 用户程序中，令

D8116=01h，即选择了“下载 /HMI 监控协议”，在 PLC 的运行或停机状态下，HMI-PLC 之间都

可以进行数据通信。

使用“下载 /HMI 监控协议”，简单易用，支持 H2U 系列通信协议的 HMI 机型众多，因该协议兼

容三菱 FX 系列的监控协议，选择“三菱 FX 系列 PLC”的协议，也可以与 H2U/H2U-XP/H1U-
XP 系列 PLC 进行通信。

该协议不足的方面是，通信波特率设置固定，不能提高通信速度；另外没有从站站号的设置，也

不支持多个从机的通信。

3.9.2 使用 Modbus-RTU 从站协议的方法

Modbus-RTU 是一个广泛使用的工控协议，许多 HMI 都支持这个协议，正好弥补了“下载 /
HMI 监控协议”的不足，将 HMI-PLC 之间的通信采用 Modbus 协议有其优点，尤其是使用汇川

IT5000 系列 HMI 与 H2U/H2U-XP/H1U-XP 之间通信，还会自动切换为高速率通信的 Qlink 协议，

使得通信刷新速度大为提升。

例如 HMI 与 PLC 的 COM0 通信口，通过 RS422 电缆相连通信，在 PLC 用户程序中，令

D8116=02h，即选择了“Modbus-RTU 从站协议”，在 PLC 运行状态下，HMI-PLC 之间即可进

行数据通信。在停机状态下，COM0 口无条件切换为“下载监控协议”，此时是不能以 Modbus
协议进行通信的。

使用 Modbus 从站协议的优点是可以根据需要，使用其他的串行通信口。在停机状态下，COM1/
COM2/COM3 口停止了串行通信，此时也是不能以 Modbus 协议进行通信的。

3.9.3 使用 Qlink 协议的方法

当 IT5000 系列 HMI 中与 H2U-XP/H1U-XP 系列 PLC 的通信采用汇川 PLC Qlink 协议，以高波特

率及快捷通信帧通信，使得通信效率大为提高。

在 Inotouch Editor 环境下进行 HMI 用户程序编程时，将从站的设备协议选择为汇川 PLC Qlink 协

议，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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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4

3

H2U-XP 的 COM0/COM1/COM2/COM3 端口都可以作为汇川 PLC Qlink 协议，在 AutoShop 中

对 PLC 与 HMI 通信的端口，则要将该端口选择为汇川 PLC Qlink 协议，注意 HMI 与 PLC 两侧的

通信波特率、数据格式要设定的一致，如图中虚线框内的选项。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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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 计算机链接协议的使用方法

PLC 内置的 PClink 协议是一个从站协议，适合上位机或控制器对 PLC 进行通信监控，方便使用

PC 对 PLC 进行通信访问的一个协议。

随着便携 PC 机一般不再配备串行通信端口有关， Modbus 协议的流行，计算机链接协议的应用

在逐渐减少。相反，H2U-XP 的用户，使用 USB 端口进行调试监控更方便、更快捷。

H2U/H2U-XP/H1U-XP 仍然提供了计算机链接协议，用户借助串口调试工具软件，可以对 PLC 进

行内部参数的监控，方法是：

1） 将 PLC 的端口选择为计算机链接协议：

1

2

3

4

也可以用指令方式将

这3个元件进行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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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利用串口调试工具，根据协议规定，手动输入通信参数，进行通信操作，这里以

Commix 串口调试工具软件为例说明如下：

用户通过PC
发送的数据帧

PLC应答的通
讯帧，用户根

据协议解读

3） 使用该协议前，用户必需完全理解计算机链接协议帧结构定义，还可能需要手动

计算校验和，影响了用户使用方便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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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 通过物联网实现远程通信方法

用 H2U-WL300DG 模块可以对异地的 PLC 进行用户程序下载、监控、故障诊断，方便设备厂家、

代理商实现设备运行监管等增值服务对于可能移动的租赁设备，如塔吊、空压机等设备等，还能

设备定位，AutoShop V2.0 以上的版本，支持通过该 3G 模块连接异地 PLC 的编程

3G 模块必需与 H2U-XP 的 COM1 通信端口连接，且 H2U-XP 的 COM1 通信端口必需采用

MODBUS-RTU/QLINK 从站协议，这样才能进行通信下载操作，实物连接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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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PLC 通信应用百问百答

1）若现场干扰严重的场合，有没有具有电气隔离的串行通信端口？ ............................................................................. 82

2）COM0/COM1/COM2 等串行通信端口的协议设定方式是什么？ ............................................................................... 82

3）H2U-XP 系列 PLC 的 COM1/COM2 通信端口可否同时使用 1:1 或 N:N ？ .............................................................. 83

4）1:1 或 N:N 通信的数据收发缓冲区是否固定的？ ...................................................................................................... 83

5）怎样让 H2U-XP 系列 PLC 配置为 1:1 或 N:N 通信时能与三菱 FX2n 通信？ ............................................................ 83

6）怎样判断 1:1 或 N:N 通信网络的通信失败情况？ ...................................................................................................... 83

7）COM0 可否配置为 Modbus 主站？ ........................................................................................................................... 83

8）COM0 可否配置为 Modbus-ASC 从站协议？ ........................................................................................................... 83

9）如果使用 H2U-232-BD 或 H2U-485-BD，其通信参数应该怎么设置？ .................................................................... 84

10）RS485 与 MODBUS 是啥关系？ ............................................................................................................................ 84

11）采用 RS485 的通信波特率及通信距离对应关系？ .................................................................................................. 84

12）如何计算 MODBUS 通信帧所占用的时间，一帧需要多长时间，执行一个 MODBUS 指令需要多长时间？ ........... 84

13）H2U 系列 PLC 内置 MODBUS 功能码一次最多读取多少字节？ ............................................................................ 85

14）MODBUS 作为从站站号范围是多少？ .................................................................................................................... 85

15）在用 Modbus 指令时，怎样判断 Modbus 指令已成功执行？.................................................................................. 85

16）在用 Modbus 指令时，如何改变指令的执行频度？ ................................................................................................ 86

17）Modbus 指令法与 Modbus 配置法哪种方式的通信效率更高？ ............................................................................... 86

18）已将 PLC 的 COM1/COM2 通信端口作为 Modbus 主站，为啥不能 Modbus 配置表不能运行？ ............................ 87

19）在采用了 Modbus 配置表方式后，可否同时使用 Modbus 指令？ .......................................................................... 87

20）在用 Modbus 配置法时，怎样判断 Modbus 从站通信失败？.................................................................................. 87

21）采用 Modbus 配置法时，如何屏蔽不在线的从站？ ................................................................................................ 87

22）PLC 与汇川 MD 系列变频器之间采用 Modbus 通信，典型设置是怎样的？ ........................................................... 87

23）PLC 与汇川 MD 系列变频器之间采用 Modbus 通信，可否用一个通信命令读取多个连续的功能码或参数？ ......... 88

24）对于用户来讲，CANlink3.0 比以往的版本带来了哪些好处？ ................................................................................. 88

25）CANlink3.0 支持指令法的通信吗？ ......................................................................................................................... 88

26）CANlink 配置法与指令法有什么特点？ ................................................................................................................... 88

27）采用 CANlink 配置法的同时，可否采用通信指令？ ................................................................................................ 89

28）CANlink3.0 的主站如何与只支持 CANlink2.0 协议的从站模块通信？ .................................................................... 89

29）H2U-CAN-BD 上既有波特率设置开关，而主模块又可以通过用户程序设定通信波特率，究竟以哪个为准？ ........ 89

30）CANlink 相关的通信波特率及通信距离对应关系？ ................................................................................................. 89

31）CANlink3.0 访问远程模块是否会比本地模块要慢？.................................................................................................................89

32）H2U-3232MTQ、H2U-3232MTP 机型支持 CANlink 通信吗？ ............................................................................... 90

33）采用 CANlink 配置法，扩展模块从站的“寄存器地址”的定义特点如何？ ............................................................ 90

34）主站与 CANlink3.0 网络扩展模块无法正常通信，一般有哪些原因？ .....................................................................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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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若现场干扰严重的场合，有没有具有电气隔离的串行通信端口？

答：有的，采用扩展卡 H2U-485IF-BD，就可以将 COM1 端口通过电气隔离的方式提供

给用户，实现一个用户侧与 PLC 内部逻辑电路具有电气隔离的 RS485 串行通信端口，

增强了 PLC 的抗干扰能力。

正因为该扩展卡使用的是 COM1 通信端口，在使用 H2U-485IF-BD 的扩展端口时，注意

连接在主模块 COM1 端口不宜同时使用。

2） COM0/COM1/COM2 等串行通信端口的协议设定方式是什么？

目前是既可以通过用户程序指令中来设定，又可以通过“系统参数”来设定，究竟以哪种

设定为准？建议用户采用哪种方式？

答：以用户程序指令为准。若既在“系统配置”中对通信端口有设置，且用户程序中又

有有效的通信端口设置语句（上电第一次扫描时即有效执行的语句），将以用户程序指

令的通信口初始化指令为准了。

“系统参数”的设置方法，其内部实现原理是通过 AutoShop 代为设置串口的协议与数

据格式特殊寄存器，利用 PLC 的掉电自动保存特性来实现的串口设置方法。若用户程序

中有相应的设置语句，将以用户指令为准了。若用户在调试程序时，无意中作了强制修改，

或忘记了下载系统参数，都会影响串口的实际通信协议的设定。

因此，若要保持程序的易懂性、可靠性，建议采用用户程序的指令法来设定串口的通信

协议和数据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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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H2U-XP 系列 PLC 的 COM1/COM2 通信端口可否同时使用 1:1 或 N:N ？

答：因为 PLC 内部只有一套 1:1 通信、一套 N:N 通信的设置与状态寄存器，因此 COM1
和 COM2 两个端口不能同时使用 1:1 通信协议，也不能同时使用 N:N 通信协议；

但允许 COM1 和 COM2 同时分别使用 1:1 和 N:N，即一路 COM 口使用 1:1 通信协议，

另一路 COM 口使用 N:N 通信协议。

4） 1:1 或 N:N 通信的数据收发缓冲区是否固定的？

答：PLC 的 1:1 通信、N:N 通信收发缓冲区是固定的。不同的工作模式下，缓冲区起始

地址和大小不同，但缓冲区域地址不可修改，用户编程时不要占用这些区域用于保存数据。

5） 怎样让 H2U-XP 系列 PLC 配置为 1:1 或 N:N 通信时能与三菱 FX2n 通信？

答：1:1 通信：只需将汇川 H2U-XP 系列 PLC、三菱 FX 系列 PLC 根据主从要求，分别

设置通信控制寄存器，即可配合通信；

N:N 通信：除了将汇川 H2U-XP 系列 PLC、三菱 FX 系列 PLC 根据主从要求，分别设

置通信控制寄存器外，还需在 H2U-XP 系列 PLC 中设置 M8491=ON（无校验），即可

配合通信。其中的原因是三菱 FX 系列的 N:N 是不具备通信校验，而汇川 H2U-XP/H1U-
XP 是默认具有校验的，置 M8491=ON，即取消校验，就可以与 FX 系列进行 N:N 通信了。

具体内容请查看 H2U/H2U-XP 编程指令手册 5.3、5.4 节的通信说明。

6） 怎样判断 1:1 或 N:N 通信网络的通信失败情况？

答：1:1 通信：M8073 置位，表示从站通信出错。

 N:N 通信：M8183-M8190 置位，表示 #0~#7 对应站点通信出错。

       D8203-D8210 表示 #0~#7 对应站点通信错误次数；

       D8211-D8218 表示 #0~#7 对应站点通信错误类型代码。

具体通信出错请查看指令手册 5.3、5.4、5.5 节的通信说明

7） COM0 可否配置为 Modbus 主站？

答：不可以设为主站。COM0 端口支持下载监控协议、还可配置为 Modbus-RTU 从站。

8） COM0 可否配置为 Modbus-ASC 从站协议？

答：不可以。COM0 端口可以设置为 Modbus-RTU 从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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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如果使用 H2U-232-BD 或 H2U-485-BD, 其通信参数应该怎么设置？

答：使用 H2U-232-BD/H2U-485-BD/H2U-485IF-BD 等通信扩展卡，其占用的都是

COM1 通信端口，其设置按 COM1 端口的设置方法进行。例如 D8126 用于选择协议，

D8120 用于设置通信格式，等等，具体参考 COM1 端口设置的寄存器表格。

10） RS485 与 MODBUS 是啥关系？

答：“RS485”是一种通信网络硬件载体及信号电平特性的名称，也就是采用双绞线差

分电平来进行信号的传输的通信方式，与以往的 RS232 电平信号相比，RS485 差分信

号抗扰性好，传输距离远。RS485 网络具有成本低，使用方便的特点，但 RS485 通信

波特率难以做得很高，因此传输数量有限。

而“Modbus”则是一种通信协议的名称，在我国 2000 年以后被广泛应用的一种工业通

用协议。其特点是定义的数据帧结构简单明确，该协议可以用于 RS485 网络上的通信，

也可以在以太网网络上的通信，也称 Modbus-TCP 协议。

因此，工业应用中，常用 RS485 网络、以 Modbus 协议进行通信。绝大多数品牌的变频

器、智能仪表都支持 Modbus 通信协议，且多数支持 RS485 信号网络。

11） 采用 RS485 的通信波特率及通信距离对应关系？

答：通信的波特率是指每秒传输最小单位数据（位）的个数，波特率越高，单位时间内

传输的数据量越大。由于通信信号电平在线路上的衰减和畸变加重，可能会导致接收方

的误判，因此波特率越高，传输距离越短。

另外影响传输距离的还有导线的特性，如双绞线的导体截面、导线外皮的厚度，这些会

影响导线的 L/C 分布参数，也会有影响。理想情况下，有如下经验数据，不同厂家给出

的数据有所差别： 

波特率 传输距离

115200bps 20 米左右

38400bps 200 米左右

19200bps 500 米左右

9600bps 1000 米左右

4800bps 2000 米左右

12） 如何计算 MODBUS 通信帧所占用的时间，一帧是几个字节，一帧需要多长时间，

执行一个 MODBUS 指令需要多长时间？

答：以常用的 Modbus-RTU 协议为例，当选择 9600bps、8N2 的数据格式的情况下，发

送一个字节的所需的时间为（1+8+0+2）/9600=1.15ms，一般主站的询问帧长度为 7 个

字节 +3.5 字节的静默，发送时间就需要约 12.6ms；即使从站立即回复 1 个 word 的数据，

其回复帧长度 8个word，需要耗时 13.7ms，因此，完成一次通信的时间将为（12.6+13.7）
=26ms，也就是说，理想情况下，每秒中的最多可以实现约 1000/26=38 次通信。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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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从机内部尚有其他的运算控制任务，导致应答延迟，甚至可能双方有通信错误时的重发，

等等，实际的每秒中有效通信次数要有所降低。

若采用 Modbus-ASC 协议，因传输数据采用 ASCII 格式，导致通信帧长度约增加 1 倍，

需要比 Modbus-RTU 多出 1 倍数据收发时间，因此其通信效率减半。

H2U/H2U-XP 中的 Modbus 通信，无论是指令法，还是配置表法，在扫描执行时都是

启动某个通信指令后，继续执行后续的用户程序语句，以中断方式接收从机的应答，并

非是原地等待从机应答后再执行后续的语句，因此执行 Modbus 指令的时间很短，约

100uS 左右。而完成 1 个 Modbus 指令的发送与接收，需要的时间 =（收发总字节数占

用的时间 + 至少 2 个扫描周期）。

根据经验，对于变化频繁的变量的显示，如变化中的变频器运行频率读数，每秒钟刷新

2~3 次是比较合理的，因此在 9600bps 波特率下，循环读写访问的参数不宜超过 10 个。

对于不需要频繁读写的参数，编程时可以降低其通信访问频度。（参见问题 16 答复）

13） H2U 系列 PLC 内置 MODBUS 功能码（如 03 读取功能）一次最多读取多少字节？

答：Modbus 指令可以对从机的连续地址寄存器进行连读，在一帧内可以最多连读

120Word 的数据。这在两个 PLC 之间的数据交互时比较方便。

注意，汇川 MD 系列变频器并不支持连读，一次只能访问 1 个功能码或运行参数（即 1
个 Word 宽度的数据）；汇川 IS 系列伺服驱动器也只支持 1~2 个 Word 的连读，编程时

需要注意查阅相应的产品应用手册。

14） MODBUS 作为从站站号范围是多少？

答：对于 Modbus 的通信，H2U-XP 允许从站地址范围为 #1~#247，#0 作为广播地址。

因硬件驱动能力的限制，最多为 32 个从站。

15） 在用 Modbus 指令时，怎样判断 Modbus 指令已成功执行？

答：Modbus 指令执行中，M8122=ON 表示正在通信中，当执行完成时会，系统会清除

M8122；

如果 M8123 保持 OFF 表示正常执行，M8123=ON 表示通信异常。根据这两个标志，即

可以判断某个语句是否已成功执行。如下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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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在用 Modbus 指令时，如何改变指令的执行频度？

答：实际应用中，有些数据需要尽快读写，有些数据则并不需要反复进行读或写，允许间隔时间较长，

这样降低不重要数据的访问频度，可以加快重要数据的访问频度。

利用 Modbus 指令执行完成时，M8122 被清除的特点，判断 Modbus 语句是否被执行过，并作相

应的处理，以控制通信频度，举例如下：

该Modbus语句只执行1次

该Modbus语句每1秒钟只

执行1次

该Modbus语句循环执行

17） Modbus 指令法与 Modbus 配置法哪种方式的通信效率更高？

答：两者通信效率是一样的，但在易用性、在出现从站掉站的异常情况下，Modbus 配

置表方法就能体现其优势了。建议用户使用 Modbus 配置法进行通信编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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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已将 PLC 的 COM1/COM2 通信端口作为 Modbus 主站，（例如 D8126/D8266
设置），为啥不能 Modbus 配置表不能运行？

答：Modbus 指令和 Modbus 配置表不能同时使用，两种方法的通信协议设置值也不相同。

以 COM1 为例，使用 Modbus 指令 D8126=0x20，Modbus 配置表 D8126=0x60，设置

成不一致，是为了防止用户重复使用，造成不可预料的后果。

19） 在采用了 Modbus 配置表方式后，可否同时使用 Modbus 指令？

答：Modbus 指令和 Modbus 配置表不能同时使用。否则可能出现执行错误。

20） 在用 Modbus 配置法时，怎样判断 Modbus 从站通信失败？

答：和 Modbus 指令通信一样，M8123=ON 表示通信异常。

行业专用的 H2U-8A91G-XP 机型，可以通过检查 D8350-D8353 来判断每个串口各个从

站（1-16）的通信状态是否正常，出错时对应 bit 置 1，每个串口对应一个 D 元件，每个

bit 对应一个从站，共 16 个从站，地址为 1-16；

通信串口 屏蔽从站用寄存器 说明

COM1 D8350

Bit0~bit15 分别对应 #1-#16 从站，置位表示
该从站通信异常。

COM2 D8351
COM3 D8352
COM4 D8353

21） 采用 Modbus 配置法时，如何屏蔽不在线的从站？

答：通用机型暂不支持。

行业专用的 H2U-8A91G-XP 机型，可以通过设置 D8354-D8357 的 16 个 bit 来控制每个

串口各个从站（1-16）的通信状态，对应 bit 置 1 时，主站关闭与该 bit 对应的从站通信，

每个串口对应一个 D 元件，每个 bit 对应一个从站，地址为 1-16，共 16 个从站。

通信串口 屏蔽从站用寄存器 说明

COM1 D8354

Bit0~bit15 分别对应 #1-#16 从站，置位表示
禁止对该从站进行访问。

COM2 D8355
COM3 D8356
COM4 D8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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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PLC 与汇川 MD 系列变频器之间采用 Modbus 通信，典型设置是怎样的？

答：MD 系列变频器的串口的出厂默认为 Modbus-RTU 协议，9600bps，8N2，本机地

址为 #1。

因此，若用 PLC 的 COM1 口、Modbus 指令法进行通信控制，设置为：

D8126=H20；（Modbus-RTU 主站协议，指令法）

D8120=H89；（9600bps，8N2）

若用 PLC 的 COM1 口、Modbus 配置表法进行通信控制，设置为：

D8126=H60；（Modbus-RTU 主站协议，配置表法）

D8120=H89；（9600bps，8N2）

23） PLC 与汇川 MD 系列变频器之间采用 Modbus 通信，可否用一个通信命令读取多

个连续的功能码或参数？

答：MD 系列变频器每个通信帧只能读取 1 个功能码参数（1Word 的数据）。这是因为

变频器功能码、运行参数的地址并非完全连续的，连续读或写，容易出现操作错误。

24） 对于用户来讲，CANlink3.0 比以往的版本带来了哪些好处？

答：最大的好处是提高了通信效率，及时性大为提高，可以满足多轴同步与位置控制的

要求。

在有从站掉站的情况下，CANlink3.0 网络的实时性不会下降。

25） CANlink3.0 支持指令法的通信吗？

答：CANlink3.0 可以兼容 CANlink2.0 的通信指令，支持通过指令法（FROM、TO 指令）

访问 CANlink2.0 及以下版本的从站；

但 CANlink2.0 及以下版本的从站不支持 CANlink 配置，故不可以与 CANlink3.0 配置同

时使用。

26） CANlink 配置法与指令法有什么特点？

答：CANlink3.0 的配置法，采用的是主站将每个模块需要发送的参数，事先以“订单”

的形式，发布（配置帧）给各从站，一旦开始运行，各从站根据“订单”的要求，自动

将各项数据进行发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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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link2.0 指令法，采用的是在用户程序中使用通信指令（FROM/TO），通过一问一

答的方式获取数据。在等待数据返回的过程中会拉长 PLC 用户程序的扫描周期。

两种 CANlink 通信方式的不同点：

 ● 配置法的数据发送与接收与用户程序异步进行，指令发数据与用户程序同步进行，也

就是说指令法要成功接收到数据或者接收超时才会进行后面的程序；

 ● 配置法因为协议的改变可以在相同的时间内处理更多的有效数据；

 ● 配置法仅需要在主站中进行所有站点的数据配置，有更灵活的触发条件。

27） 采用 CANlink 配置法的同时，可否采用通信指令？

答：不能同时使用。在 CANlink3.0 中，两种方式同时使用，可能出现不可预期的错误。

28） CANlink3.0 的主站如何与只支持 CANlink2.0 协议的从站模块通信？

答：因 CANlink2.0 从站不支持通信配置，若需要配合使用，只有让 CANlink3.0 主站以

指令方式与从站进行通信。

29） H2U-CAN-BD 上既有波特率设置开关，而主模块又可以通过用户程序设定通信波

特率，究竟以哪个为准？

答：H2U-CAN-BD 的拨码开关仅可以设置两种波特率（远程扩展模块可以设置 4 种，而

且仅可以使用拨码设置），其他的波特率需要通过软件设置。波特率生效以用户程序设

置的波特率为准。如果软件不设置，拨码开关设置的波特率才会生效。

30） CANlink 相关的通信波特率及通信距离对应关系？

答：与 RS485 通信距离与波特率的关系相似，波特率越低，传输距离越远。理想情况下

的相应关系如下（用户可以根据应用的场合不同选择不同的波特率）：

波特率 通信距离（单位：m） 通信电缆线径（单位：mm2） 可接入站点数

1000Kbps 30 0.3 18
500Kbps 80 0.3 32
250Kbps 150 0.3 63
125Kbps 300 0.5 63
100Kbps 500 0.5 63
50Kbps 1000 0.7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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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CANlink3.0 访问远程模块是否会比本地模块要慢？

答：这与 CANlink3.0 网络的通信波特率有关，当波特率为 250Kbps 以上时，远访问程

模块的速度与访问本地模块基本相当；当通信距离比较远，必需下降波特率，其访问速

度会比访问本地模块低。

32） H2U-3232MTQ、H2U-3232MTP 机型支持 CANlink 通信吗？

答：这两款 PLC 机型不支持 CANlink3.0 通信协议。

33） 采用 CANlink 配置法，扩展模块从站的“寄存器地址”的定义特点如何？

答：对于 H2U 远程特殊扩展模块，“寄存器地址”即为模块的 BFM 地址；

  对于 DI 扩展模块（如 H2U-1600ERNR），寄存器地址 0 为扩展模块输入端口；

  对于 DO 扩展模块（如 H2U-0016ERNR），寄存器地址 0 为扩展模块输出端口；

  对于 DI/DO 扩展模块（如 H2U-0808ERNR），寄存器地址 0 为扩展模块输入端口，

寄存器地址 1 即为扩展模块输出端口。

34） 主站与 CANlink3.0 网络扩展模块无法正常通信，一般有哪些原因？

答：一般情况下，要检查如下事项：

 ● 检查主模块、扩展模块是否支持 CANlink3.0 协议。在主机标签上可以看到版本信息，

H2U-XP 24138-0000 及以上版本、H1U-XP 26138-0000 及以上版本支持。PLC 若低

于该版本，可以通过固件升级到更新的版本。扩展模块 51210-0000/52210-0000 以

上版本支持，如果低于此版本需要联系厂家升级。

 ●  若是 H1U-XP 主模块，因不能自动识别 H1U-CAN-BD 板块，在用户程序需要设置

D8199 = 7。

 ● 检查主站和从站的波特率设置是否对应，扩展模块的波特率可以从拨码开关状态来查

看，PLC 的波特率可以在 AutoShop 监控 D8285 查看，站号在 D8284 中查看

 ● 检查 CAN 通信线接线是否正确。

 ● 检查终端电阻是否设置正确。

 ● 检查 CANlink 配置的变量地址是否正确。

 ● 在 AutoShop 中打开 CANlink 通信监控，观察从站的在线状态。

 ● 24V 电源是否接入。（所有站点需要共电源，如果不能共电源需要连接所有通信电源

的 CGND 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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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检查通信距离是否超过了当前波特率可以传输的距离。

35） 采用 CANlink 配置法进行通信，用户程序中如何检测通信失败的从站？

答：在主站中查看 D（7800+ 站号），当等于 2 时说明在线，等于 5 时便已经掉线。例

如 3 号站就查看 D7803。用户不可以修改这个状态寄存器，不然会对通信造成影响。

36） 在 HMI 用户程序中，与 PLC 的通信数据量比较大，如何提高两者的通信效率？

答：选择 Qlink 协议，会使得通信效率提高。汇川 IT5000 系列 HMI、H2U-XP/H1U-XP
系列 PLC 支持该协议。

37） 如何设置 HMI 与 H2U-XP/H1U-XP 机型的 Qlink 协议？

答：PLC 侧：通过下载设定的系统参数或者用户程序控制，设置 COM 口为 Qlink 协议

或者 Modbus-RTU 从站协议，设置站号和波特率等参数；

HMI 侧：每个元件设置属性的时候，选择协议为 Qlink 协议。

38） H2U-XP 主模块插上 H2U-ENET-BD 卡后，其以太网端口支持什么通信协议？

答：支持标准的 Modbus-TCP 协议。

39） H2U-ENET-BD 的扩展卡扩展后是否可以通过以太网下载 PLC 程序？

答：不可以，只能进行 PLC 的 D 寄存器数据访问。

40） 扩展 H2U-ENET-BD 卡的以太网通信应用中，需要注意哪些编程事项？

答：H2U-ENET-BD 卡，是通过内部的 COM3 端口与 PLC 的 CPU 进行数据通信的，因

此需要下载设定的系统参数或者用户程序控制，设置 COM3（内部使用，通用机型不对

外开放）的通信参数。

D8270=0xC1;  //115200，8N1

D8271=0x01;  // 站号

D8276=0x02;  //Modbus-RTU 从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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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H2U-3232MTQ、H2U-3232MTP 机型支持 H2U-ENET-BD 卡扩展通信吗？

答：不支持，只有 H2U-XP 机型支持。

42） H2U-XP/H1U-XP 提供的 USB 口，在 AutoShop 中怎么连接不上，如何排除问题？

答：可能的问题原因和处理对策如下：

 ◆  USB 驱动没有正确安装。

若新安装了 AutoShop 编程软件，需要安装一次 USB 驱动，在 Windows 操作系统的“设

备管理器”中，添加 USB 设备，手动指定驱动程序在如下路径，若安装在 D: 或 E: 盘，

或特定的目录路径时，地址指向安装目录，安装一次就可以了。

 C:\Inovance Control\AutoShop\USB\ PlcUsb.Inf

 ◆ PLC 版本是否支持 USB ？

H2U-XP 24136 及以上版本、H1U-XP 26127 及以上版本支持 USB，早期的 PLC 版本不

支持 USB 端口。可以查看 PLC 主模块右侧端面的标签信息；

 ◆ 检查通信线缆是否已经连接 PC 侧到 PLC 侧的 USB 口，线缆是否存在问题？换一条
线缆试试；

 ◆  PLC/PC 的 USB 硬件端口是否接触不良或损坏？可以换一台 PLC/PC 试试。

43） H2U-XP/H1U-XP 提供的 USB 口，可以完成哪些通信功能？

答：可用于用户程序、系统参数上下载，软元件监控读写，各种配置的上下载等等，采

用的是汇川定义的下载监控通信协议。

该端口与 COM0 相比，通信速度非常快。不支持与 HMI 的通信监控。

44） 是否可以在 H2U-XP/H1U-XP 没有上电的情况下，通过 USB 进行用户程序下载？

需要注意哪些事项？

答：支持 PLC 没有上电情况下的用户程序下载。

需要注意的是，通用版本 H2UXP 24139 及以上版本、H1UXP 26139 及以上版本，在未

上电的情况下进行软元件内存数据的下载，可以同时保存用户程序中的“软元件内存”，

即掉电保存区的 D 和 M 元件。

在上述版本之前的版本，若要保存预设掉电保存区的 D 和 M 元件，请在 PLC 供电的情

况下进行下载。

45） H2U-XP/H1U-XP 提供的 USB 口，可以与三菱的编程软件通信吗？

答：不能通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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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在 AutoShop 中如何生成用户程序下载包？如何将用户程序的下载包下载到 PLC
中？

答：用户程序下载包生成方法：在 AutoShop 中点击菜单【文件 / 生成下载文件】（注：

如果文件菜单中找不到“生成下载文件”，点击一下文件菜单最下面的向下箭头），在

随后出现的下载文件选项对话框中勾选需要的选项，然后点击“生成文件”即可。注意

生成前必须先编译，才能保证正确性！

用户程序下载包的下载方法：在 AutoShop 中执行 " 文件 / 关闭工程”关闭当前工程，

然后点击工具栏上的下载按钮 ，根据提示选择上一步骤中生成的下载文件（后缀名

为 .down)，然后会看到下载对话框，余下操作与普通下载相同。

47） 在 PLC+MDI 的应用中，PLC 如何控制变频器更好？

答：在 PLC+MDI 的应用系统中，PLC 采用串行通信的方法来控制 MDI，这是最简单、

最经济、且能全方位监控变频器运行状态的一种方法，配合 PLC 的编程，可以实现其他

方式无法作到的智能化操作，多年的现场应用经验表明，该方法是可靠、可行的。

以往有采用 DA 模块的频率给定方法，这会使得控制频率与实际运行频率有误差，且成

本高，需要手工设定变频器参数，等等，增加了应用难度，采用通信方式，则解决了这

些问题。

48） 在 PLC+MDI 的应用中，怎样实现 PLC 对 MDI 的自动初始化操作？

答：在 PLC+MDI 的应用系统中，可以在 PLC 用户程序中，每次上电时，对 MDI 的有关

功能码进行一次初始化操作，使变频器能按应用系统的控制要求进行运行，减少设备厂

家生产人员的调试工作量，另外在更换变频器后，也能正常工作，避免出现运行异常。

对变频器功能码的初始化操作，可参见前面的“如果改变通信频度”问答中的一次性通

信操作举例。

49） 在 PLC+MDI 的应用中，如何防止运行中，两者之间的通信线路故障后，不会发

生 MDI 的不受控运行？

答：采用 PLC 的 RS485 通信对 MDI 进行启停运行控制、频率控制、运行监控时，

建议打开变频器的“串口通信超时时间”功能（FD-04），例如将该功能码设为 FD-
04=10.0s，一旦变频器与 PLC 失去通信联系，即串口上检测不到通信信号，变频器就会

自动停机，同时报 Err16 故障。可以避免变频器不受控的运行。

50） 在 PLC+IS 的多轴控制应用中，PLC 如何控制伺服更好？

答：采用 CANlink3.0 的“同步操作”帧，可以保证多个轴的同布启动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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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如何计算通信帧所占用的时间， CANLINK 的一帧通信访问需要多长时间，最快

通信速度是怎样的？

答：以常用的是 500Kbps、250Kbps 波特率为例，一次通信发送操作仅需约 0.5ms 的时

间，当 500Kbps 时，每 1ms 可以完成 2 次通信操作。

52） 通过 USB/COM 端口进行固件升级需要具备哪些条件，如何操作？

答：H2U-XP、H1U-XP 提供了 USB 升级系统软件的功能，但有版本要求，具体如下：

 ◆ 升级的条件和准备：

●	 H2U-XP 24136 及以上版本、H1U-XP 26127 及以上版本，支持 USB 的系统程序升级，早

期的 PLC 版本不支持；

●	 Autoshop 版本：1.20 版本及以上；

●	 USB通信线缆：mini USB电缆（汇川公司物料编码 15041200，也可用市售通用USB电缆）；

●	汇川公司提供的升级用的固件代码文件，固件为 .upgrade 文件，将升级所需 .upgrade 文件

放置于 Autoshop 安装目录：C(D):\Inovance Control\AutoShop\Upgrade 下备用。

●	其他，可以不需准备 220VAC 供电，可直接由电脑 USB 口给 PLC 供电。

 ◆ 升级操作：

●	打开汇川 PLC 编程软件 AutoShop，双击图标：

●	用 mini USB 电缆连接需要烧录软件的单板，另一头连接电脑 USB 口，PLC 由 USB 口供电，

可不需 220VAC 电源。

●	当 PC 与 PLC 连接成功，显示器右下角有该图标 显示 ( 确认 USB 驱动安装是

成功的 )；未安装驱动时会出现如下硬件安装提示，点击自动安装软件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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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utoShop 通信设置中 PC 和 PLC 相连接方式选择 USB，连接正常与否，可点击测试。

        

●	  在 PLC 编程软件 AutoShop 界面里面参考如下提示找到“工具 ==》固件升级”功能选项

●	确认 USB 驱动是安装成功的，如下图示，点击获取 PLC 版本信息；则可以显示当前 PLC
的软件版本；点击“选择要升级的版本”下拉箭头，选择要升级的固件版本。

●	输入验证码后，按弹出界面提示操作，升级过程会检查设备状态并提示用户“停止”, 需
要将拨码开关置“stop”状态；点击“升级”按键后，等待升级完成（COM 升级需等待约
30s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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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软件烧录成功后如下提示：

●	再次获取一次 PLC 信息，此时为最新下载的版本号；软件烧录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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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前面】

如果您首次使用汇川 H1UP/H2U-XP 系列 PLC 的通讯功能，推荐您先阅读本手册“《汇川 H1U/H2U-XP 系列

PLC 通信应用手册》-- 通信功能篇”的内容。

以下章节为本手册“通信案例篇”的内容，以举例方式，主要介绍汇川 H1UP/H2U-XP 系列 PLC 采用不同的

通信协议，分别与不同的设备进行组网通信的应用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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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PLC 的串口通信应用

 § 1.1  PLC 与 MD 系列变频器的 MODBUS-RTU 通信应用案例

设备描述

卷扬机，用卷筒缠绕钢丝绳或链条提升或牵引重物的轻小型起重设备，现场是一台用 18.5kW 电

机带动的机车卷扬机牵引着轨道列车水平行走，整个控制系统由 1 台 PLC、1 台 HMI 和 1 台变频

器组成。HMI 用来输入运行频率、显示卷扬机和变频器的运行状态以及变频器的故障指示；PLC
通过通信写入运行频率和读取变频器的运行状态，然后在触摸屏上显示。操作台上有启动、正转、

反转、急停等按钮。通过卷扬机实现对现场的机车的牵引。

RS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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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过程

Step 1   产品选型

汇川  PLC、变频器配置及描述：

产品名称 型号 数量 备注

汇川 H2U PLC H2U-3624MT-XP 1 -

汇川 HMI IT5100T 1 -

汇川变频器 CS280-4T22GB 1 起重轻载型变频器

PLC 选用晶体管输出的类型，本例中选用的 PLC 自带 RS485 通信端口，且汇川 PLC 指令中有

MODBUS 通信指令，通过指令即可对变频器参数进行读写（注：有的参数只能读或写，具体见变

频器说明书）。

Step 2   硬件接线

汇川 H2U PLC 与 汇川 CS280-4T22GB 变频器接线图：

H2U-3624MT-XP

COM1
485+

485-

A+

A-

RS485+

RS485-

CS280-4T22GB
控制板

RS485 通信线采用双绞屏蔽线，通信线避免与动力输出线并行走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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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 3   通信端口设置

1）变频器参数设置（MODBUS_RTU 通信从站）

参数 设置值 说明 备注

FD-00 5 9600bps

FD-01 1 偶效验

FD-02 1 本机地址

FD-03 2 应答时间

FD-04 0.0 通信超时时间

FD-05 1 标准 MODBUS 协议

2）PLC 端口 COM1 参数设置：（MODBUS_RTU 通信主站）

D8120 代表通信格式，用十六进制表示。第一位 HEX 是数据格式，H7 表示 8-E-1；第二位 HEX
是波特率，H8 表示 9600bps。

D8126 代表通信协议，用十六进制表示。H20 表示 MODBUS_RTU 主站。

Step 4   PLC 程序案例说明

这里主要介绍汇川 PLC 通信指令与变频器参数地址如何读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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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变频器的正转、反转和停止命令操作

 ● 变频器的命令源参数地址是 H2000，可以查看变频器手册。

 ● 命令源 H2000=H5 表示自由停机，H2000=1 表示正向转动，H2000=2 表示反向转动。

 ● MODBUS 指令是通信发送、读写指令 :

• 第一个变量用十六进制表示。高 8 位表示从站站号，低 8 位表示通信命令代码（H06
表示写操作，写单个字）；

• 第二个变量是从站参数地址；H2000 是变频器的命令源。

• 第三个变量是传送个数；

• 第四个变量是主站参数地址。

2）变频器的频率写入

 ● 变频器的设定频率参数地址是 H1000，可以查看变频器手册。

 ● MODBUS 指令的定义如上。

3）变频器的运行频率读取

 ● 变频器的运行频率参数地址是 H1001，可以查看变频器手册。

 ● MODBUS 指令的定义如上。通信命令代码 H03 表示读取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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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2  PLC 与 IS 系列伺服的 MODBUS_RTU 通信案例

设备描述

N90Z 自动锁排线设备，主要是为了通过 XYZ 轴的运动，通过旋转轴（C 轴），把螺丝锁到         
Y 轴的物料上。通过 PLC 和伺服的 RS485 通信，走绝对位置，控制伺服运动。

案例系统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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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过程

Step 1     产品选型

产品名称 产品型号 数量 说明

PLC 主机 H2U-3232MT-XP 1 标准产品

触摸屏 IT5070T 1 7 寸 HMI

IS620P 伺服 IS620PS2R8I-158 2 -

400W 电机
ISMH1-40B30CB-

U231Z 2 -

Step 2   PLC 和伺服硬件接线对应表

PLC（COM1） 伺服（CN3）

485+ 4-RS485+

485- 5-RS485-

RS485 通信线请采用屏蔽双绞线（俗称紫色电缆），同时避免与动力线并行走线。

Step 3   通信端口参数设置

1）伺服参数设置和说明（MODBUS_RTU 从站）

功能码 设定值 说明 备注

H0C.00 2 站号 -

H0C.02 5-57600 波特率 -

H0C.03 0- 无校验 8 位数据位，无校验，2 位停止位 -

注：从站站号不能重复，其它参数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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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PLC 端口 COM1 参数设置（MODBUS_RTU 主站）

D8120 代表通信格式，用十六进制表示。第一位 HEX 是数据格式，H9 表示 8-N-2；第二位 HEX
是波特率，HB 表示 57600bps。

D8126 代表通信协议，用十六进制表示。H20 表示 MODBUS_RTU 主站。

Step 4   PLC 程序案例说明

1） IS620P 参数设置

功能码 设定值 说明 备注

H02.31 1 =1，参数初始化 延时重启

H03.10 0 S/ON 取消 移至虚拟端

H04.02 0 位置到达 取消 移至虚拟端

H04.04 0 零速输出 取消 移至虚拟端

H04.06 0 报警显示 取消 移至虚拟端

H05.00 2 多段位置

H05.30 1 原点使能模式

H05.32 0rpm~3000rpm 原点回归速度 请根据实际需要设定

H05.33 0rpm~1000rpm 原点回归爬行速度 请根据实际需要设定

H0C.09 1 VDI 允许

H0C.11 1 VDO 允许

H11.04 1 绝对定位

H17.00 1 S/ON VDI1
H17.02 18 正向点动 VDI2
H17.04 19 反向点动 VDI3
H17.06 28 多段位置使能 VDI4
H17.08 32 原点回归使能 VDI5
H17.33 3 零速信号 VDO1
H17.35 5 位置到达 VDO2
H17.37 11 报警输出 VDO3

PLC 通过通信控制伺服，常用的手段是让伺服运行多段位置。相比脉冲控制，省去了接线，也避



1

- 107 -

1    PLC的串口通信应用汇川H1U/H2U-XP系列PLC通信应用手册

通信案例篇

免现场干扰导致脉冲丢失。

伺服上的外部 I/O 改用虚拟 I/O，考虑到现场的安全性，将限位信号和原点信号仍用外部接线。外

部接线端使用默认的，请参考《IS620P 系列伺服驱动器用户手册》。

Step5  汇川 PLC 控制程序案例

1） VDI 的控制

     上述程序，M0~M4 通过通信传送到伺服，与虚拟端 VDI1~VDI5 一一对应。

VDI VDI 1 VDI 2 VDI 3 VDI 4 VDI 5
H17 组 H17.00=1 H17.02=18 H17.04=19 H17.06=28 H17.08=32
H31.00 Bit0 Bit1 Bit2 Bit3 Bit4
D100 Bit0 Bit1 Bit2 Bit3 Bit4
M 点 M0 M1 M2 M3 M4
解释 s-on 正向点动 反向点动 多段位置使能 原点回归使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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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状态判断

    上述程序中，M10 是伺服反馈的零速信号，M11 是位置到达信号。

3） 速度与位置写入

   上述程序，D101 是运行转速，D102 是绝对定位的目标位置。

H11.12  (32bit) H11.14   （16bit）
D102 D101

位置量（指令单位） 转速 （rpm）

4） VDO 读取

      上述程序中，M10~M17 通过通信的读取，与 VDO 的状态一一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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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D0 VD0 1 VD0 2 VD0 3
H17 组 H17.33=1 H17.35=18 H17.37=19
H31.32 Bit0 Bit1 Bit2
D110 Bit0 Bit1 Bit2
M 点 M10 M11 M12
解释 零速信号 位置到达 故障报警

5） 伺服编码器位置读取

   上述程序中的 D112 是通过 RS485 通信读取伺服 H0B07 的值。

6） 通信读写：

MODBUS 指令是通信发送、读写指令 :

 ● 第一个变量用十六进制表示。高 8 位表示从站站号，低 8 位表示通信命令代码（H06
表示写单个字，H10 表示写多个字，H03 表示读单 / 多个字）；

 ● 第二个变量是从站参数地址； 

 ● 第三个变量是传送个数；

 ● 第四个变量是主站参数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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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3  PLC 与 PLC 之间的 MODBUS 协议通信案例

设备描述

现场是一台单尖水磨机，设备结构分为两部分，一部分要一直旋转，一部分为固定不动。机械结

构决定了两个部分的控制必须要分别用一个 PLC 来控制，这样两个 PLC 之间必然要用通信来交

互信号和数据。启动、停止、暂停等信号全部由主机控制。HMI 设置参数都在主机里进行，主机

根据需要把从机参数通过通信写到从机 PLC，机器运行过程中需要实时通信交互信号。

系统框图

Step 1   产品选型

产品名称 产品型号 数量 说明

PLC 主机 H2U-3624MT-XP 1 标准产品

PLC 从机 H2U-3232MTQ 1 标准产品

触摸屏 IT5070T 1 7 寸 HMI

Step 2   硬件接线

主机用 COM 1 口，从机也用 COM1 口。

从机接线端子主机接线端子 

H2U-3624MT-XP-主机 H2U-3232MTQ-从机

4 3 2 1

485+ 485- 485+ 485-
COM2 COM1

4 3 2 1

485+ 485- 485+ 485-
COM0 CO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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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 3    端口设置

      

            主机 PLC COM1 口参数设置                                    从机 PLC COM1 口参数设置

 ┣ PLC 通信端口参数设置解释

• D8126 代表通信协议，用十六进制表示。H20 表示 MODBUS_RTU 主站，H02 表示

MODBUS_RTU 从站；

• D8120 代表通信格式，用十六进制表示。第一位 HEX 是数据格式，H7 表示 8-E-1；第

二位 HEX 是波特率，H9 表示 19200bps；
• D8126：COM1 通信协议设置为 MODBUS-RTU 协议，主站设置为 H20；
• D8120：通信格式设置，包括波特率、数据位、停止位等，详见后图；

• D8121 代表 1：主站站号，K1 表示 1 号站；K2 表示 2 号站。

Step4  PLC 程序

1） 程序设计要求

 ● 将主站的到 D30 起始的连续 4 个字传送到从站 D300 开始的连续 4 个字；

 ● 将从站的到 D100 起始的连续 2 个字读取到主站 D10 开始的连续 2 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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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主机部分通信程序：

MODBUS 指令是通信发送、读写指令 :

 ● 第一个变量用十六进制表示，高 8 位表示从站站号，低 8 位表示通信命令代码（H06
表示写单个字， H10 表示写多个字，H03 表示读单 / 多个字）；

 ● 第二个变量是从站参数地址；

 ● 第三个变量是传送个数；

 ● 第四个变量是主站参数地址。

 ● 第一条通信指令解释：将主站的 D30 写入 2 号站的 D300，连续 4 个字。

 ● 第二条通信指令解释：将从站的 D100 读取到主站的 D10，连续 2 个字。

 ● M8122 是 MODBUS 的通信状态，ON 代表通信中。D0 是通信循环指针，避免了通

信语句堆积。

3） 从机部分通信程序

从站是没有通信指令的，直接使用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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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4  PLC 与 PLC 之间的并联协议、N：N 协议通信案例

设备描述

用 2 个 PLC 的一台水磨机，主机和从机采用并联协议通信，又叫 1:1 通信。还有一台 3 个 PLC
的水磨机采用 N:N 通信，则是一主两从。 

系统框图

1） 1:1 并联设备架构图：

主机 PLC 从机 PLC

1:1并联协议

COM0

COM1或COM2 COM1或COM2

由于主机和从机 PLC 并联通信的数据较少，HMI 分别和每一台 PLC 通信，直接在 HMI 上设置各

自 PLC 的参数。PLC 之间只通信实时性较高的信号和数据。



- 114 -

1

1    PLC的串口通信应用 汇川H1U/H2U-XP系列PLC通信应用手册

通信案例篇

2） N:N 并联设备架构图：

联网的一台 PLC 发出数据，网内的 PLC 都可获取。

N:N 通信各 PLC 之间通信线并联图

主机 PLC 从机 PLC

N:N 并联协议

从机 PLC

N:N 并联协议

COM0

COM1或COM2 COM1或COM2 COM1或COM2

Step1   产品选型

1：1 的两台 PLC：

产品名称 产品型号 数量 说明

PLC 主机 H2U-3624MT-XP 1 标准产品

PLC 从机 H2U-3232MTQ 1 标准产品

触摸屏 IT5070T 1 7 寸 HMI

N：N 的三台 PLC：

产品名称 产品型号 数量 说明

PLC 主机 H2U-3624MT-XP 1 标准产品

PLC 从机 1 H2U-3232MTQ 1 标准产品

PLC 从机 2 H2U-3232MTQ 1 标准产品

触摸屏 IT5070T 1 7 寸 H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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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2    硬件接线

主机用：COM 1 口

从机也用： COM1 口

1） 1:1 通信

从机接线端子主机接线端子 

H2U-3624MT-XP-主机 H2U-3232MTQ-从机

4 3 2 1

485+ 485- 485+ 485-
COM2 COM1

4 3 2 1

485+ 485- 485+ 485-
COM0 COM1

COM2 COM1

COM0

COM0 COM1

COM0

RS485，1:1 并联协议

H2U-XP

主 从

D8126= 50h D 8126=05h

 H2U

2） N:N 通信

从机接线端子主机接线端子 

H2U-3624MT-XP-主机 H2U-3232MTQ-从机

4 3 2 1

485+ 485- 485+ 485-
COM2 COM1

4 3 2 1

485+ 485- 485+ 485-
COM0 COM1

从机接线端子

H2U-3232MTQ-从机

4 3 2 1

485+ 485- 485+ 485-
COM0 COM1

COM2 COM1

COM0

COM0 COM1

COM0

RS485，N:N并联协议

H2U-XP H2U

主 从1

COM0 COM1

COM0

从7

D8126=40h
D8176=K0

H2U

D8126=04h
D8176=K1

D8126=04h
D8176=K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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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3   通信参数设置

1） 通信相关设置

 ┣ 主机 PLC 设置

 ┣ 从机 PLC 设置

由于设置了 1:1 通信，通信的相关设置和数据都被固化了，并联协议因为只有一个从站所以不需

要指定站号。

主站发送（从站接收） 从站发送（主站接收）

普通模式
M8162=0
高速模式
M8162=1

M800~M899
D490~D499

M900~M999
D500~D509

D490~D491 D500~D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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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N:N 通信相关设置

 ┣ 主机 PLC 设置 

 ┣ 从机 1 PLC 参数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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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从机 2 PLC 参数设置

 ┣ 主从 PLC 相关通信的元件和数据如下表

模式 站点号

软元件号

位软元件（M） 字软元件（D）

0 个 4 个

模式 0 
D8178=0 

 
交换数据 

0 个 M 元件 
4 个 D 元件

第 0 号 无 D0 到 D3

第 1 号 无 D10 到 D13

第 2 号 无 D20 到 D23

第 3 号 无 D30 到 D33

第 4 号 无 D40 到 D43

第 5 号 无 D50 到 D53

第 6 号 无 D60 到 D63

第 7 号 无 D70 到 D73

模式 1 
D8178=1 

 
交换数据 

32 个 M 元件 
4 个 D 元件

第 0 号 M1000 到 M1031 D0 到 D3

第 1 号 M1064 到 M1095 D10 到 D13

第 2 号 M1128 到 M1159 D20 到 D23

第 3 号 M1192 到 M1223 D30 到 D33

第 4 号 M1256 到 M1287 D40 到 D43

第 5 号 M1320 到 M1351 D50 到 D53

第 6 号 M1384 到 M1415 D60 到 D63

第 7 号 M1448 到 M1479 D70 到 D73

模式 2 
D8178=2 

第 0 号 M1000 到 M1063 D0 到 D7

第 1 号 M1064 到 M1127 D10 到 D17

第 2 号 M1128 到 M1191 D20 到 D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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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 站点号

软元件号

位软元件（M） 字软元件（D）

0 个 4 个

交换数据

64 个 M 元件

8 个 D 元件

第 3 号 M1192 到 M1255 D30 到 D37

第 4 号 M1256 到 M1319 D40 到 D47

第 5 号 M1320 到 M1383 D50 到 D57

第 6 号 M1384 到 M1447 D60 到 D67

第 7 号 M1448 到 M1511 D70 到 D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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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章     CANLink 总线现场应用

我司 CANLink 总线分为 CANLink1.0、CANLink2.0 和 CANLink3.0，是基于 CAN2.0 总线协议制

定的实时总线应用层协议，运用于汇川技术产品 PLC、变频器、伺服控制器和远程扩展模块各产

品之间进行高速实时数据交互。

 2013 年第 2 季度后，面向市场推广的 CANLink 总线方案以 CANLink3.0 为主。所以案例以

CANLink3.0 总线方案为准，主站必须是 PLC，从站可以是汇川 PLC、MD 变频器、IS 伺服驱动器、

汇川远程控制模块中的一种或者几种。

 § 2.1 CANLink 网络信号连接与布线要求

2.1.1 H1U/H2U CAN 扩展卡接口定义

+24V
CANH

CANL
CGND

1
2

4
5

3

 CANLink 接口引脚定义

管脚号 信号 描述

1 ＋ 24V 外接直流 24V 供电电源正

2 CANH CAN 总线正

3 屏蔽地线，接通信电缆屏蔽层

4 CANL CAN 总线负

5 CGND 外接直流 24V 供电电源负

组成 CANlink 网络时，所有设备的以上五根线均要一一对应连在一起。并且必要时在＋ 24V 和

CGND 间需要外接 24V 直流电源。总线的两端均要加 120 欧姆的 CAN 总线匹配电阻 ( 亦称终端

电阻 )，H1U/H2U 远程扩展卡和 CAN 接口卡均内置了匹配电阻，可通过拨码开关接入或断开。

2.1.2 信号连接

CANlink 接线图如下图所示，设备组网时请按照此正确接线方式进行接线：

120Ω

* CANlink卡内
置跳线可使能

*

CANL CANH

CANH

四芯双绞屏蔽线

CGND
接地线不要和大
功率设备共地

此处屏蔽层不要剥太长

CANL CANHCGND

伺服驱动器

CANL

120Ω

* CANlink卡内
置跳线可使能

*

+24V

带CAN卡的PLC

请根据PLC类型选择相应的CANLink接口卡

从站

CANL CANHCGND +24V

带CAN卡的PLC 或
远程扩展模块

24V电源
+-

主站

CANL CANHCGND

带CAN卡的变频器

从站 从站

【注1】 【注2】

【注1】
请根据变频器类型选择相应的CANLink接口卡【注2】

正确的 CANlink 网络接线



2

- 121 -

2    CANLink总线现场应用汇川H1U/H2U-XP系列PLC通信应用手册

通信案例篇

注：CAN 通信电缆采用屏蔽电缆，推荐型号：RVVP 2×2×0.5。

★敬请注意，如下不正确的连接方法，容易导致通信接口损坏，或工作异常！

1）在各设备 CAN 卡采用 24V 自行供电的情况下，CAN 卡上的 CGND 接线错误：

MD380
变频器

CANlink3.0网络

CANH

CANL

CANH    CANL   CGND

MD380CAN1卡

24V CANH            CANL CGND

H2U/H1U-CAN-BD卡

0V

CANH

CANL

24V
CANH

CANL
H2U/H1U-CAN-BD

               扩展卡

必须与其他设备的CGND端接在一起

勿接到

勿悬空

PLC主站     

+24V

注意：组网中所有设备CGND必须连接在一起！
PLC从站

+24V0V

CGND

接线错误 --CAN 卡上 CGND 接线错误

2）屏蔽层接地 -- 接线错误：

120Ω

* CANlink卡内
置跳线可使能

*

CANL CANH

CANH

四芯双绞屏蔽线

CGND
接地线不要和大
功率设备共地

此处屏蔽层不要剥太长

CANL CANHCGND

伺服驱动器

CANL

120Ω

* CANlink卡内
置跳线可使能

*

+24V

带CAN卡的PLC

请根据PLC类型选择相应的CANLink接口卡

从站

CANL CANHCGND +24V

带CAN卡的PLC 或
远程扩展模块

24V电源
+-

主站

CANL CANHCGND

带CAN卡的变频器

从站 从站

【注1】 【注2】

【注1】
请根据变频器类型选择相应的CANLink接口卡【注2】

接线错误 -- 屏蔽层接地

2.1.3 波特率与通信长度和线缆要求

估算通信线缆总长度，评估线缆质量，各波特率下通信的最大距离和站点数如下图所示，以下数

据采集的条件为线缆必须为双绞线，且带金属屏蔽层，线截面积满足最小线径，所有公共端连接

在一起（不能与电源地接到一起），所有站点可靠接地。

波特率 距离（m） 最小线径（mm2） 最大接入点数

1000Kbps 30 0.3 18
500 Kbps 80 0.3 32
250 Kbps 150 0.3 63
125 Kbps 300 0.5 63
100 Kbps 500 0.5 63
50 Kbps 1000 0.7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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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2  汇川 PLC 与 MD 变频器的 CANLink3.0 通信应用案例

工程描述

本案例是通过汇川 PLC 的 CANLink3.0 总线通信控制变频器的启停和改写频率等功能。从硬件选

型、接线、参数设置、程序等处进行详细描述。

功能要求

   PLC+ 变频器走 CANLink 总线方案在直进式拉丝机得到很好的应用。

   A：现场有 7 台变频器，最远距离 10 米；

   B：通信控制启停；

   C：PLC 根据摆杆反馈值，计算变频器的运行频率，写入变频器；

   D：实时读取变频器运行频率和报警等参数。

设备选型

产品名称 版本 数量 备注

H2U-3624MR-XP（主站） 24138-00000 1 台

H2U-CAN-BD ~ 1 个 插在扩展卡转接口上

MD380T22GB（从站） U73.00 7 台

MD38CAN1 ~ 7 个

PLC 编程软件 V1.30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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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

系统方案

1） CAN 总线拓扑图 

 

 

1
2
3
4

5

1
2
3
4
5

信号名称 功能描述

+24V 外接24V电源正

CANH CAN信号高

大地，接屏蔽层

CANL CAN信号低

CGND 外接24V电源负

引脚号

1#

2# 3# 7# 8#

2） PLC—变频器之间接线图                                                                                 

H1U/H2U-CAN-BD
扩展卡 

MD38CAN1扩展

卡 

24V电源

+24Vcc 0V

+24Vcc CGNDCANH CANL CANHCANLPGND CGND

请注意：

① PLC 上 CAN 卡的地指的是 CGND 端，变频器上 CAN 卡的地指的是 CGND 端。

② CAN 网络中所有设备的地需要连接起来。

③ 通信线缆选用屏蔽双绞线，并且通信线缆不能与动力线并行走线。

④ CAN 网络的连线采用串联模式，参考 2.6 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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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设置

1） PLC 侧通信设置

ON

1 2 3 4 5 6 7 8

CAN 卡的拨码开关定义如下表：

拨码号 信号 状态 描述

1 地址线 A1 ON

此六位拨码开关由高到低组合成一个六位二进制数字，用来标识

本机站号（还可以通过 D 元件设置站号）。“ON”表示 1，“OFF”
表示 0。按以下方式组合：A6 A5 A4 A3 A2 A1。
比如 A5，A4 都为 ON，其它位为 OFF，即二进制地址为：

011000，即 16 进制为 h18，转换为十进制为 K24，代表本机

CAN 地址站号为＃ 24。

2 地址线 A2 OFF

3 地址线 A3 OFF

4 地址线 A4 OFF

5 地址线 A5 OFF

6 地址线 A6 OFF

7 波特率 B1 OFF
OFF：高速模式，波特率 500Kbps，ON：低速模式，波特率

100Kbps（主站由 CAN 配置表设定）

8 匹配电阻 C1 ON 若拨码开关为 ON，表示接入 120 欧姆的终端匹配电阻，否则断开

① 根据现场的通信距离和节点数，CAN 网络波特率选用 500Kbps。

  PLC 作为主站，地址设为 1 号站，并拨上终端电阻。所以拨码开关拨为 C1 B1 A6 A5 A4 A3 
A2 A1 = 10000001（1 代表 ON,0 代表 OFF）。

  注：主站上的波特率由 CAN 配置表设定。

2） MD380 上设置

功能码 名称 状态 描述

FP-01 参数初始化 1 延时重启

F0-01 1 电机控制方式 0 SVC

F0-02 命令源选择 2 通信命令通道

F0-03 主频率源 X 选择 9 通信给定

Fd-00 通信波特率 5005 CANLink：500

Fd-02 本机地址 2 通信地址，不能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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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码 名称 状态 描述

J2 跳线 匹配电阻
2#~7#短接 2、3 引脚 无终端电阻

白色圆点为 1 引脚
8#短接 1、2 引脚 有终端电阻

① 总线的波特率选用 500Kbps；

② 从站地址分别由近及远设为 2~8，不允许重复；

③ 最远端 8#变频器跳线短接在 1~2 引脚上，接入终端电阻；

④    2#~7#站变频器跳线短接 2~3 引脚，不接入终端电阻；

注：伺服在设置参数之前，需要参数初始化。

3） 主站程序详解

 ┣ CAN 通信地址分配

地址 注释 地址 注释

D100 2#命令源待发 M100 2#通信触发条件

D101 3#命令源待发 M101 3#通信触发条件

D102 4#命令源待发 M102 4#通信触发条件

D103 5#命令源待发 M103 5#通信触发条件

D104 6#命令源待发 M104 6#通信触发条件

D105 7#命令源待发 M105 7#通信触发条件

D106 8#命令源待发 M106 8#通信触发条件

D110 2#频率源待发 D120 2#运行频率接收

D111 3#频率源待发 D121 3#运行频率接收

D112 4#频率源待发 D122 4#运行频率接收

D113 5#频率源待发 D123 5#运行频率接收

D114 6#频率源待发 D124 6#运行频率接收

D115 7#频率源待发 D125 7#运行频率接收

D116 8#频率源待发 D126 8#运行频率接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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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 注释 地址 注释

D130 2#变频故障接收 M110 2#通信故障

D131 3#变频故障接收 M111 3#通信故障

D132 4#变频故障接收 M112 4#通信故障

D133 5#变频故障接收 M113 5#通信故障

D134 6#变频故障接收 M114 6#通信故障

D135 7#变频故障接收 M115 7#通信故障

D136 8#变频故障接收 M116 8#通信故障

 ┣ 主站 MAIN 程序

Step1    启动运行

• 启动程序语句

事件触发，当事件 M100 触发时，CAN 配置表会将 D100 写入 MD380 的 H2000 地址中。

注：①条件 M100 在程序中用 SET 置位，不需复位；② 变频器地址 H2000：命令码（1= 正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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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2   自由停机

 停止程序语句

触发方式选择事件触发。当事件 M100 触发时，CAN 配置表会将 D100 写入 MD380 的 H2000 地

址中。

注：① 条件 M100 在程序中用 SET 置位，不要复位。② 变频器地址 H2000：命令码（5= 自由停机）

Step3   频率源写入

频率写入程序语句

因为频率实时变化，触发方式选用时间触发。每隔 20ms，CAN 配置表会将 D110 的数据发送到

MD380 的 H1000 中。

注：变频器地址 H1000：频率写入（写入值 =（实际频率 *10000）/ 最大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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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4   运行频率读取

运行频率读取程序语句

运行频率读取是实时的，触发方式选用时间触发。每隔 50ms，CAN 配置表会将 MD380 中

H1000 的数据读取到 PLC 的 D120 中。

注：变频器地址 H1001：频率读取（读取值 =（实际频率 /100）。

Step5   变频器运行状态读取

告警读取程序语句

运行频率读取是实时的，触发方式选用时间触发。每隔 500ms，CAN 配置表会将 MD380 中

H8000 的数据读取到 PLC 的 D130 中。

注：① 变频器地址 H8000：告警功能码（0= 运行正常）；② 3#~8#变频器的程序与 2#变频器的程序雷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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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站 CAN 配置

Step1   进入配置界面

双击 AutoShop 界面左侧“工程管理”栏下的“CAN 网络配置”。进入“CANLink3.0 配置向导”

界面。

2）波特率：500Kps 3）网络心跳

4）站号1）双击                      

Step2   配置主站参数

配置主站的参数有：波特率 =500Kps、网络心跳 =500ms、主站号 =1。然后点击“下一步”。

注：主站站号要与拨码开关设定的站号一致，否则配置表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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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3   配置从站参数

1）从站类型：MD（变频器）

 2）从站号=2

 3）状态码寄存器=D3000
       网络启停元件=M3000

 4）配置管理

配置从站的参数有：站号、网络启停M（控制本站网络启停）；状态码寄存器D（反馈本站网络状态）；

然后点击“添加”。

设置过程中可以删除和修改，但是不能修改“从站类型”。设置完成后，点击“完成”。

注：① 3#、4#……8#同样设置方法；

       ② 网络启停 M：M=ON，网络启动（默认值），M=OFF，网络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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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4   配置通信参数

 双击任何一条，
均可以配置当前
站发往其它站的

通讯数据

双击任何一条，均可以配置当前站发往其它站的通信数据。

 ┣    主站发送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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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发送配置”菜单框下逐条配置：触发方式、触发条件、发送站 S1、发送寄存器 S2、接受站

D1、接受寄存器 D2、寄存器个数 N。

注：变频器的寄存器接收地址编号常用 16 进制，如 F0-10 必须转换成 HF00A。

“接受配置”和“同步写”本案例中不用配置。

注：① 发送配置的含义：将 S1 号站的 S2 的值发送到 D1 号站的 D2 内，连续发送 N 个字。

       ② 事件发送：程序中的 M 为 ON，发送改配置，完成后复位 M。

            时间发送：每个设定的时间间隔发送一次配置。

       ③ 变频器的接收寄存器 D2 编号常用 16 进制，如 F0-10 必须转换成 HF00A，闪存地址 H000A。

 ┣   从站发送配置

从站发送配置的方法 与同主站发送配置设置一致。                   

注：3#~8#从站发送配置设置与 2#配置设置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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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

主站 CAN 网络监控

PLC 运行时，可以启动网络监控， 查看“在线状态”、“网络负载”和“心跳负载”，网络负载

必须控制在 75% 以内，心跳负载在 10% 以内。

网络负载过高处理办法：

① 事件触发：减少配置条数，相近的参数可以增加寄存器个数；

② 时间触发：除了与事件触发相同的处理办法外，还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增大触发条件时间值。

                    心跳负载过高处理办法：增大网络心跳时间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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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主站监控从站网络状况

主站监控从站的状态，D7802 是 2#站的状态，D7803 是 3#站的状态，以此类推。

寄存器 定义 备注

D7800 主站状态 从站监控主站状态

D7801 1 号站状态

主站监控各从站状态，与主站站号对应的寄存器无意义。
如主站号是 7，那么 D7807 无意义。

D7802 2 号站状态

D7803 3 号站状态

D7804 4 号站状态

…… ……

D7861 61 号站状态

D7862 62 号站状态

D7863 63 号站状态

D78xx 值 定义

0 无该站或该寄存器未定义

1 主站专用，用户有配置该站，但主站检测不到该站在网

2 该站正常

5 该站掉站

总结

  PLC 通过 CANLink 总线通信控制变频器方案的优点：

1） 与模拟量输出控制相比：节省成本，提高精度，可扩展性强；

2） 同 MODBUS 协议相比：提高抗干扰能力，提高通信速度；

3） 同其它品牌总线相比：节省成本，使用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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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3  汇川 PLC 与 IS 伺服的 CANLink3.0 通信应用案例

工程描述

本案例是通过汇川 PLC 的 CANLink3.0 总线通信控制 IS 伺服实现回原点动和多段位置等功能。

从硬件选型、接线、参数设置、程序等处进行详细描述。

功能要求

PLC+IS620P 伺服通过走 CANLink 总线通信控制 620P 伺服的方案在电子非标行业广泛应用。现

场要求。

   A：现场有 3 台 IS620P 伺服驱动器，最远距离 5 米；

   B：实现点动控制、速度控制和扭矩控制，回原点和位置控制；

   C： 通信读取伺服报警、以及故障清除和伺服当前位置等信息。

  

设备选型

产品名称 版本 数量 备注

H2U-3624MR-XP（主机） 24138-00000 1 台

H2U-CAN-BD ~ 1 个 插在扩展卡转接口上

IS620PT026I- C（从站） 后缀—C 3 台 X/Y/Z 轴

PLC 编程软件 V1.30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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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方案及通信接线

1） CAN 总线拓扑图

 1#

2# 3# 4#

针脚号 信号名称

1 CANH
2 CANL

3 CGND

4
5

6

RS485+

7

8

RS485-
RS232-TXD

RS232-RXD

GND
9 PE

功能描述

CAN通信端口

CAN通信地

RS485通信端口

RS232发送端
与上位机的接收端连接

GND
屏蔽

RS232接收端
与上位机的发送端连接

1

2

3

4

5

1
2
3

4
5

信号名称 功能描述

+24V 外接24V电源正

CANH CAN信号高

大地，接屏蔽层

CANL CAN信号低

CGND 外接24V电源负

引脚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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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

2） PLC 与伺服接线图

H1U/H2U-CAN-BD
扩展卡 伺服620P

24V电源

+24V 0V

+24V CANH CANL CANHCANL CGNDCGND

注：

① PLC 上 CAN 卡的地指的是 CGND 端，伺服驱动器上 CAN 卡的地指的是 CGND 端；

② CAN 网络中所有设备的地需要连接起来；

③ 通信线缆选用屏蔽双绞线，并且通信线缆不能与动力线并行走线；

④ 伺服 CN3（或者 CN4）端与 PLC 通信线推荐型号：S62-L-T02-2.0；

⑤ CAN 网络的连线采用串联模式，参考 2.6 附录。

3） 伺服与伺服之间接线表：

伺服 CN3 或者 CN4 伺服 CN3 或者 CN4

伺服 CN3 或者 CN4 伺服 CN3 或者 CN4

1 脚（CANH） 1 脚（CANH）

2 脚（CANL） 2 脚（CANL）

3 脚（CGND） 3 脚（CGND）

 注：① 伺服 CN3（或者 CN4）端之间通信线推荐型号：S62-L-T01-0.3；

        ② 伺服的 CN3 与 CN4 是同一通信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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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设置

1） PLC 侧通信设置

ON

1 2 3 4 5 6 7 8

PLC 上的 CAN 通信卡拨码开关定义如下表：

拨码号 信号 状态 描述

1 地址线 A1 ON

此六位拨码开关由高到低组合成一个六位二进制数字，用来标识本
机站号（还可以通过 D 元件设置站号）。“ON”表示 1，“OFF”
表示 0。按以下方式组合：A6 A5 A4 A3 A2 A1。
比如 A5，A4 都为 ON，其它位为 OFF，即二进制地址为：
011000，即 16 进制为 h18，转换为十进制为 K24，代表本机 CAN
地址站号为＃ 24。

2 地址线 A2 OFF

3 地址线 A3 OFF

4 地址线 A4 OFF

5 地址线 A5 OFF

6 地址线 A6 OFF

7 波特率 B1 OFF OFF：高速模式，波特率 500Kbps，ON：低速模式，波特率
100Kbps

8 匹配电阻 C1 ON 若拨码开关为 ON，表示接入 120 欧姆的终端匹配电阻，否则断开

① 根据现场的通信距离和节点数，CAN 网络波特率选用 500Kbps。

② PLC 作为主站，地址设为 1 号站，并拨上终端电阻。所以拨码开关拨为 C1 B1 A6 A5 A4 A3 
A2 A1 = 10000001（1 代表 ON，0 代表 OFF）

注：主站上的波特率由 CAN 配置表设定。

2） IS620P 侧通信参数设置

H02.31 1 =1，参数初始化 延时重启

H0C.00 2 站号 -

H0C.08 5-500K 波特率 -

① 总线的波特率选用 500Kbps；

② 从站地址分别为 2#、3#、4#，不允许重复；

③ 最远端 4#伺服的 CN3 或者 CN4 接入终端电阻（阻值 120 欧）. 推荐型号：S62-L-T03-0.0

注：1、伺服在设置参数之前，需要参数初始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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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IS620P 其它参数设置

参数 设置值 说明 备注

H03.10 0 S/ON 取消 移至虚拟端

H04.02 0 位置到达 取消 移至虚拟端

H04.04 0 零速输出 取消 移至虚拟端

H04.06 0 报警显示 取消 移至虚拟端

H05.00 2 多段位置

H05.30 1 原点使能模式

H05.32 0rpm~3000rpm 原点回归速度 根据实际需要设定

H05.33 0rpm~1000rpm 原点回归爬行速度 根据实际需要设定

H0C.09 1 VDI 允许

H0C.11 1 VDO 允许

H11.04 1 绝对定位

H17.00 1 S/ON VDI1

H17.02 18 正向点动 VDI2

H17.04 19 反向点动 VDI3

H17.06 28 多段位置使能 VDI4

H17.08 32 原点回归使能 VDI5

H17.33 3 零速信号 VDO1

H17.35 5 位置到达 VDO2

H17.37 11 报警输出 VDO3

① PLC 用 CAN 总线控制伺服，常用的手段是让伺服运行多段位置。

② 伺服上的外部 I/O 改用虚拟 I/O，考虑到现场的安全性，将限位信号和原点信号仍用外部接线。

外部接线端使用默认的，可以参照 IS620P 伺服手册。

 注：3 个伺服的参数设置基本一致，除通信站号以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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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主站 MAIN 程序

 ┣ VDI 控制

上述程序，M0~M4 写入 D100，通过 CAN 总线通信传送到伺服，与虚拟端 VDI1~VDI5 一一对应。

VDI VDI 1 VDI 2 VDI 3 VDI 4 VDI 5

H17 组 H17.00=1 H17.02=18 H17.04=19 H17.06=28 H17.08=32

H31.00 Bit0 Bit1 Bit2 Bit3 Bit4

D100 Bit0 Bit1 Bit2 Bit3 Bit4

M 点 M0 M1 M2 M3 M4

解释 s-on 正向点动 反向点动 多段位置使能 原点回归使能

主站发送配置的触发方式是时间触发，每隔 10ms 发送一次，将主站寄存器 D100 的数据发送到

从站的 H3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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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VDO 状态读取

上述程序中，通过 CAN 总线将 H17-32 的值读取到 D110，再写入 M10~M17，与 VDO 的状态

一一对应。

VD0 VD0 1 VD0 2 VD0 3
H17 组 H17.33=1 H17.35=18 H17.37=19
H17.32 Bit0 Bit1 Bit2
D110 Bit0 Bit1 Bit2
M 点 M10 M11 M12
解释 零速信号 位置到达 故障报警

从站的发送配置的触发方式是时间触发，每隔 10ms 发送一次，将从站的将 H17-32 发送到主站

的 D110。

 ┣ 状态判断

M11 是伺服上 H31-02 的状态，即位置到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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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速度与位置写入

     上述程序，D101 是运行转速，D102 是绝对定位的目标位置。

H11.12  (32bit) H11.14   （16bit）
（D103，D102） D104

位置量（指令单位） 转速 （rpm）

主站发送配置的触发方式是事件触发，当触发条件 M100 为 ON 时，将主站的 (D103，D102) 和
D104 分别发送到从站的 H11-12 和 H11-14，发送完成后，自动复位 M100。

注：一条配置最多发送连续的 4 个 D 软元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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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

 ┣  速度与位置写入

从站发送配置的触发方式是时间触发，每隔 100ms，将从站的（D08，D07）的值发送到主站的

（D113，D112）内。

DMOV 指令将（D113，D112）拷贝到（D211，D210）。

温馨提示：

① 任何站的接收数据不要直接使用，用 MOV（DMOV）指令拷贝到另一数据区再使用。否则，

可能导致程序中该地址数据值错误。

举例；（D113，D112）不能直接在程序中使用，先拷贝到 (D211，D210), 后续程序中用 (D211，
D210)。

② 另外 2 个伺服的程序思路与上述① ~ ⑥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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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主站 CAN 网络配置

Step1   进入配置界面

双击 AutoShop 界面左侧“工程管理”栏下的“CAN 网络配置”。进入“CANLink3.0 配置向导”

界面。

2）波特率：500Kps 3）网络心跳

4）站号1）双击

Step2   配置主站参数

 配置主站的参数有：波特率 =500Kps、网络心跳 =500ms（默认值）、主站号 =1。然后点击“下

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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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3   配置从站参数

1）从站类型：IS（伺服）

 2）从站号=2

 3）状态码寄存器=D3000
       网络启停元件=M3000

 4）点击“添加”

       同样方法配置3~4号站点

配置从站的参数有：站号、网络启停M（控制本站网络启停）、状态码寄存器D（反馈本站网络状态）。

然后点击“添加”。

设置过程中可以删除和修改，但是不能修改“从站类型”，设置完成后，点击“完成”。

注：① 3#、4#同样设置方法。

       ② 网络启停 M：M=ON，网络启动（默认值），M=OFF，网络关闭。



2

- 146 -

2    CANLink总线现场应用 汇川H1U/H2U-XP系列PLC通信应用手册

通信案例篇

Step4   配置通信参数

双击任何一条，
均可以配置当前
站发往其它站的

通讯数据

双击任何一条，均可以配置当前站发往其它站的通信数据。

 ┣  主站发送配置：

在“发送配置”菜单框下逐条配置：触发方式、触发条件、发送站 S1、发送寄存器 S2、接受站

D1、接受寄存器 D2、寄存器个数 N。“接受配置”和“同步写”本案例中不用。

注：① 发送配置的含义：将 S1 号站的 S2 的值发送到 D1 号站的 D2 内，连续发送 N 个字。

       ② 事件发送：程序中的 M 为 ON，发送改配置，完成后复位 M。

           时间发送：每个设定的时间间隔发送一次配置。

       ③ 伺服的接收寄存器 D2 编号常用 16 进制，如 H11-14 必须转换成 H110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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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

 ┣ 从站发送配置

从站发送配置的方法与主站发送配置设置雷同。                   

注：① 3#、4#从站发送配置设置与 2#一致。

       ② 伺服的发送寄存器 S2 编号常用 16 进制，如 H17-32 必须转换成 H17-20。

6） 主站网络运行监控

PLC 运行时，可以启动网络监控， 查看“在线状态”、“网络负载”和“心跳负载”，网络负载

必须控制在 75% 以内，心跳负载在 10% 以内。  

网络负载过高处理办法：

① 事件触发：减少配置条数，相近的参数可以增加寄存器个数；

② 时间触发：除了与事件触发相同的处理办法外，还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增大触发条件时间值。

心跳负载过高处理办法：增大网络心跳时间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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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主站检测从站网络状态

D7802 是 2#站的状态，D7803 是 3#站的状态，以此类推。

寄存器 定义 备注

D7800 主站状态 从站监控主站状态

D7801 1 号站状态

主站监控各从站状态，与主站站号对应的寄
存器无意义。如主站号是 7，那么 D7807 无
意义。

D7802 2 号站状态

D7803 3 号站状态

D7804 4 号站状态

…… ……

D7861 61 号站状态

D7862 62 号站状态

D7863 63 号站状态

D78xx 值 定义

0 无该站或该寄存器未定义

1 主站专用，用户有配置该站，但主站检测不到该站在网

2 该站正常

5 该站掉站

总结

PLC 通过 CANLink 总线通信控制伺服方案的优点：

① 与发脉冲控制伺服相比：

 ◆解决 PLC 高速输出点不够的问题。

 ◆避免现场干扰导致脉冲丢失的问题。

 ◆方案可拓展性强。

② 同 MODBUS 协议相比：

 ◆提高抗干扰能力，提高通信速度。

③ 同其它品牌总线相比

 ◆节省成本，使用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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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4  PLC 与远程模块的 CANLink3.0 通信应用

案例一：PLC 与远程 I/O 总线通信案例

工程描述

本案例是通过 PLC 的 CANLink3.0 总线刷新远程 I/O 模块上的输入输出，并从硬件选型、接线、

参数设置、程序等处进行详细描述。

功能要求

PLC+ 远程 I/O 模块走 CANLink 总线方案在立体车库上得到很好应用。立体车库上的输入输出点

以层为单位分散排布，每层一组远程 I/O模块，所以楼层模块以总线通信方式与主机相连。接线简单、

整体方案经济、故障排查方便。

   A：现场是 5 层 4 列立体车库，最远 15 米，总 12 站；

   B：实时刷新模块上的输入输出点；

   C：主站反聩从站（远程 I/O 模块）的通信状态。

设备选型

产品名称 版本 数量 备注

H1U-1614MR-XP（主机） 26139-0000 1 台

H1U-CAN-BD ~ 1 个 插在扩展卡转接口上

H2U-0016ERDR 51210 5 台

H2U-1600ENDR 51210 5 台

H2U-0808ERDR 51210 1 台

PLC 编程软件 V1.30 以上



2

- 150 -

2    CANLink总线现场应用 汇川H1U/H2U-XP系列PLC通信应用手册

通信案例篇

NOTE

系统方案以及通信接线图

1） CAN 总线拓扑图： 

1
2
3
4

5

1
2
3
4
5

信号名称 功能描述

+24V 外接24V电源正

CANH CAN信号高

大地，接屏蔽层

CANL CAN信号低

CGND 外接24V电源负

引脚号 1
2
3
4

5

1
2
3
4
5

信号名称 功能描述

+24V 外接24V电源正

CANH CAN信号高

大地，接屏蔽层

CANL CAN信号低

CGND 外接24V电源负

引脚号

12# 7# 2#
1#

2） PLC 与远程模块接线图：

+24V CANH CANL

H1U/H2U-CAN-BD
扩展卡 

远程模块CAN卡

24V电源

+24V 0V

+24V CANH CANL CGND CGND

请注意：

① PLC 上 CAN 卡的地指的是 CGND 端，远程模块上 CAN 卡的地指的是 CGND 端；

② CAN 网络中所有设备的地需要连接起来；

③ 通信线缆选用屏蔽双绞线，并且通信线缆不能与动力线并行走线；

④ CAN 网络的连线采用串联模式，参考 2.6 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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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设置

1） PLC 侧通信设置：

ON

1 2 3 4 5 6 7 8

PLC 上 CAN 通信卡拨码开关定义如下：

拨码号 信号 状态 描述

1 地址线 A1 ON

此六位拨码开关由高到低组合成一个六位二进制数字，用来标识本
机站号（还可以通过 D 元件设置站号）。“ON”表示 1，“OFF”
表示 0。按以下方式组合：A6 A5 A4 A3 A2 A1。
比如 A5，A4 都为 ON，其它位为 OFF，即二进制地址为：
011000，即 16 进制为 h18，转换为十进制为 K24，代表本机 CAN
地址站号为＃ 24。

2 地址线 A2 OFF

3 地址线 A3 OFF

4 地址线 A4 OFF

5 地址线 A5 OFF

6 地址线 A6 OFF

7 波特率 B1 OFF OFF：高速模式，波特率 500kbps，ON：低速模式，波特率
100kbps

8 匹配电阻 C1 ON 若拨码开关为 ON，表示接入 120 欧姆的终端匹配电阻，否则断开

① 根据现场的通信距离和节点数，CAN 网络波特率选用 500Kbps。

② PLC 作为主站，地址设为 1 号站，并拨上终端电阻。所以拨码开关拨为 C1 B1  A6 A5 A4 A3 
A2 A1 = 10000001（1 代表 ON,0 代表 OFF）。

注：主站上的波特率由 CAN 配置表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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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

2） 远程 I/O 模块上 CAN 通信卡拨码开关定义：

ON

1 2 3 4 5 6 7 8

远程 I/O 模块上 CAN 通信卡拨码开关定义如下：

拨码号 信号 状态 描述

1 地址线 A1 OFF
此六位拨码开关由高到低组合成一个六位二进制数字，用来标识本机站号（还可

以通过 D 元件设置站号）。“ON”表示 1，“OFF”表示 0。按以下方式组合： 
A5 A4 A3 A2 A1。

比如 A5，A4 都为 ON，其它位为 OFF，即二进制地址为：11000，即 16 进制为

h18，转换为十进制为 K24，代表本机 CAN 地址站号为＃ 24。

2 地址线 A2 ON

3 地址线 A3 OFF

4 地址线 A4 OFF

5 地址线 A5 OFF

6 波特率 B1 OFF B2 B1 组成两位二进制，00=500kbps，
01=250kbps，10=100kbps，11=50kbps7 波特率 B2 OFF

8 匹配电阻 C1 ON 若拨码开关为 ON，表示接入 120 欧姆的终端匹配电阻，否则断开

请注意：

       ① B2 B1 组成模块的波特率，CAN 网络波特率选用 500kbps；

       ② 从站地址分别为 2#、3#……12#，不允许重复；

       ③ 最远端 12#远程模块需要接入终端电阻（阻值 120 欧），即将 C1 拨为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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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主站程序详解：

 ┣ CAN 通信地址分配

地址 注释 地址 注释

D2 2#输入点状态接收 D7 7#输出点控制待发

D3 3#输入点状态接收 D8 8#输出点控制待发

D4 4#输入点状态接收 D9 9#输出点控制待发

D5 5#输入点状态接收 D10 10#输出点控制待发

D6 6#输入点状态接收 D11 11#输出点控制待发

D12 12#输入点状态接收 D13 12#输出点控制待发

 ┣ 主站 MAIN 程序

• H2U-1600ENDR 模块输入点刷新

 Step1   主站 PLC CAN 卡识别

主站 PLC 是 H1U，所以需要程序识别 CAN。

Step2   H2U-1600ENDR 输入刷新

H2U-1600ENDR 的 BFM#0 定义：

BFM#0 Bit15 Bit14 ..... Bit8 Bit7 ..... Bit2 Bit1 Bit0

输入 X17 X16 ..... X10 X7 ..... X2 X1 X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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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站 CAN 发送配置表将 BFM#0 区内容传送到主站 D2 上，然后拷贝到 K4M100。

输入 X17 X16 .... X10 X7 ..... X2 X1 X0

BFM#0 Bit15 Bit14 .... Bit8 Bit7 ..... Bit2 Bit1 Bit0

D2 Bit15 Bit14 .... Bit8 Bit7 ..... Bit2 Bit1 Bit0

K4M100 M115 M114 、、、、 M108 M107 、、、、 M102 M101 M100

• H2U-0016ERDR 模块输出点刷新

H2U-0016ERDR 的 BFM#0 区定义：

BFM#0 Bit15 Bit14 ..... Bit8 Bit7 ..... Bit2 Bit1 Bit0

输出 Y17 Y16 ..... Y10 Y7 ..... Y2 Y1 Y0

注意：CANlink3.0 的网络心跳时间需小于 BFM#5 的设定值（51210 版本的软件中，BFM#5 的默认值为

500ms，51210 以上版本的 BFM#5 默认值为 1250ms）。

主站 CAN 发送配置将 PLC 的 D7 传送到模块的 BFM#0 区上。

K4M200 M215 M214 、、、、 M208 M207 、、、、 M202 M201 M200

D7 Bit15 Bit14 .... Bit8 Bit7 ..... Bit2 Bit1 Bit0

BFM#0 Bit15 Bit14 .... Bit8 Bit7 ..... Bit2 Bit1 Bit0

输出 Y17 Y16 .... Y10 Y7 ..... Y2 Y1 Y0



2

- 155 -

2    CANLink总线现场应用汇川H1U/H2U-XP系列PLC通信应用手册

通信案例篇

Step1   H2U-0808ERDR 模块输出点刷新

H2U-0808ERDR 的 BFM#0 区、BFM#1 区定义：

BFM#0 Bit7 Bit6 Bit5 Bit4 Bit3 Bit2 Bit1 Bit0

输入 X7 X6 X5 X4 X3 X2 X1 X0

BFM#1 Bit7 Bit6 Bit5 Bit4 Bit3 Bit2 Bit1 Bit0

输出 Y7 X6 Y5 Y4 Y3 Y2 Y1 Y0

从站 CAN 发送配置将模块的 BFM#0 传送到 PLC 的 D12，然后拷贝到 K4M300。

输入 X7 X6 X5 X4 X3 X2 X1 X0

BFM#0 Bit7 Bit6 Bit5 Bit4 Bit3 Bit2 Bit1 Bit0

D12 Bit7 Bit6 Bit5 Bit4 Bit3 Bit2 Bit1 Bit0

K4M300 M307 M306 M305 M304 M303 M302 M301 M300

主站 CAN 发送配置 PLC 的 D13 传送到模块的 BFM#1 区。

K4M300 M327 M326 M325 M324 M323 M322 M321 M320

D13 Bit7 Bit6 Bit5 Bit4 Bit3 Bit2 Bit1 Bit0

BFM#1 Bit7 Bit6 Bit5 Bit4 Bit3 Bit2 Bit1 Bit0

输出 Y7 X6 Y5 Y4 Y3 Y2 Y1 Y0

注：3#~12#站的程序思路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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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主站 CAN 网络配置：

Step1  进入配置界面

双击 AutoShop 界面左侧“工程管理”栏下的“CAN 网络配置”。进入“CANLink3.0 配置向导”

界面。

2）波特率：500Kps 3）网络心跳

4）站号1）双击

Step2   配置主站参数

主站配置的参数有：波特率 =500Kps、网络心跳 =500ms（默认值）、主站号 =1。然后点击“下

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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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3   配置从站参数

1）从站类型：NTCM（非温控）

 2）从站号

 3）状态码寄存器=D3000
       网络启停元件=M3000

 4）点击“添加”

       同样方法配置3~12号站点

配置从站的参数有：站号、网络启停M（控制本站网络启停）、状态码寄存器D（反馈本站网络状态）。

然后点击“添加”。

设置过程中可以删除和修改，但是不能修改“从站类型”。设置完成后，点击“完成”。

注：① 3#……12#同样设置方法。

       ② 网络启停 M：M=ON，网络启动（默认值），M=OFF，网络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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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4   配置通信参数

双击任何一条，
均可以配置当前
站发往其它站的

通讯数据

   

双击任何一条，均可以配置当前站发往其它站的通信数据。

 ┣  主站发送配置

在“发送配置”菜单框下逐条配置：触发方式、触发条件、发送站 S1、发送寄存器 S2、接受站

D1、接受寄存器 D2、寄存器个数 N。“接受配置”和“同步写”本案例中不用。

注：① 发送配置的含义：将 S1 号站的 S2 的值发送到 D1 号站的 D2 内，连续发送 N 个字。

       ② 事件发送：程序中的 M 为 ON，发送改配置，完成后复位 M。

           时间发送：每个设定的时间间隔发送一次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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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从站发送配置

从站发送配置的方法与主站发送配置设置一致。

注：3#……12#从站发送配置设置与 2#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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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

5） 主站网络运行监控

PLC 运行时，可以启动网络监控， 查看“在线状态”、“网络负载”和“心跳负载”，网络负载

必须控制在 75% 以内，心跳负载在 10% 以内。  

网络负载过高处理办法：

①事件触发：减少配置条数，相近的参数可以增加寄存器个数。

②时间触发：除了与事件触发相同的处理办法外，还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增大触发条件时间值。

心跳负载过高处理办法：增大网络心跳时间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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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主站检测从站网络

   D7802 是 2#站的状态，D7803 是 3#站的状态，以此类推。

寄存器 定义 备注

D7800 主站状态 从站监控主站状态

D7801 1 号站状态

主站监控各从站状态，与主站站号对应的寄存器无意义。

如主站号是 7，那么 D7807 无意义。

D7802 2 号站状态

D7803 3 号站状态

D7804 4 号站状态

…… ……

D7861 61 号站状态

D7862 62 号站状态

D7863 63 号站状态

D78xx 值 定义

0 无该站或该寄存器未定义

1 主站专用，用户有配置该站，但主站检测不到该站在网

2 该站正常

5 该站掉站

总结

PLC 通过 CANLink 总线通信刷新输入输出模块方案的优点：

与本地模块相比相比：◆ 较远距离接收信号，减少干扰和衰减。

                                   ◆ 较远距离控制外围设备，减少布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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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二：PLC 与远程模块总线通信案例

工程描述

本案例是 PLC 通过 CANLink3.0 总线通信采集远程模拟量输入通道值，以及控制输出通道输出值。

并从硬件选型、接线、参数设置、程序等处进行详细描述。

功能要求

复绕机是金属加工业的辅助设备，其作用是：将大卷的金属丝重新绕成小卷圆筒的金属丝，然后

对外出售。该设备上使用了我司 CANLink 总线方案，张力传感器接入远程模拟量输入模块，使用

CANLink 通信连接 PLC，PLC 为 H1U-XP。

   A：现场 1 台模拟量模块。距离不超过 10M

   B：实时采集远程模块模拟量通道值

   C：主站反聩从站（远程 I/O 模块）的通信状态

设备选型

产品名称 版本 数量 备注

H1U-1614MR-XP（主站） 26139-0000 1 台

H1U-CAN-BD ~ 1 个 插在扩展卡转接口上

H2U-4ADR 51210-00000 1 台

PLC 编程软件 V1.30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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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

系统方案及通信接线

1） CAN 总线拓扑图： 

H2U-4AD H1U-1614MR-XP

1
2
3
4

5

1
2
3
4
5

信号名称 功能描述

+24V 外接24V电源正

CANH CAN信号高

大地，接屏蔽层

CANL CAN信号低

CGND 外接24V电源负

引脚号 1
2
3
4

5

1
2
3
4
5

信号名称 功能描述

+24V 外接24V电源正

CANH CAN信号高

大地，接屏蔽层

CANL CAN信号低

CGND 外接24V电源负

引脚号

2） PLC 与远程模块接线图：

+24V CANH CANL

H1U/H2U-CAN-BD
扩展卡 

远程模块CAN卡

24V电源

+24V 0V

+24V CANH CANL CGND CGND

请注意：

① PLC 上 CAN 卡的地指的是 CGND 端，远程模块上 CAN 卡的地指的是 CGND 端；

② CAN 网络中所有设备的地需要连接起来；

③ 通信线缆选用屏蔽双绞线，并且通信线缆不能与动力线并行走线；

④ CAN 网络的连线采用串联模式，参考 2.6 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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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设置

1） PLC 侧通信设置：

    

ON

1 2 3 4 5 6 7 8

PLC 上 CAN 通信卡拨码开关定义：

拨码号 信号 状态 描述

1 地址线 A1 ON

此六位拨码开关由高到低组合成一个六位二进制数字，用来标识本
机站号（还可以通过 D 元件设置站号）。“ON”表示 1，“OFF”
表示 0。按以下方式组合：A6 A5 A4 A3 A2 A1。

比如 A5，A4 都为 ON，其它位为 OFF，即二进制地址为：
011000，即 16 进制为 h18，转换为十进制为 K24，代表本机 CAN
地址站号为＃ 24。

2 地址线 A2 OFF

3 地址线 A3 OFF

4 地址线 A4 OFF

5 地址线 A5 OFF

6 地址线 A6 OFF

7 波特率 B1 OFF OFF：高速模式，波特率 500Kbps，ON：低速模式，波特率
100Kbps。

8 匹配电阻 C1 ON 若拨码开关为 ON，表示接入 120 欧姆的终端匹配电阻，否则断开

① 根据现场的通信距离和节点数，CAN 网络波特率选用 500Kbps。

② PLC 作为主站，地址设为 1 号站，并拨上终端电阻。所以拨码开关拨为 C1 B1  A6 A5 A4 A3 
A2 A1 = 10000001（1 代表 ON,0 代表 OFF）

注：主站上的波特率由 CAN 配置表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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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

2） 远程模拟量模块侧设置：

ON

1 2 3 4 5 6 7 8

远程模拟量模块上 CAN 通信卡拨码开关定义：

拨码号 信号 状态 描述

1 地址线 A1 OFF

此六位拨码开关由高到低组合成一个六位二进制数字，用来标识

本机站号（还可以通过 D 元件设置站号）。“ON”表示 1，“OFF”
表示 0。按以下方式组合： A5 A4 A3 A2 A1。

比如 A5，A4 都为 ON，其它位为 OFF，即二进制地址为：

11000，即 16 进制为 h18，转换为十进制为 K24，代表本机 CAN
地址站号为＃ 24。

2 地址线 A2 ON

3 地址线 A3 OFF

4 地址线 A4 OFF

5 地址线 A5 OFF

6 波特率 B1 OFF
B2 B1 组成两位二进制，00=500kbps，
01=250kbps，10=100kbps，11=50kbps

7 波特率 B2 OFF

8 匹配电阻 C1 ON 若拨码开关为 ON，表示接入 120 欧姆的终端匹配电阻，否则断开

请注意：

① B2 B1 组成模块的波特率，CAN 网络波特率选用 500kbps。

② 从站站号不允许重复。

③ 最远端 2#远程模块需要接入终端电阻（阻值 120 欧），即将 C1 拨为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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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主站程序详解

 ┣ CAN 通信地址分配

地址 注释 地址 注释

D10 BFM#20 值待发 M100 2#通信使能

D11 BFM#0 值待发 M101 2#通信使能

D2 BFM#5 值接收 D0 BFM#30 值接收

D3 BFM#6 值接收 D1 BFM#29 值接收

 ┣ 主站 MAIN 程序       

Step1   主站 PLC CAN 卡识别

主站 PLC 是 H1U，所以需要程序识别 CAN 卡。

Step2   H2U-4ADR 模块识别

从站 CAN 发送配置将 BFM#30 的值传送到 PLC 的 D0 中，触发方式是时间触发，触发条件是

1000ms，即每隔 1000ms 发送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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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3   H2U-4ADR 模块初始化

主站 CAN 发送配置将 PLC 的 D10 传送到 H2U-4ADR 模块的 BFM#20 中，触发方式是事件触发，

触发条件是 M100，即 M100 为 ON，发送一次。发送完成后 M100 自动复位。

Step4   H2U-4ADR 通道模式选择

H2U-4ADR 的 BFM#0 区内容代表的含义是：

BFM#0（十六进制） H X H X H X H X 

通道 4 通道 3 通道 2 通道 1 通道

注释

X 的值：

0=-10V~10V；对应数字输出：-2000~2000
1=4mA~20mA；对应数字输出：0~1000
2=-20mA~20mA；对应数字输出：-1000~1000
3= 本通道关闭

4=-10V~10V；对应数字输出：-10000~10000
5=4mA~20mA；对应数字输出：0~10000
6=-20mA~20mA；对应数字输出：-10000~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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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站 CAN 发送配置将 PLC 的 D11 传送到 H2U-4ADR 模块的 BFM#0 中，触发方式是事件触发，

触发条件是 M100，即 M101 为 ON，发送一次。发送完成后 M101 自动复位。

Step5   H2U-4ADR 模块故障报警

从站 CAN 发送配置将 H2U-4ADR 模块 BFM#29 的值传送到 PLC 的 D1 中，触发方式是时间，

触发条件是 1000ms，即每隔 1000ms 发送一次。

Step5   H2U-4ADR 通道模拟量读取

从站CAN发送配置表将H2U-4ADR模块BFM#5(通道1)、BFM#6（通道2）的值传送到D2、D3中，

触发方式是时间，触发条件是 10ms，即每个 10ms 发送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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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主站 CAN 网络配置

Step1   进入配置界面

双击 AutoShop 界面左侧“工程管理”栏下的“CAN 网络配置”。进入“CANLink3.0 配置向导”

界面。

2）波特率：500Kps 3）网络心跳

4）站号1）双击

Step2   配置主站参数

配置主站的参数有：波特率 =500Kps、网络心跳 =500ms（默认值）、主站号 =1。然后点击“下

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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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3   配置从站参数

1）从站类型：NTCM（非温控）

 2）从站号=2

 3）状态码寄存器=D3000
       网络启停元件=M3000

 4）配置管理

配置从站的参数有：站号、网络启停M（控制本站网络启停）、状态码寄存器D（反馈本站网络状态）。

然后点击“添加”。

设置过程中可以删除和修改，但是不能修改“从站类型”。设置完成后，点击“完成”。

注：网络启停 M：M=ON，网络启动（默认值），M=OFF，网络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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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4   配置通信参数

双击任何一条，均可以配置当

前站发往其它站的通讯数据

双击任何一条，均可以配置当前站发往其它站的通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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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主站发送配置

在“发送配置”菜单框下逐条配置：触发方式、触发条件、发送站 S1、发送寄存器 S2、接受站

D1、接受寄存器 D2、寄存器个数 N。

“接受配置”和“同步写”本案例中不用。

注：① 发送配置的含义：将 S1 号站的 S2 的值发送到 D1 号站的 D2 内，连续发送 N 个字。

       ② 事件发送：程序中的 M 为 ON，发送改配置，完成后复位 M。

            时间发送：每个设定的时间间隔发送一次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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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从站发送配置

从站发送配置的方法与主站发送配置设置一致。

                     



2

- 174 -

2    CANLink总线现场应用 汇川H1U/H2U-XP系列PLC通信应用手册

通信案例篇

NOTE

5） 主站 CAN 网络运行监控

PLC 运行时，可以启动网络监控， 查看“在线状态”、“网络负载”和“心跳负载”，网络负载

必须控制在 75% 以内，心跳负载在 10% 以内。  

网络负载过高处理办法：

①事件触发：减少配置条数，相近的参数可以增加寄存器个数。

②时间触发：除了与事件触发相同的处理办法外，还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增大触发条件时间值。

心跳负载过高处理办法：增大网络心跳时间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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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主站检查从站网络状态

寄存器 定义 备注

D7800 主站状态 从站监控主站状态

D7801 1 号站状态

主站监控各从站状态，与主站站号对应的寄存器无

意义。如主站号是 7，那么 D7807 无意义。

D7802 2 号站状态

D7803 3 号站状态

D7804 4 号站状态

…… ……

D7861 61 号站状态

D7862 62 号站状态

D7863 63 号站状态

D78xx 值 定义

0 无该站或该寄存器未定义

1 主站专用，用户有配置该站，但主站检测不到该站在网

2 该站正常

5 该站掉站

总结

PLC 通过 CANLink 总线远程模拟量模块方案的优点：

与本地模拟量模块相比：◆ 解决 H1U 不支持本地扩展模块的问题；

                                       ◆ 远距离信号采集，减少信号衰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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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5 多台 PLC CANLink3.0 通信应用案例

工程描述

本案例是汇川 PLC 通过 CANLink3.0 总线实现多台 PLC 之间的通信，并从硬件选型、接线、参

数设置、程序等方面进行详细描述。

功能要求

汇川 CANLink 总线在电子非标行业已经大面积推广，本案例描述多台 PLC 之间的 CANLink 总线

通信方案在流水操作线上的应用。

某电脑配件要经过 22 道工序的加工，每道工序由一个相对独立的设备单元完成，每个单元由 1 台

PLC 控制，相互之间通过 CANLink3.0 总线实现数据的交换。

通信要求

   A：共有 22 个站，通信距离约 30 米；

   B: PLC 与 PLC 之间实现数据交换；

   C: 监控每个站的通信状态。

设备配置

产品名称 版本 数量 备注

H1U-1614MR-XP（主站） 26138-B001 以上 1 台

H1U-0806MR-XP（从站） 26138-B001 以上 21 台

H1U-CAN-BD ~ 22 个 插在扩展卡转接口上

PLC 编程软件 V1.30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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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方案及通信接线

1） CAN 总线拓扑图 

1#

2# 3# 7# 8#

...

1#

2# 3# 6# 7#

...

1#

2# 3# 21# 22#

...

H1U-1614MR-XP

H1U-0806MR-XP H1U-0806MR-XP H1U-0806MR-XP H1U-0806MR-XP

... ...

1#2#7#12#

120Ω

* CANlink卡内
置跳线可使能

*

CANL CANH

CANH

四芯双绞屏蔽线

CGND
接地线不要和大
功率设备共地

此处屏蔽层不要剥太长

CANL CANHCGND

伺服驱动器

CANL

120Ω

* CANlink卡内
置跳线可使能

*

+24V

带CAN卡的PLC

请根据PLC类型选择相应的CANLink接口卡

从站

CANL CANHCGND +24V

带CAN卡的PLC 或
远程扩展模块

24V电源
+-

主站

CANL CANHCGND

带CAN卡的变频器

从站 从站

【注1】 【注2】

【注1】
请根据变频器类型选择相应的CANLink接口卡【注2】

多台设备组网连接示意图

通信线缆选用屏蔽双绞线，各站之间使用串联的模式连接，并且通信线缆不能与动力线并行走线。

通信距离要求：

波特率 最大通信距离 通信电缆线径 可接入站点数

1000Kbps 20m ≥ 0.3 mm2 18

500 Kbps 80m ≥ 0.3 mm2 32

250 Kbps 150m ≥ 0.3 mm2 63

125 Kbps 300m ≥ 0.5 mm2 63

100 Kbps 500m ≥ 0.5 mm2 63

50 Kbps 1000m ≥ 0.7 mm2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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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设置

5

H2U-CAN-BDH1U-CAN-BD

拨码开关

ON

1 2 3 4 5 6 7 8

地址线A1~A6

拨码号 信号 状态 描述

1 地址线 A1 ON

此六位拨码开关由高到低组合成一个六位二进制数字，用来标识

本机站号（还可以通过 D 元件设置站号）。“ON”表示 1，“OFF”
表示 0。按以下方式组合：A6 A5 A4 A3 A2 A1。
比如 A5，A4 都为 ON，其它位为 OFF，即二进制地址为：

011000，即 16 进制为 h18，转换为十进制为 K24，代表本机

CAN 地址站号为＃ 24。

2 地址线 A2 OFF

3 地址线 A3 OFF

4 地址线 A4 OFF

5 地址线 A5 OFF

6 地址线 A6 OFF

7 波特率 OFF
OFF：高速模式，波特率 500Kbps，ON：低速模式，波特率

100Kbps（主站由 CAN 配置表设定）

8 匹配电阻 ON
若拨码开关为 ON，表示接入 120 欧姆的终端匹配电阻，否则断开

（首端、尾端为 ON，其它为 OFF）

1#主站 8 位拨码开关设置为 :10000001, 即站号为 1，波特率有 CAN 配置表设定，接入匹配电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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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1 2 3 4 5 6 7 8

1#

设置相应的主站站号 终端电阻
接入

由CAN配置
表设定

2#~22#从站拨码开关 1 脚、2 脚、3 脚、4 脚、5 脚、6 脚组合成站号，分别从 #2~#22。7 脚均

为 OFF，表示 500Kps。2#~21#从站的 8 脚为 OFF，22#从站 8 脚为 ON，表示末端接入匹配电阻。

ON

1 2 3 4 5 6 7 8

2#~21#

设置相应的从站站号 500Kpa 终端电阻
未接入

    

ON

1 2 3 4 5 6 7 8

22#

设置相应的从站站号 500Kpa 终端电阻
接入

注：① 主站的波特率由 CAN 配置表设定。

       ② PLC 作为从站，500kbps/100bkps 一般由 7 脚决定，或者当 M8285=1 时 , 由 D8286 大小决定。（具

体参考《汇川小型 PLC 指令及编程手册》V2.1 版  P26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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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站程序描述

1） 程序内部地址分配

站号
接收数据地址 传送数据地址

来源站号 存放地址 目的站号 待发地址

1# -- -- 2# (D110,D111)

2# 1# (D100,D101) 3# (D110,D111)

3# 2# (D100,D101) 4# (D110,D111)

4# 3# (D100,D101) 5# (D110,D111)

5# 4# (D100,D101) 6# (D110,D111)

6# 5# (D100,D101) 7# (D110,D111)

7# 6# (D100,D101) 8# (D110,D111)

8# 7# (D100,D101) 9# (D110,D111)

9# 8# (D100,D101) 10# (D110,D111)

10# 9# (D100,D101) 11# (D110,D111)

11# 10# (D100,D101) 12# (D110,D111)

12# 11# (D100,D101) 13# (D110,D111)

13# 12# (D100,D101) 14# (D110,D111)

14# 13# (D100,D101) 15# (D110,D111)

15# 14# (D100,D101) 16# (D110,D111)

16# 15# (D100,D101) 17# (D110,D111)

17# 16# (D100,D101) 18# (D110,D111)

18# 17# (D100,D101) 19# (D110,D111)

19# 18# (D100,D101) 20# (D110,D111)

20# 19# (D100,D101) 21# (D110,D111)

21# 10# (D100,D101) 22# (D110,D111)

22# 21# (D100,D10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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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主站 PLC 程序

 ┣ 主站 MAIN 程序

Step1   主站 CAN 卡识别

（注意：H2U 系列 PLC 不需要此步程序）

Step2   主站待发数据

主站的 D110,D111 内容需要发往 2#从站的 D100,D101。发送方式为时间触发，触发条件

10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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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主站 CAN 网络配置

Step1   进入配置界面

双击 AutoShop 界面左侧“工程管理”栏下的“CAN 网络配置”。进入“CANLink3.0 配置向导”

界面。

2）波特率：500Kps 3）网络心跳：500ms

4）主站号=1

1）双击

Step2   配置主站参数

主站配置的参数有：波特率 =500Kps、网络心跳 =500ms（默认值）、主站号 =1。然后点击“下

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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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3   配置从站参数

1）从站类型：PLC

 2）从站号=2

 3）状态码寄存器=D3000
       网络启停元件=M3000

 4）点击“添加”

       同样方法配置3~22号站点

配置从站的参数有：站号 =2；网络启停 =M3000（控制该从站网络的通断，默认是网络打开）；

状态码寄存器 =D3000（当前从站节点的状态）；然后点击“添加”。3#、4#……22#同样设置方法。

设置过程中可以删除和修改，但是不能修改“从站类型”。设置完成后，点击“完成”。



2

- 184 -

2    CANLink总线现场应用 汇川H1U/H2U-XP系列PLC通信应用手册

通信案例篇

Step4   配置通信参数

 

双击任何一条，均可
以配置当前站发往其

它站的通讯数据

双击任何一条，均可以配置当前站发往其它站的通信数据。

 ┣ 主站发送配置

 

在“发送配置”菜单框下配置参数，逐条配置触发方式、触发条件、发送站（默认值）、发送寄存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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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站、接受寄存器、寄存器个数。

① 案例中将 1#主站的 (D110，D111) 发送到 2#从站的 (D100,D101)。

② “接受配置”接受其它站的广播数据。该案例不作叙述。

③ “同步写”是将同一“触发条件”的数据逐条发送到某缓冲地址，然后同时生效。该案例不作叙述。

 ┣ 从站发送配置

本站接受数据显示

同主站一样，在“发送配置”菜单框下配置参数，逐条配置触发方式、触发条件、发送站（默认值）、

发送寄存器、接受站、接受寄存器、寄存器个数。 

① 本界面是将 2#站的（D110，D111）发送到 3#的 (D100，D101) 中 ;                      

② “接受配置”接受其它站的广播数据。该案例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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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

 ┣ 网络监控

PLC 运行时，可以启动网络监控， 查看“在线状态”、“网络负载”和“心跳负载”，网络负载

必须控制在 75% 以内，心跳负载在 10% 以内。

网络负载过高处理办法：

①事件触发：减少配置条数，相近的参数可以增加寄存器个数。

②时间触发：除了与事件触发相同的处理办法外，还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增大触发条件时间值。

心跳负载过高处理办法：增大网络心跳时间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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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主站检测从站通信状态

   D7802 是 2#从站的状态，D7803 是 3#从站的状态，以此类推。

寄存器 定义 备注

D7800 主站状态 从站监控主站状态

D7801 1 号站状态

主站监控各从站状态，与主站站

号对应的寄存器无意义。如主站

号是 7，那么 D7807 无意义。

D7802 2 号站状态

D7803 3 号站状态

D7804 4 号站状态

…… ……

D7861 61 号站状态

D7862 62 号站状态

D7863 63 号站状态

D78xx 值 定义

0 无该站或该寄存器未定义

1 主站专用，用户有配置该站，但主站检测不到该站在网

2 该站正常

5 该站掉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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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从站 PLC 程序

 ┣ 2#~22# 从站 MAIN 程序

Step1   CAN 识别

( 注意：H2U 系列 PLC 不需要此步程序 )

Step2   数据发送

将本站需要发送的数据放在（D110,D111）中，通过 CAN 配置表发送到下一个站号。2#~21#站
的写法一致。22#不需要发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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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3   数据接收

将 CAN 配置表接收到的数据（D100,D101）摘取下来。

 ┣ 2#~22# 检测主站的通信状态

注：从站不能设置 CAN 配置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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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6  CANLink3.0 对从站的同步控制应用案例

案例一：CANLink3.0 对伺服的点对多同步控制

工程描述

本案例是对 CANLink3.0 对伺服的点对多同步控制做详细的描述。

功能要求

在某些行业，需要同时启停 2 台或者多台伺服等设备，可以用 CANLink3.0 点对多通信控制方法

实现功能。

   A：现场有 2 台 IS620PT026I- C 伺服驱动器，最远距离 5 米；

   B： 伺服走速度模式，速度同步；

   C： 通信读取伺服报警。

设备选型

产品名称 版本 数量 备注

H2U-3624MR-XP（主机） 24138-00000 1 台

H2U-CAN-BD ~ 1 个 插在扩展卡转接口上

IS620PT026I- C（从站） 后缀—C 2 台 X/Y/Z 轴

PLC 编程软件 V1.30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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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方案及通信接线

1） CAN 总线拓扑图：

1#

2# 3#

针脚号 信号名称

1 CANH
2 CANL

3 CGND

4
5

6

RS485+

7

8

RS485-
RS232-TXD

RS232-RXD

GND
9 PE

功能描述

CAN通信端口

CAN通信地

RS485通信端口

RS232发送端
与上位机的接收端连接

GND
屏蔽

RS232接收端
与上位机的发送端连接

1

2

3

4

5

1
2
3

4
5

信号名称 功能描述

+24V 外接24V电源正

CANH CAN信号高

大地，接屏蔽层

CANL CAN信号低

CGND 外接24V电源负

引脚号

2） PLC 与伺服配线示意图：

H1U/H2U-CAN-BD
扩展卡 伺服620P

24V电源

+24V 0V

+24V CANH CANL CANHCANL CGNDCG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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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

请注意：

① PLC 上 CAN 卡的地指的是 CGND 端，伺服驱动器上 CAN 卡的地指的是 CGND 端；

② CAN 网络中所有设备的地需要连接起来；

③ 通信线缆选用屏蔽双绞线，并且通信线缆不能与动力线并行走线；

④ 伺服 CN3（或者 CN4）端与 PLC 通信线推荐型号：S62-L-T02-2.0；

⑤ CAN 网络的连线采用串联模式，参考 2.6 附录。

1） 伺服与伺服之间接线表：

伺服 CN3 或者 CN4 伺服 CN3 或者 CN4

1 脚（CANH） 1 脚（CANH）

2 脚（CANL） 2 脚（CANL）

3 脚（CGND） 3 脚（CGND）

注：① 伺服 CN3（或者 CN4）端之间通信线推荐型号：S62-L-T01-0.3

       ② 伺服的 CN3 与 CN4 是同一通信口。

参数设置

1） PLC 侧通信设置

ON

1 2 3 4 5 6 7 8

PLC 上 CAN 通信卡拨码开关定义：

拨码号 信号 状态 描述

1 地址线 A1 ON
此六位拨码开关由高到低组合成一个六位二进制数字，用来标识本

机站号（还可以通过 D 元件设置站号）。“ON”表示 1，“OFF”
表示 0。按以下方式组合：A6 A5 A4 A3 A2 A1。

比如 A5，A4 都为 ON，其它位为 OFF，即二进制地址为：

011000，即 16 进制为 h18，转换为十进制为 K24，代表本机 CAN
地址站号为＃ 24。

2 地址线 A2 OFF

3 地址线 A3 OFF

4 地址线 A4 OFF

5 地址线 A5 OFF

6 地址线 A6 OFF

7 波特率 OFF
OFF：高速模式，波特率 500kbps
ON：低速模式，波特率 100kbps

8 匹配电阻 ON 若拨码开关为 ON，表示接入 120 欧姆的终端匹配电阻，否则断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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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根据现场的通信距离和节点数，CAN 网络波特率选用 500kbps。

② PLC 作为主站，地址设为 1 号站，并拨上终端电阻。所以拨码开关拨为 C1 B1 A6 A5 A4 A3 
A2 A1 = 10000001（1 代表 ON,0 代表 OFF）

注：主站上的波特率由 CAN 配置表设定。

2） IS620P 侧通信参数设置

H02.31 1 =1，参数初始化 延时重启

H0C.00 2 站号

H0C.02 5-500K 波特率

① 总线的波特率选用 500Kbps；

② 从站地址分别为 2#、3#，不允许重复；

③ 最远端 3#伺服的 CN3 或者 CN4 接入终端电阻（阻值 120 欧）. 推荐型号：S62-L-T03-0.0

注：伺服在设置参数之前，需要参数初始化。

3） IS620P 其它参数设置

参数 设置值 说明 备注

H03.10 0 S/ON 取消 移至虚拟端

H04.04 0 零速输出 取消 移至虚拟端

H04.06 0 报警显示 取消 移至虚拟端

H02.00 0 速度模式

H0C.09 1 VDI 允许

H0C.11 1 VDO 允许

H17.00 1 S/ON VDI1

H17.33 3 零速信号 VDO1

H17.35 11 报警输出 VDO2

① PLC 用 CAN 总线控制伺服，走速度模式。 

② 伺服上的外部 I/O 改用虚拟 I/O，考虑到现场的安全性，将限位信号仍用外部接线。外部接线

端使用默认的，可以参照 IS620P 伺服手册。

注：2 个伺服的参数设置基本一致，除通信站号以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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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主站程序详解：

 ┣ CAN 通信地址分配

地址 注释 地址 注释

D100 VDI 命令待发

D101 转速值待发  M100 通信触发条件

D200 2#VDO 状态接收

D201 3#VDO 状态接收

 ┣ 主站 MAIN 程序

Step1   通信网络监控

• VDI 输入：

 

上述程序，M0~M3 写入 D100，通过 CAN 总线通信传送到伺服，与虚拟端 VDI1~VDI4 一一对应。

VDI VDI 1 VDI 2 VDI 3 VDI 4
H17 组 H17.00=1 H17.02=0 H17.04=0 H17.06=0
H31.00 Bit0 Bit1 Bit2 Bit3
D100 Bit0 Bit1 Bit2 Bit3
M 点 M0 M1 M2 M3
解释 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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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站发送配置的触发方式是时间触发，每隔 10ms 发送一次，将主站的将 D100 发送到从站的

H31-00。

•  伺服运行转速写入 

速度变量的单位是 rpm，通过主站 CAN 发送配置发送到伺服 H06-03，触发方式是事件触发，触

发条件是 M100。

•  伺服运行状态读取

2# 伺服通过从站 CAN 发送配置将 H17-32 的状态发送到 PLC 的 D110，同理，3#伺服发送到

PLC 的 D120。触发方式是时间触发，触发条件是 10ms，即每隔 10ms 发送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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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主站 CAN 网络配置

Step1   进入配置界面

双击 AutoShop 界面左侧“工程管理”栏下的“CAN 网络配置”。进入“CANLink3.0 配置向导”

界面。

                       
2）波特率：500Kps 3）网络心跳：500ms

4）主站号=1

1）双击

Step2   配置主站参数

 配置主站的参数有：波特率 =500kbps、网络心跳 =500ms（默认值）、主站号 =1。然后点击“下

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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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3   配置从站参数

1）从站类型：IS（伺服）

 2）从站号=3

 3）状态码寄存器=D3001
       网络启停元件=M3001

 4）点击“添加”

配置从站的参数有：站号、网络启停M（控制本站网络启停）、状态码寄存器D（反馈本站网络状态）。

然后点击“添加”。

设置过程中可以删除和修改，但是不能修改“从站类型”。设置完成后，点击“完成”。

注：① 2#同样设置方法。

       ② 网络启停 M：M=ON，网络启动（默认值），M=OFF，网络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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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4   配置通信参数

   双击任何一条，
均可以配置当前
站发往其它站的

通讯数据

 双击任何一条，均可以配置当前站发往其它站的通信数据。

 ┣  主站发送配置

 

在“发送配置”菜单框下逐条配置：触发方式、触发条件、发送站 S1、发送寄存器 S2、接受站

D1、接受寄存器 D2、寄存器个数 N。

点对多同步通信即广播模式。它是发送配置的特殊情况，将接收站站号 = 发送站站号。

如果本站需要接受其它站的广播模式数据，则配置“接受配置”，主站不需要。

注：① 发送配置的含义：将 S1 号站的 S2 的值发送到 D1 号站的 D2 内，连续发送 N 个字；

       ② 事件发送：程序中的 M 为 ON，发送改配置，完成后复位 M；

       ③ 时间发送：每个设定的时间间隔发送一次配置；

       ④ 伺服的数据地址常用 16 进制，如 H17-32，则改成 H1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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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从站配置

2#从站发送配置，将 H17-32（VDO）的状态发送到 PLC 的 D110。

注：3#从站发送配置设置与 2#一样。

2#从站接收配置，接收 1#主站的广播模式数据，即 H3100、HB03。                    

注：3#从站接收配置设置与 2#配置设置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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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

6） 主站网络运行监控

PLC 运行时，可以启动网络监控， 查看“在线状态”、“网络负载”和“心跳负载”，网络负载

必须控制在 75% 以内，心跳负载在 10% 以内。  

网络负载过高处理办法：

①事件触发：减少配置条数，相近的参数可以增加寄存器个数。

②时间触发：除了与事件触发相同的处理办法外，还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增大触发条件时间值。

心跳负载过高处理办法：增大网络心跳时间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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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主站检测从站网络状态

   D7802 是 2#站的状态，D7803 是 3#站的状态。

寄存器 定义 备注

D7800 主站状态 从站监控主站状态

D7801 1 号站状态

主站监控各从站状态，与主站站

号对应的寄存器无意义。如主站

号是 7，那么 D7807 无意义。

D7802 2 号站状态

D7803 3 号站状态

D7804 4 号站状态

…… ……

D7861 61 号站状态

D7862 62 号站状态

D7863 63 号站状态

D78xx 值 定义

0 无该站或该寄存器未定义

1 主站专用，用户有配置该站，但主站检测不到该站在网

2 该站正常

5 该站掉站

总结

1） 点对多的适用场合：本站的某一数据 D 发送不同站号的相同数据地址区。

2） 点对多的优势：减少网络的配置量，编辑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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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二：CANLink3.0 对伺服的同步触发控制

工程描述

本案例是对 CANLink3.0 对伺服的同步触发控制做详细的描述。

功能要求

在某些行业，需要同时启停 2 台或者多台伺服等设备，可以用 CANLink3.0 点对多通信控制方法

实现功能。

   A：现场有 2 台 IS500A 伺服驱动器，最远距离 5 米；

   B：伺服走速度模式，实现速度同步；

   C：通信读取伺服报警、以及故障清除。

设备选型

产品名称 版本 数量 备注

H2U-3624MR-XP（主机） 24138-00000 1 台

H2U-CAN-BD ~ 1 个 插在扩展卡转接口上

IS620PT026I- C（从站） 后缀—C 2 台 X/Y/Z 轴

PLC 编程软件 V1.30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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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方案及通信接线

1） CAN 总线拓扑图

1#

2# 3#

针脚号 信号名称

1 CANH
2 CANL

3 CGND

4
5

6

RS485+

7

8

RS485-
RS232-TXD

RS232-RXD

GND
9 PE

功能描述

CAN通信端口

CAN通信地

RS485通信端口

RS232发送端
与上位机的接收端连接

GND
屏蔽

RS232接收端
与上位机的发送端连接

1

2

3

4

5

1
2
3

4
5

信号名称 功能描述

+24V 外接24V电源正

CANH CAN信号高

大地，接屏蔽层

CANL CAN信号低

CGND 外接24V电源负

引脚号

2） PLC 与伺服通信配线示意

H1U/H2U-CAN-BD
扩展卡 伺服620P

24V电源

+24V 0V

+24V CANH CANL CANHCANL CGNDCG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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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
请注意：

① PLC 上 CAN 卡的地指的是 CGND 端，伺服驱动器上 CAN 卡的地指的是 CGND 端；

② CAN 网络中所有设备的地需要连接起来；

③ 通信线缆选用屏蔽双绞线，并且通信线缆不能与动力线并行走线；

④ 伺服 CN3（或者 CN4）端与 PLC 通信线推荐型号：S62-L-T02-2.0；

⑤ CAN 网络的连线采用串联模式，参考 2.6 附录。

1） 伺服与伺服之间接线表：

伺服 CN3 或者 CN4 伺服 CN3 或者 CN4

1 脚（CANH） 1 脚（CANH）

2 脚（CANL） 2 脚（CANL）
3 脚（CGND） 3 脚（CGND）

注：① 伺服 CN3（或者 CN4）端之间通信线推荐型号：S62-L-T01-0.3

       ② 伺服的 CN3 与 CN4 是同一通信口。

参数设置

1） PLC 侧通信设置

ON

1 2 3 4 5 6 7 8

PLC 上 CAN 通信卡拨码开关定义：

拨码号 信号 状态 描述

1 地址线 A1 ON
此六位拨码开关由高到低组合成一个六位二进制数字，用来标识本

机站号（还可以通过 D 元件设置站号）。“ON”表示 1，“OFF”
表示 0。按以下方式组合：A6 A5 A4 A3 A2 A1。

比如 A5，A4 都为 ON，其它位为 OFF，即二进制地址为：

011000，即 16 进制为 h18，转换为十进制为 K24，代表本机

CAN 地址站号为＃ 24。

2 地址线 A2 OFF

3 地址线 A3 OFF

4 地址线 A4 OFF

5 地址线 A5 OFF

6 地址线 A6 OFF

7 波特率 B1 OFF
OFF：高速模式，波特率 500kbps，ON：低速模式，波特率

100kbps。

8 匹配电阻 C1 ON 若拨码开关为 ON，表示接入 120 欧姆的终端匹配电阻，否则断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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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根据现场的通信距离和节点数，CAN 网络波特率选用 500Kbps。

② PLC 作为主站，地址设为 1 号站，并拨上终端电阻。所以拨码开关拨为 C1 B1 A6 A5 A4 A3 A2 A1 = 

10000001（1 代表 ON,0 代表 OFF）

注：主站上的波特率由 CAN 配置表设定。

2） IS620P 侧通信参数设置

H02.31 1 =1，参数初始化 延时重启

H0C.00 2 站号 -

H0C.02 5-500K 波特率 -

① 总线的波特率选用 500Kbps；

② 从站地址分别为 2#、3#，不允许重复；

③ 最远端 3#伺服的 CN3 或者 CN4 接入终端电阻（阻值 120 欧）。推荐型号：S62-L-T03-0.0

注：伺服在设置参数之前，需要参数初始化。

3） IS620P 其它参数设置

参数 设置值 说明 备注

H03.10 0 S/ON 取消 移至虚拟端

H04.04 0 零速输出 取消 移至虚拟端

H04.06 0 报警显示 取消 移至虚拟端

H02.00 0 速度模式 -

H0C.09 1 VDI 允许 -

H0C.11 1 VDO 允许 -

H17.00 1 S/ON VDI1

H17.33 3 零速信号 VDO1

H17.35 11 报警输出 VDO2

① PLC 用 CAN 总线控制伺服，走速度模式；

② 伺服上的外部 I/O 改用虚拟 I/O，考虑到现场的安全性，将限位信号仍用外部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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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主站程序详解

 ┣ CAN 通信地址分配

地址 注释 地址 注释

D100 VDI 命令待发 M101 通信触发条件

D101 转速值待发  M100 通信触发条件

D200 2#VDO 状态接收 - -

D201 3#VDO 状态接收 - -

 ┣ 主站 MAIN 程序

Step1   通信网络监控：

Step2   VDI 输入

上述程序，M0~M3 写入 D100，通过 CAN 总线通信传送到伺服，与虚拟端 VDI1~VDI4 一一对应。

VDI VDI 1 VDI 2 VDI 3 VDI 4
H17 组 H17.00=1 H17.02=0 H17.04=0 H17.06=0
H31.00 Bit0 Bit1 Bit2 Bit3
D100 Bit0 Bit1 Bit2 Bit3
M 点 M0 M1 M2 M3
解释 s-on 待定 待定 待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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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站发送配置的触发方式是事件触发，触发条件是 M100。M100 为 ON 时，将主站的将 D100 发

送到从站的 H31-00。

•	  伺服运行转速写入 

速度变量的单位是 rpm，通过主站 CAN 发送配置发送到伺服 H06-03，触发方式是事件触发，触

发条件是 M101。

•	  伺服运行状态读取

2# 伺服通过从站 CAN 发送配置将 H17-32 的状态发送到 PLC 的 D110，同理，3#伺服发送到

PLC 的 D120。触发方式是时间触发，触发条件是 10ms，即每隔 10ms 发送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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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主站 CAN 网络配置：

Step1   进入配置界面

双击 AutoShop 界面左侧“工程管理”栏下的“CAN 网络配置”。进入“CANLink3.0 配置向导”

界面。

2）波特率：500Kps 3）网络心跳

4）站号1）双击

5）同步

触发条件

                       

Step2   配置主站参数

 配置主站的参数有：波特率 =500Kps、网络心跳 =500ms（默认值）、主站号 =1。然后点击“下

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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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3   配置从站参数

    

1）从站类型：IS（伺服）

 2）从站号=3

 3）状态码寄存器=D3001
       网络启停元件=M3001

 4）点击“添加”

配置从站的参数有：站号、网络启停M（控制本站网络启停）；状态码寄存器D（反馈本站网络状态）；

然后点击“添加”。

注：① 2#同样设置方法。

      ② 网络启停 M：M=ON，网络启动（默认值），M=OFF，网络关闭。

设置过程中可以删除和修改，但是不能修改“从站类型”。设置完成后，点击“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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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4   配置通信参数

双击任何一条，
均可以配置当前
站发往其它站的

通讯数据

双击任何一条，均可以配置当前站发往其它站的通信数据。

 ┣  主站同步写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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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同步写”菜单框下配置参数，在每个触发条件（M）下，设置相应的参数，包括发送站号、

发送寄存器、接收站号、接收寄存器。

在同一个触发条件（M）下的通信参数，发送到接收站之后，会被同时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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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从站发送配置

在“发送配置”菜单框下配置参数，逐条配置触发方式、触发条件、发送站（默认值）、发送寄存器、

接受站、接受寄存器、寄存器个数。                    

注：3#从站发送配置设置与 2#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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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

1） 主站网络运行监控

PLC 运行时，可以启动网络监控， 查看“在线状态”、“网络负载”和“心跳负载”，网络负载

必须控制在 75% 以内，心跳负载在 10% 以内。  

网络负载过高处理办法：

①事件触发：减少配置条数，相近的参数可以增加寄存器个数。

②时间触发：除了与事件触发相同的处理办法外，还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增大触发条件时间值。

心跳负载过高处理办法：增大网络心跳时间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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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主站检测从站网络状态

   D7802 是 2#站的状态，D7803 是 3#站的状态。

寄存器 定义 备注

D7800 主站状态 从站监控主站状态

D7801 1 号站状态

主站监控各从站状态，与主站站

号对应的寄存器无意义。如主站

号是 7，那么 D7807 无意义。

D7802 2 号站状态

D7803 3 号站状态

D7804 4 号站状态

…… ……

D7861 61 号站状态

D7862 62 号站状态

D7863 63 号站状态

D78xx 值 定义

0 无该站或该寄存器未定义

1 主站专用，用户有配置该站，但主站检测不到该站在网

2 该站正常

5 该站掉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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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7  注意事项与附录

2.7.1  CANLink3.0 版本支持

Step1   汇川 PLC

产品系列 版本 通信卡

汇川 H2U-XP 24136-B011 及以上 H2U-CAN-BD

汇川 H1U-XP 26127-B011 及以上 H1U-CAN-BD

汇川 H0U-XP 不支持 CANLink3.0 6ATC

如主站是 H1U-XP，则必须将 D8199 赋值为 K7，H2U-XP 不需要。PLC 使用 CANLink3.0 通信，

则 M8280 必须为 OFF，D8280=300。

Step2   汇川 MD 变频器

产品系列 版本 通信卡

汇川 MD280 系列 不支持 CANLink3.0 -

汇川 MD210 系列 不支持 CANLink3.0 -

汇川 MD380 系列 U73.00 及以上 MD38CAN1

汇川 MD500 系列 U75.51 及以上 MD38CAN1

汇川 MD310 系列 U37.18 及以上 MD310-CANL

Step3   汇川 IS 伺服

产品系列 版本

IS500A 214#非标

IS700 301.05 及以上

IS620P 后缀带 C 非标

Step4   汇川远程模块

产品系列 版本

XP 系列远程温控模块 52210-0000 及以上

远程非温控模块 51210-0000 及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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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2  CANLink3.0 通信接线

1） 多台设备之间组成 CANLink 网络接线

120Ω

* CANlink卡内
置跳线可使能

*

CANL CANH

CANH

四芯双绞屏蔽线

CGND
接地线不要和大
功率设备共地

此处屏蔽层不要剥太长

CANL CANHCGND

伺服驱动器

CANL

120Ω

* CANlink卡内
置跳线可使能

*

+24V

带CAN卡的PLC

请根据PLC类型选择相应的CANLink接口卡

从站

CANL CANHCGND +24V

带CAN卡的PLC 或
远程扩展模块

24V电源
+-

主站

CANL CANHCGND

带CAN卡的变频器

从站 从站

【注1】 【注2】

【注1】
请根据变频器类型选择相应的CANLink接口卡【注2】

多台设备组网连接示意图

2） CAN 网络接线图

+24V CGNDCANH CANL

H1U/H2U-CAN-BD
扩展卡 2

24V电源

+24V 0V

+24V CANH CANL CANL CANH CGND

伺服620P

CANL CANH CGND

MD38CAN卡H1U/H2U-CAN-BD
扩展卡 1

CGND

2.7.3  CANLink3.0 波特率设置

1） PLC 作为主站，波特率在 CAN 配置表里设定。

2） PLC 作为从站，500Kps/100Kps 默认使用 CAN 卡上拨码开关 7 脚设定；若设置

3） 其它速率段，置位 M8285, 然后选择 D8286，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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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远程模块CAN卡波特率设置分为两种：CANLink3.0(下图左 )和非CANLink3.0（下

图右）

BR

Baud

S
tation N

O
.

OFF ON

波特率

终端电阻

地址设置

1
2

3
4

5
6

7
8

        

BR

Baud

S
tation N

O
.

OFF ON

波特率

终端电阻

地址设置

1
2

3
4

5
6

7
8

CANlink3.0 版本拨码开关定义：

终端电阻
定义

波特率
定义

地址设置
定义

8 7 6 5 4 3 2 1

1 终端匹配电
阻接入

0 0 500Kbps
0 0 0 0 0 保留

0 0 0 0 1 1

0 1 250Kbps
0 0 0 1 0 2
0 0 0 1 1 3

0 终端匹配电
阻断开

1 0 100Kbps
… …

1 1 1 0 1 29

1 1 50Kbps
1 1 1 1 0 30
1 1 1 1 1 31

非 CANlink 3.0 版本拨码开关定义：

终端电阻
定义

波特率
定义

地址设置
定义

8 7 6 5 4 3 2 1

1 终端匹配电
阻接入

0 500Kbps

0 0 0 0 0 0 保留

0 0 0 0 0 1 1
0 0 0 0 1 0 2
0 0 0 0 1 1 3

0 终端匹配电
阻断开

1 100Kbps

… …

1 1 1 1 0 1 61
1 1 1 1 1 0 62
1 1 1 1 1 1 63

5） MD 变频器上波特率由 Fd-00 设定；

6） IS 伺服上波特率由 HC.08 设定；

7） 网络波特率的选择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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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特率 通信距离（单位：m） 通信电缆线径（单位：mm2） 最多可接入站点数

1000Kps 30 0.3 18

500 Kbs 80 0.3 32

250 Kbs 150 0.3 63

125 Kbs 300 0.5 63

100 Kps 500 0.5 63

50 Kps 1000 0.7 63

波特率和站号设定后，需要重新上电才有效。

2.7.4 CANLink3.0 注意事项

 ◆ CANLink 总线的线缆使用双绞屏蔽线。

 ◆ 各站之间使用串联的模式连接，并且通信线缆不能与动力线并行走线。

 ◆ 通信连线的两端接入匹配电阻（120 欧）。通信卡上自带匹配电阻。

 ◆ 模块、通信卡、连接线全部禁止带电拔插，只有在主模块和系统停电的情况下，才能进行接入
与拆除工作。

 ◆ 一个 CAN 网络中有且只能有一个主站。CAN 配置表的主站站号与下载的 PLC 设定站号不相符，
即配置表无效。

 ◆ 一个 CAN 网络中，只需要在主站配置 CAN 网络配置表。

2.7.5 CANLink3.0 通过故障处理

1） PLC CAN 通信常见故障及处理方法

 ┣ 查看设备是否支持 CANlink3.0

对于 PLC，请查看 D8280 的值，如 D8280=100，则修改 M8280=OFF，然后重新上电；如

D8280=200，表明该 PLC 不支持 CANlink3.0，请选择 FROM/TO 指令访问或升级 PLC 底层；如

D8280=300，则表示支持 CANlink3.0。为其它值，则 PLC 存在故障。

对于变频器和伺服，请查看其软件版本，MD380 要求 F7-11 为 4.71.06 或以上，MD310 要求

F7-11 为 u37.18 或以上，IS500 伺服要求 H00-02 的值为 214.xx，IS620P 伺服要求 H01-00 的值

为 6.0或以上，IS700伺服要求H01-00的值为 301.05，远程扩展模块要求BFM#27=5x210或以上。

 ┣ 检查匹配电阻正确与否

所有设备断电，用万用表测量网络任一端的 CANH 与 CANL 之间的阻值，应在 60Ω 左右，如过

小则说明网络中不只是两端接入了匹配电阻，在其它位置还有错误接入，将错误接入的匹配电阻

断开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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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评估通信线缆

估算通信线缆总长度，评估线缆质量，各波特率下通信的最大距离和站点数如下图所示，以下

数据采集的条件为线缆必须为双绞线，且带金属屏蔽层，线截面积满足最小线径，所有公共端

CGND 连接在一起（公共端连接在一起悬空即可，不要与电源地、动力地接在一起），所有站点

电源可靠接地。

波特率 距离（米） 线径（mm2） 最大可接入点数

1000kps 30 0.3 18
500 Kps 80 0.3 32
250 Kps 150 0.3 63
125 Kps 300 0.5 63

100 Kbps 500 0.5 63
50 Kbps 1000 0.7 63

 ┣ 检查波特率

根据线缆情况以及通信距离确定波特率，主站的波特率由后台的 CAN 网络配置的部分决定，从站

PLC 可选择拨码（OFF 为 500K，ON 为 100K）或软元件设定（M8285=ON，D8286 中写入设

定的波特率），可通过查看 D8285 的值来确定 PLC 当前生效的波特率，数值对应实际波特率，

单位为 Kbps；变频器 MD380/500 可修改 FD-00 的千位来设定，伺服修改 H0C-08 设定。PLC 设

定后需重新启动（运行拨码拨到 STOP 后再拨到 ON 即可）；MD310 的波特率由 MD310-CANL
扩展卡的拨码 Bd1~3 设定。

所有站点的波特率要求一致，否则将出现所有站点无法连接或者大面积的无序频繁掉站。

注意：只要已连入网络的站点均需进行相应设置，即使该站点没有进行配置。

 ┣ 监控从站在线情况

在主站的元件监控表中监控 D78xx，如网络中从站号为 2~11，则监控 D7802~D7811 的值，如值

全部为 0，表明主站未能识别，检查配置是否下载或检查后台配置的主站号与主站的拨码设置是

否一致（PLC 的站号可查看 D8284 的值）；如值全部为 1，则表明主站检测不到任何从站，检查

主站与从站的线缆是否接反或检查网络中是否存在不一致的波特率；全部为 2 表示通信正常；有

值为 5 的表示由从站掉站，一般而言，全为 5 表示主站故障，部分为 5 表示从站故障。

 ┣ 查看错误寄存器

可查看主站 D8308 的值，根据该寄存器的定义查看错误问题，修改错误并重新下载配置。

错误代码 定义 处理方法

xx00 无错误 无错误

xx03 信息错误 检查发送寄存器地址是否在该站的有效范围内

xx06 超时 检查连接是否正常

其它值 保留 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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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表中 xx 表示出错的站号，如 D8308=306 时，表示 3 号从站响应超时。

如果是执行同步写时，同步写触发元件无法复位，则可以查看主站 D8307 的值，D8307 的定义见

下表：

错误代码 出错原因 解决办法

xx00 正常 正常

xx01 非法命令码 内部定义出错

xx02 地址异常 检测地址是否异常或地址是否禁止访问

xx03 数据异常 检查数据是否在规定的范围内

xx04 操作无效 查看当前状态下操作是否禁止

xx05 长度无效 内部定义出错

xx06 回复超时 请检查连接是否正常

注：十进制显示，xx 表示站号，即 xx 站发同步写命令时出错。

 ┣ 检查主站 PLC 上 CAN 通信卡灯的状态

故障类型 故障原因 处理措施

PLC 通信卡 Power 灯未亮

●	 PLC 未上电

●	通信卡 24V 或 CGND 未连接

●	通信线缆过长，导致压降过大

●	 PLC 卡类型未设置

●	通信卡接触不良

●	 PLC 上电

●	正确连接通信卡

●	长距离通信的网络，通信卡分段供电

●	设置 H1U-XP 的 D8199=7，并重新上电

●	重新安装通信卡，并用螺钉将其固定在 PLC 上

PLC 通信卡故障灯（ERR）快
速闪烁

●	站号冲突，网络中已存在于本
站站号相同的节点

●	修改站号，当 M8284=OFF 时，直接拨动拨码开
关修改，若 M8284=ON，修改 D8284 的值可修
改站号。修改站号后需将 PLC 重新启动或重新上
电。

伺服报 Er.994 ●	站号冲突 ●	修改 H0C-00 的值

变频器面板显示 ERR16，且
U0-45=20 ●	站号冲突 ●	修改 Fd-02 的值

主站通
信卡
ERR 灯
以 1Hz
的速度
闪烁

有部分从站 PLC 的
ERR 灯长亮或 MD 
380 报 ERR16 或伺
服报 Er.D03

●	从站掉站 ●	检查从站连接

所有从站均正常 ●	有从站未接入网络 ●	若该站需接入网络，则将其接入，若不需，在配
置中删除该站然后重新下载配置表。

所有从站 PLC 通信卡的 ERR
灯长亮且 MD380 报 ERR16 或
伺服报 Er.D03( 所有已配置的
站点对应的 D78xx=5)

●	主站掉站 ●	检查主站连接

主站通信卡 ERR 灯慢闪 ●	存在配置错误 ●	可查看主站 D8308 的值

主站 PLC 通信卡只有 Power
灯亮，所有从站无告警 ●	主站未能识别 ●	检查 CAN 配置中的主站号与主站 PLC 站号是否

一致；检查配置是否已下载到主站。

所有从站无告警，主站通信卡
ERR 灯常亮（主站 D78xx 全
部为 0 或 1）

●	主站检测不到任一从站在网 ●	检查主站连接；检查各站波特率以及配置设置波
特率是否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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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检查参数寄存器是否占用

若 PLC 在运行 CANlink3.0 时出现死机 ( 无法进入监控模式 ) 或数据异常跳变时，可检查程序中是

否存在 D 元件异常使用，使用 CANlink3.0 网络配置后，D7001~D7999 就被当做 CANlink3.0 运

行的参数寄存器，这些寄存器不允许在用户程序中进行修改操作。

 ┣ 通信数据写入异常检查

主站给从站写数值，譬如写变频器的 FC-00，变频器显示为 0，则可以手动在变频器上设定

FC-00 为一个非零值，如 9，再导通主站的写触发元件（时间触发可以不用手动导通），看

FC-00 的值是否被改为 0，如是，说明通信无问题，请检查程序中对写到该地址的源寄存器的值

是否按要求修改，或者检查源寄存器是否存在叠加使用，在某个地方被错误的修改为 0（最常见

的是除法指令中余数，如 DIV D100 D102 D200，在这里，D201 就是余数，很容易被人忽略，可

以通过 Autoshop 左侧的工程管理中的“元件使用表”查看相应元件的使用情况）。如，值没有

被改为 0，继续保持为 9，则说明通信有故障，查看主站 D78xx 的值，xx 对应从站号。

1） MD 变频器 CAN 通信常见故障及处理方法

错误代码 面板显示 故障描述 解决方法

U0-45=2 ERR16 主站掉站 检查通信线缆连接

U0-45=20 ERR16 地址冲突 修改站号 Fd-02

2） IS 伺服 CAN 通信常见故障及处理方法

故障代码

（警报内容）
原因 确认方法 处理措施

Er.D03
（通信连接中断）

●	伺服在上位机设定的心
跳时间内，没有收到上
位机发出的心跳帧，则
报警。

●	原因可能是总线负载率
过重或者通信线连接中
断，或者上位机出现异
常停止发心跳帧。

●	确认总线负载率在合理的
范围；

●	确认通信线缆连接正常；

●	确认上位机工作正常。

●	降低总线负载率；

●	加固通信连接线；

Er.994
（地址冲突）

●	通信网络内含有 2 个以
上相同地址的节点。 ●	确认各节点地址不要重复。 ●	修改重复节点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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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PLC 以太网通信应用案例

 § 3.1 三台 PLC 之间进行以太网通信案例

设备描述

现场三台 PLC，分别是 A,B,C,A 为主机，B,C 分别为 1 号从站，2 号从站，A,B,C, 对应的 IP 地址

分别为：192.168.1.9,；192.168.1.0；192.168.1.1；

控制要求

A 和 B 之间的距离是 100 米，A 和 C 之间的距离是 100 米；

A 要写 B 里面的 D100 数据，A 同时要监控到 B 里面的 D101 数据；

A 要写 C 里面的 D200 数据，A 同时要监控到 C 里面的 D201 数据。

产品选型

产品名称 产品型号 数量 说明

PLC 主机 H2U-3624MT-XP 3 标准产品

以太网通信卡 H2U-ENET-BD 3 标准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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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件接线

...

1# 2# 5#

CANlink通讯线采用0.5平方四芯屏蔽线，总长约120米

3G网络

主站A

从站B 从站C

路由器

COM1 COM2 COM3

RS485 RS485
转换器

RS232

RS485
转

程序介绍

1） PLC 程序与数据对应规划

PLC的IP地址的末端
，该数值只能在连接

到PLC外部的以太网

卡上进行设置

上图中标注的地方表示的数值为 PLC 的 IP 地址的末端，该数值只能在连接到 PLC 外部的以太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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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上进行设置，如下：

0

5

7 3

2
1

6 4

8
9

0

5

7 3

2
1

6 4

8
9

S1

S2

通过旋转拨码开关S1即可正确设置 IP地址的个位，旋转拨码开关S2即可正确设置 IP地址的十位。

备注：

A 的 IP 地址：192.168.1.9，只需要把 IP 的个位设置成 9，十位设置成 0 即可

B 的 IP 地址：192.168.1.0，只需要把 IP 的个位设置成 0，十位设置成 0 即可

C 的 IP 地址：192.168.1.1，只需要把 IP 的个位设置成 1，十位设置成 0 即可

可监控 PLC 的 D8436~D8439 确定本站 IP。

1） 以太网网线传输速率及距离

 ● 10M/100M 自适应；

 ● 通信距离最长 100m；

 ● 推荐电缆：STP CAT5（带屏蔽层的五类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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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以太网主站配置

单击“以太网配置”界面中的“以太网主站配置”，进入配置界面：

单击此处，进入配置界面

详细配置界面如下：

从站IP地址
读写方式（给从站
读地址/写地址）

指令的触发地址
从站需操作的地址

（16进制）

指令操作的

地址个数

主站对从站进行

控制的操作地址

指
令
解

读

当M0被触发时，A里面的D200会一直读B里面的D100的值

当M1被触发时，A里面的D201会一直写B里面的D101的值

当M2被触发时，A里面的D202会一直读C里面的D200的值

当M3被触发时，A里面的D203会一直写C里面的D201的值

1

2

3

4

指
令
编
写
行
操
作

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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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2 HMI 与多台 PLC 之间的通信案例

HMI 与多台 PLC 之间通信分为多种方式 ：

① HMI 多串口实现；除 4.3 寸 HMI 以外，标配三个串口。E 型 HMI 另带以太网口；

② HMI 与 PLC 之间实现一主多从通信方式：HMI 作为 MODBUS_RTU 主站；

③ PLC 之间组网：PLC 通信网络的主站与 HMI 通信。

案例一：HMI 多串口实现 HMI 与多台 PLC 之间组网

设备描述

除 4.3 寸 HMI 以外，HMI 自带三个通信串口。连接 PLC 个数取决 HMI 通信端口数。

通信组网系统拓扑图

COM1 RS48

RS485

COM2 RS232

RS232转RS485

转
换

器

COM3 RS485

1、HMI COM1 RS485与第一台PLC通过RS485连接

2、HMI COM2 RS232与第二台PLC通过RS323转RS485连接

3、HMI COM3 RS485与第三台PLC通过RS485连接

RS485
            

通信组网系统拓扑图

1） 串口接线

HMI 上的 COM1 口：

                   表：HMI 的 COM1 口与 PLC1 的 COM1 通信线

HMI（COM1[RS485_2W]，9 针 D 形母座） PLC1（COM1[RS485]，，RS485 两线压线端）

12345

6789

管脚号 信号 管脚号 信号 1234

485+ 485- 485+ 485-
COM2 COM1

1 RS485- 1 RS485-

2 RS485+ 2 RS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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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HMI 上的 COM2 口：

HMI 的 COM2 串口是 RS232，而汇川 PLC 通信端口不支持 RS232，所以中间需要 RS232 转换器，

或者在 PLC 上扩展 H2U-232-BD。

表：HMI 的 COM2 口 PLC2 的 COM1 通信线

HMI（COM2[RS232]，9 针 D 形公座） H2U-232-BD（COM1[RS232-C]，DB9 公座）

1 2 3 4 5

6 7 8 9

管脚号 信号 管脚号 信号

1
2

3
4

5

6
7

8
9

4 TXD 2 RXD

5 GND 5 GND

6 RXD 3 TXD

3） HMI 上的 COM3 口

    表三：HMI 的 COM3 口与 PLC3 的 COM1 通信线

HMI（COM3[RS485_2W]，9 针 D 形母座） PLC3（COM1[RS485]，RS485 两线压线端）

12345

6789

管脚号 信号 管脚号 信号
1234

485+ 485- 485+ 485-
COM2 COM1

6 RS485- 1 RS485-

9 RS485+ 2 RS485+

                注：COM1 和 COM3 在 DB9 母座，COM2 在 DB9 公座。

参数设置

1） HMI 通信端口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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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PLC 通信端口设置

注：PLC1/PLC2/PLC3 的设置是一致的。

2） HMI 控件操作

选择不同的PL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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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二： HMI 作为 MODBUS_RTU 主站实现一主多从通信

该方案中，HMI 作为 MODBUS_RTU 主站，PLC 作为 MODBUS_RTU 从站。从站的点数取决于

MODBUS 网络以及设备的驱动能力。

通信组网系统拓扑图

COM1 RS48

RS485 RS485

通信组网系统拓扑图

串口接线图

HMI 上的 COM1 口：

HMI 的 COM1 口与 PLC1 的 COM1 通信线

HMI（COM1[RS485_2W]，9 针 D 形母座） PLC1（COM1[RS485]，RS485 两线压线端）

12345

6789

管脚号 信号 管脚号 信号
1234

485+ 485- 485+ 485-
COM2 COM1

1 RS485- 1 RS485-

2 RS485+ 2 RS485+

上图是 HMI 与 PLC1 接线表，后面的 PLC2、PLC3 等接线端脚与 PLC1 一致。采用串行连接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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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设置

1）  HMI 通信端口设置：

 ● HMI COM1 口的设备 1

       

 ● HMI COM1 口的设备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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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HMI COM1 口的设备 3

     

1） PLC 通信端口设置

 ● PLC1 的 COM1 串口参数

 ● PLC2 的 COM1 串口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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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PLC3 的 COM1 串口参数

2） HMI 控件制作

 

选择不同的PL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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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三：PLC 之间组网，实现 HMI 与多台 PLC 通信

PLC 与 PLC 之间的组网可以是 MODBUS 网络，参照 1.3 章节；也可以是 CAN 网络等，参照 2.4
章节。PLC 之间 MODBUS/CAN 通信主站的另一串口与 HMI 组网，两个网络之间互不相干。

在原理上，HMI 只与其中一台 PLC（MODBUS/CAN 通信主站）通信。但是该 PLC 可以通过

MODBUS/CAN 通信，将 HMI 上的数据发给其它 PLC，间接的实现了 HMI 控制多台 PLC。

HMI 与一台 PLC 通信，可以是 RS485，也可以是 RS422。协议可以是 HMI 监控协议、

H2UMODBUS_RTU 协议、Q_Link 协议等。制作方法略。

小结

1） HMI 上的 DB9 母座端脚排序与定义

管脚号
信号 

DB9 母座管脚排列图COM1[RS485]2wire COM1 [RS422] COM3[RS485] COM3[RS232]/
COM2[RS232]※

1 RS485- RX-（接收负）

12345

6789

2 RS485+ RX+（接收正）

3 TX-（发送负）

4 TX+（发送正）

5 GND（信号地）

6 RS485-
7 TXD（发送）

8 RXD（接收）

9 RS485+

2） HMI 上的 DB9 公座端脚排序与定义

管脚号
信号 

DB9 公座管脚排列图
COM1[RS-232] COM2[RS-232]

1

1 2 3 4 5

6 7 8 9

2 RXD（接收数据）

3 TXD（发送数据）

4 TXD（发送数据）

5 GND（信号地）

6 RXD（接收数据）

7 RTS（发送准备就绪）

8 CTS（清除发送输入）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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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PLC 与组态软件通信应用

概述　

H2U/H1U 系列 PLC 的编程口和自带 COM1 COM2 串口支持跟计算机的组态软件通信，通过扩展

以太网卡可以通过以太网跟局域网计算机组态软件通信。本文采用三维力控 ForceControl V7.0 作

为参考软件。

通信配置

1） 编程口通信配置

当 H2U H1U 系列 PLC 通过编程口和计算机通信时使用计算机的串行口， PLC 设备使用编程口，

并且必须使用专用通信电缆线 H2U-232-CAB 或三菱的 FC-09 编程线缆， 见下图 :

COM2
485+ 485-

COM1
485+ 485-

COM0

H2U/H1U系列PLC

H2U-232-C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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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组态软件配置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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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①：编程口数据格式：默认是 9600，7 位数据位，偶校验，1 位停止位。

注②：H2U/H1U 系列 PLC 在使用编程口进行通信时，不需要设置设备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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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串口通信配置

当 H2U H1U 系列 PLC 通过串口 COM1 或 COM2 和计算机通信时使用计算机的串行口，并需要

加载 232 转 485 有源或无源通信转换模块，设备端允许多从站 见下图 :

COM2
485+ 485-

COM1
485+ 485-

COM0

H2U/H1U系列PLC

COM2
485+ 485-

COM1
485+ 485-

COM0

H2U/H1U系列PLC

485 2W232

1号

2号

232/485转接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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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组态通信配置 1 号站

Step1 

Step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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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3 

其他采用默认设置。

注：串口数据格式，默认是 9600，8 位数据位，偶校验（可选），1 位停止位（可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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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PLC 串口配置 COM1 口

Step1   新建文档

Step2    通过系统参数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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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要初次下载系统参数才能生效。

也可以通过程序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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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以太网通信配置

当 H2U/H1U 系列 PLC 通过以太网通信与计算机通信，需要配置汇川以太网卡 H2U-ENET-BD,
设备端允许多从站 见下图 :

COM2
485+ 485-

COM1
485+ 485-

COM0

H2U/H1U系列PLC

网络连接线

附：以太网卡安装及端子说明

 ┣ 安装说明

① ②

③

④
⑤

① 垂直向下插入以太网通信扩展卡，直到准确到位；

② 采用 2 枚 M3 自攻螺钉固定以太网通信扩展卡；

③ 用刀片割断小盖片边缘的四个连筋，去掉小塑胶片，使得丁字盖露出方孔；

④ 将丁字盖扣回 PLC 主体；

⑤ 进行网线的接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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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以太网通信卡端子分布

S2

S1

J5

CON 6

RJ 3

Φ 4mm

LED5

LED2

LED6

H1

H2

芯片

0

5

7 3

2
1

6 4

8
9

0

5

7 3

2
1

6 4

8
9

S2

S1

H2U-ENET-BD 功能说明表

丝印名称 端子名称 功能

RJ45 RJ45 接口 以太网通信接口

S1 拨码盘 IP 地址最后一段的个位（0~9）

S2 拨码盘 IP 地址最后一段的十位（十位 + 个位组成的范围为：0~99）

H1/H2 固定安装螺钉孔 H2U-ENET-BD 的固定螺钉为 M3*6 自攻丝螺钉

J5 Mini USB 厂家保留

LED5 通信指示灯（绿色） 指示灯闪烁以太网与 PLC 通信正常，不通信时指示灯不亮

LED2 通信故障灯（红色）
红灯常亮代表以太网卡与 PLC 无法通信；闪烁代表以太网卡与
其他设备通信故障。故障可查看《错误诊断表》3-1

LED6 网卡指示灯 -

CON6 程序烧写口 厂家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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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组态软件配置：

以太网路协议采用是 Modbus_TCP/IP

Step1   

Step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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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3   

7） PLC 配置以太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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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计算机网络连接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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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连接

1） 组态软件数据连接项参数对应列表：

数据区名称 数据区类型 读写类型 推荐使用数据格式

(X) 开关量输入 位继电器 只读 位操作

(Y) 开关量输出 位继电器 读写 位操作

(M) 辅助继电器 位继电器 读写 位操作

(S) 状态寄存器 位继电器 读写 位操作

(TS) 定时器接点 位继电器 只读 位操作

(CS) 计数器接点 位继电器 只读 位操作

(D) 数据寄存器 16 位寄存器 读写 16 位有符号数、位操作

(M) 特殊辅助寄存器 位继电器 读写 位操作

(TN) 定时器当前值 16 位寄存器 只读 16 位有符号数

(CN) 计数器当前值 16 位寄存器 只读 16 位有符号数

2） H2U/H1U 系列 PLC 的常用寄存器的范围：

D 区范围 :D0—D7999 以及特殊寄存器 D8000-D8255，其余寄存器地址范围同串口驱动中表格所

述。

数据连接项与 PLC 元件种类的对照图

组态软件数据库连接项的对应表，如下图所示

组态软件数据连接项（I/O 类型） H2U 系列 PLC 的元件种类

(X）开关量输入 输入继电器（X）

(Y) 开关量输出 输出继电器（Y）

(M) 辅助继电器 辅助继电器 (M)

(S) 状态寄存器 状态元件（S）

(TS) 定时器接点 定时器当前值等于设定值时，定时器接点动作。

(CS) 计数器接点 计数器当前值等于设定值时，计数据接点动作。

(D) 数据寄存器 数据寄存器（D）

(M) 特殊辅助寄存器 特殊辅助寄存器（M）

(TN) 定时器当前值 定时器的当前值

(CN) 计数器当前值 计数器的当前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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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

寄存器说明

1） X、Y 寄存器：X、Y 寄存器属于 8 进制寄存器，所以在开发系统下定义这两个寄

存器时，如果输入的地址总有字符大于 7，则会给出提示！

2） 计数器当前值、定时器当前值、数据寄存器：这三个寄存器是 16 位寄存器，所以

读取的时候最好是按 16 位格式读取（如 16 无符号数）！

如果想按读取 32 位，则必须考虑地址的偏移：32 占用两个内存地址！如读取按 32 数据时，其起

始地址为 0，则下一个 32 位数地址应该位 2 ！

其他区域都是位区域，读取数据时推荐使用按位读取，如果需要其他格式读取，则输入的地址应

该是 8 的整数倍，即按字节的地址读取！

 ◆ 如果某个参数写操作后总是很快变化为其它值，请检查所写的数值是否越界，是否多个

连接项的地址重叠，是否对这个参数做了脚本，是否使用了量程变换，以及是否使用了

正确的数据类型。

 ◆ 为了让用户有更大的灵活性，我们允许，对于一个地址，可以同时按多种格式读取。这样 ,
用户能把多个点组到一个地址上，这些点就会相互影响。这一点需要用户自己掌握。

 ◆ 对于位区域（即 D 区以外的区域）一般使用位读写方式，对于 D 区，一般使用位读写

方式或 16 位无符号数方式。其它的数据格式是为了满足一些用户的特殊需要而提供的，

一般情况下，可以不使用。比如如果用户希望把一个字符串保存在PLC的某一块内存中，

以做标记或其他作用，就可以使用字符串格式。

 ◆ 在组点时，并不是一个点一定只占用一个内存地址，这要看它的数据长度。比如，D 区

偏移地址 0 格式 32 位无符号数，那么因为 D 区的一个寄存器是 16 位的，所以这一个

点占用了 D0000 和 D0001 两个寄存器。又比如，D0000 位格式第一位 和 D0000 位格

式第二位 虽然是两个点，因为是按位来读写的，所以两个点才仅仅占用了 D0000 的前

两位。再比如，Y0000 8 位无符号数，因为一个 Y 区的输出继电器，只能表示开或关

即一个位，所以这一个点就占用了 Y0000--Y0007 一共 8 个输出，当把此点置为 0 时，

Y0000--Y0007 八个开关，一起关闭。当把此点置为 255 时，Y0000--Y0007 八个开关

一起打开。如果想利用一个点来控制多个继电器，就可以类似的组点。

 ◆ 对于不同型号的 PLC，寄存器（地址范围等）可能也会有所不同，如果某个数据读取

不上来，请检查地址是否正确（如地址越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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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态示例

1） 根据第二节组态连接和配置好后。

COM2
485+ 485-

COM1
485+ 485-

COM0

H2U/H1U系列PLC

串口

以太网卡

编程口

需要对数据库进行组态，即连接点的定义：

Step1   点击“数据库组态”，见下图（1）

Step2   在“数据库”—“区域 1”—“单元 1”设置“选择点类型”，见下图（2）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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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依次建立数据组态：

 ┣ D 寄存器

 ┣ M 位元件

具体组态程序的编辑，请参考力控组态软件编程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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