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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次承蒙您购买可编程控制器“FP-X C38AT”，本公司谨

表示诚挚的感谢。 
在本手册中，对“FP-X C38AT”的硬件构成和规格、配线

的方法、I/O 的分配以及模拟量输入输出的使用方法进行了

说明。请对照“FP-X 用户手册(手册 No.ARCT1F409C)”一

起阅读。 
请您在充分理解所述内容之后正确使用本产品。 

 
 
 
 
 
 
 
 
 
 
 
 
 
 

●希望 

对于本手册中的内容，我们虽然已考虑周全，但如果您有疑

问或发现错误之处，麻烦您与本公司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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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册的种类和与以往产品的兼容性 
本手册对“控制单元 C38AT”的规格，模拟输入/输出功能进行了说明。使用时请对照下述手册一起阅读。 
 

 手册的种类和内容 
手册的种类 手册编号 主要内容 

FP-X C38A 控制单元 
用户手册(补充版) ARCT1F503C 

本手册对 FP-XC38A的基本规格和模拟输入/输出功
能进行了详细说明。请对照下述用户手册一起阅读。
 
[主要内容] 
·控制单元 C38A 的规格 
·模拟输入/输出部的规格、配线、使用方法 

FP-X 用户手册 ARCT1F409C 

本手册对 FP-X 系列通用的规格、使用方法进行了说
明。 
 
[主要内容] 
·设置和配线 
·扩展单元的规格和使用方法 
·通信插卡、功能插卡的规格和使用方法 
·高速计数器、脉冲输出功能 
·存储器插卡的使用方法 
·日历时钟功能 
·安全功能 
·自诊断功能和故障诊断功能 

FP 系列编程手册 ARCT1F313C 本手册对 FP 系列通用的可用命令进行了说明。 

FP 系列编程手册(补充版) ARCT1F433C 对 FP-X 系列新增的指令进行了说明。 

 

 与以往产品控制单元 C40 的比较 
除下表中的项目外，控制单元 FP-X C38A 可使用的功能与 FP-X C40 控制单元(晶体管输出型)相同。 

项目 FP－X C38AT FP－X C40 

输入/输出点数 38 点(输入 24 点、输出 14 点) 40 点(输入 24 点、输出 16 点) 

数字输入/输出 
输出形式 仅限晶体管输出(NPN)型 

继电器 
晶体管输出(NPN) 
晶体管输出(PNP) 

模拟输入/输出 内置(输入 4CH、输出 2CH) 
＊也可通过插卡扩展 必须增加模拟输入/输出插卡 

实时时钟(RTC)功能 内置 必须增加主存储器插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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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前的注意事项 
安装环境(请以普通规格范围内使用为条件进行安装。) 
·环境温度：0～＋55℃ 
·环境湿度：10～95％RH(25℃时无结露) 
·应能在汚染度 2 的环境中使用。 
·请勿在以下环境中使用。 

-阳光直射的场所 
-可能因急剧的温度变化而产生凝露的场所 
-有腐蚀性气体或易燃性气体的环境 
-尘埃、铁粉及盐分较多的场所 
-可能会受到汽油、稀释剂、酒精等有机溶剂或氨水、氢氧化钠等强碱侵蚀的场所及环境 
-可能会直接受到振动或者冲击的场所及直接受到水滴侵袭的场所 
-高压电线、高压设备、动力线、动力设备或者有业余无线电等发射装置的设备，以及产生较大的开关浪涌冲

击设备的附近(至少需离开 100mm) 
静电 
·请勿直接触摸连接器类的插针，以免遭受静电破坏。 
·释放人体所带的静电以后，才可进行有关操作。 
电源 
·供电请采用 2mm2(AWG14)以上的绞合线。 
·虽然本设备能足以耐受电源线路产生的干扰，但还是建议采用隔离变压器等措施使干扰减弱后再供电。 
·供电线和输入/输出设备以及动力设备的配线，请分开在不同的系统进行配线。 
·使用无保护电路的电源时，请通过保险丝等保护器件供电。 
否则，如果直接施加异常电压，可能导致内部电路损坏。 

·控制单元与扩展单元的供电请务必采用同一个系统，并且请同时进行电源的切断与接通。 
电源顺序 
·请考虑电源的顺序，使控制单元的电源在输入/输出用电源之前关断。 
·如果在控制单元的电源之前，输入/输出用电源先行关断，或控制单元的电源未能瞬时切断，则控制器主机有

时会因检测出输入信号电平的变化而发生意外的顺序动作。 
接通电源之前 
初次接通电源时，请注意以下几点。 
·请确认有无夹杂施工时的电线碎屑，特别是导电物质。 
·请确认电源配线、输入/输出配线及电源电压有无错误。 
·请牢固地拧紧安装螺丝和端子螺丝。 
·请将 RUN/PROG.模式切换开关置于 PROG.模式。 
程序输入之前 
在输入程序之前，请务必进行<程序清除>操作。 
Windows 版软件 FPWIN GR Ver.2 的操作步骤 
① 同时按 CTRL 和 F2 键，将画面切换成【在线监控】。 
② 请选择菜单的[编辑(E)]→[程序清除(L)]。 
③ 当出现确认的信息时，请选择[是(Y)]。 
有关程序保存的要求 
为了预防万一出现事故、程序丢失，请用户充分考虑下述对策。 
请您编制资料 

为了防备程序的丢失或者文件破坏以及不慎改写等事故，请将编制的内容打印出来，对资料加以保存和管理。 
设置密码请慎重 
设置密码是以防止不慎改写为目的的，但是一旦忘记密码就无法进行程序的改写。另外，当强行解除密码时，

程序将会消失。因此，设置密码时，请慎重处理，如与规格书放在一起保管等。 
禁止上传 
如果设置为禁止上传，则不能读出程序。如果强制解除禁止上传，则程序及系统寄存器的内容将全部被删除。

因此，请用户负责对程序实施管理。 
关于备份电池 
在不使用电池的情况下，请不要安装。因为完全放电后的状态，有可能发生漏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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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扩展插卡时的限制 

� 同时使用 2 台以上时受到限制的功能插卡 

� 电流输出范围 

控制单元 
FP-X 功能插卡 

使用 

台数 C38A 

1 台 ○ 
AFPX-DA2 

2 台 △ 注 1) 

1 台 ○ 
AFPX-A21 

2 台 ○ 

AFPX-DA2 ＋ AFPX-A21 各 1 台 △ 注 1) 

AFPX-DA2 ＋ AFPX-COM5 各 1 台 × 注 2) 

AFPX-A21 ＋ AFPX-COM5 各 1 台 × 注 2) 

AFPX-A21 ＋ AFPX-DA2 ＋ AFPX-COM5 各 1 台 × 注 2) 

AFPX-DA2 2 台 ＋ AFPX-COM5 1 台 × 注 2) 

AFPX-A21 2 台 ＋ AFPX-COM5 1 台 × 注 2) 

注 1)电流输出范围合计只能用到 2ch。 

(使用 2 台时，可在电流输出范围 2ch＋电压输出范围 2ch使用) 

注 2)AFPX-DA2、AFPX-A21和 AFPX-COM5(Ethernet)不可同时使用。 

 

� 电压输出范围(在输出电流 1mA 以下使用时) 

控制单元 
FP-X 功能插卡 

使用 

台数 C38A 

1 台 ○ 
AFPX-DA2 

2 台 ○ 

1 台 ○ 
AFPX-A21 

2 台 ○ 

AFPX-DA2 ＋ AFPX-A21 各 1 台 ○ 

AFPX-DA2 ＋ AFPX-COM5 各 1 台 ○ 

AFPX-A21 ＋ AFPX-COM5 各 1 台 ○ 

AFPX-A21 ＋ AFPX-DA2 ＋ AFPX-COM5 各 1 台 ○ 

AFPX-DA2 2 台 ＋ AFPX-COM5 1 台 ○ 

AFPX-A21 2 台 ＋ AFPX-COM5 1 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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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控制单元的规格

和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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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各部分的名称和功能 
1.1.1 各部分的名称和功能 

 

 
� 状态显示 LED 
显示 PLC 的运行／停止、错误／报警等的动作状态。 

 LED LED 的状态和动作状态 
灯亮：RUN 模式－程序执行中 

 RUN 绿
闪烁：

在 RUN 模式下强制执行输入/输出中。 
(RUN、PROG.LED 交替闪烁) 

灯亮：
PROG.模式－运行停止中 
在 PROG.模式下强制执行输入/输出中。 

 PROG. 绿
闪烁：

在 RUN 模式下强制执行输入/输出中。 
(RUN、PROG.LED 交替闪烁) 

闪烁：自诊断查出错误(ERROR) 

 ERROR/ALARM 红
灯亮：

硬件异常或程序运算停滞、 
看门狗(watchdog timer)动作中 
(ALARM) 

 
� 输入/输出显示 LED 
显示输入/输出的 ON/OFF 状态。 

 
� RUN/PROG.模式切换开关 
PLC 运行模式的切换开关。 

开关 动作模式 
RUN   (位置·上) RUN 模式  ：执行程序，开始运行。 
PROG. (位置·下) PROG.模式 ：运行停止中。 
·还可以利用编程工具通过远程操作，切换运行/停止模式。 
·利用编程工具切换运行/停止模式时，有时会导致 RUN/PROG.模式切换开关设定和实际的动作有
差异。请通过状态显示 LED 确认实际的动作模式。 

·重新接通电源时，按照 RUN/PROG.模式切换开关设定的模式启动。 
 

� USB 连接器(B 型) 

  

用于连接编程工具的连接器。 
可以使用市售的 USB 电缆(AB 型)。 
 
·使用 USB 时的通信速度为 115.2kbps(固定)。 
·与 2 通道型通信插卡的 COM2 端口形成切换式。使用 COM2
端口时，不能使用 USB 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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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模拟电位器 

转动此电位器，特殊数据寄存器 DT90040～DT90043的值在 K0～K1000的范围内变化。可以用在模

拟定时器等装置中。C38AT装了 2 个。 

 
� 编程口(RS232C) 

用于连接编程工具的连接器。 

在控制器主机的编程口中，使用市售的微型 5针 DIN连接器。 

针 No. 名  称 简 称 信号方向 

1  信号用接地 SG － 

2  发送数据 SD 单元 → 外部设备 

3  接收数据 RD 单元 ← 外部设备 

4  (未使用) － － 

 5  ＋5 V ＋5 V 单元 → 外部设备 

 

出厂时的设定如下。变更时，请修改系统寄存器“编程口设置”的设定。 

通信速度 9600bps 

数据长度 8bit  

奇偶校验 奇数 

停止位  1bit 

注)编程口的单元 No.(站号)用系统寄存器“编程口设置”来设定。 

 
� 电源·输入端子台 

电源及输入配线端子。可以使用M3 螺钉固定的压接端子。 

 
	 输入用通用电源·输出端子台 

输入用通用电源及输出配线端子。可以使用M3 螺钉固定的压接端子。 

 


 扩展盖 

扩展电缆、电池安装后，请装上盖。 

 
�� 连接扩展插卡的连接器 

 
� 连接扩展 I/O 单元、扩展 FP0 适配器的连接器 

插入专用的扩展电缆。 

 
�� 电池盖 

当使用另售的备份电池时，拆下该盖后进行安装。 

利用备份电池对实时时钟和数据寄存器供电。 

 
�� DIN 导轨安装推杆(左右钩) 

轻松一按即可安装在导轨上。 

 
�� 模拟输入、模拟输出用端子台(仅 C38AT) 

使用弹簧式连接型。使用 AWG＃24～＃16(0.2 mm2～1.5mm2)绞合线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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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电源规格 

1.2.1 AC 电源 

规 格 
项 目 

C38AT 

额定电压 100～240V AC 

电压变动范围 85～264V AC 

冲击电流 45A以下(240V AC、25℃时) 

允许瞬时停电时间 10ms(使用 100V AC时) 

频率 50／60Hz(47～63Hz) 

漏电流 输入～保护接地端子间 0.75mA以下 

内置电源  保证寿命 20,000 小时(55℃时) 

保险丝 内置(不可更换) 

隔离方式 变压器隔离 

端子螺钉 M3 

 

1.2.2 输入用通用电源(输出) 

规 格 
项 目 

C38AT 

额定输出电压 24V DC 

电压变动范围 21.6～26.4V DC 

额定输出电流 0.4A 

过电流保护功能 
注) 有 

端子螺钉 M3 

注)具有保护输出短路的瞬时过电流保护功能。一旦检测到短路，立即切断 PLC 整体电源。当连接超

过规格的电流负载、持续处于过载状态时有可能发生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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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输入规格 
1.3.1 晶体管(Tr)型(NPN) 

■ 输入规格(NPN) 
规 格 

项 目 C38AT 
隔离方式 光耦合器隔离 
额定输入电压 24V DC 
使用电压范围 21.6V DC ～ 26.4V DC 

额定输入电流 
约 8mA(控制单元 X0～X3) 
约 4.7mA(控制单元 X4～X7) 
约 4.3mA(控制单元 X8 以上) 

公共端方式 24 点/公共端(输入电源的极性＋/－均可) 
最小 ON 电压/ 
最小 ON 电流 

19.2V DC／6mA(控制单元 X0～X3) 
19.2V DC／3mA(控制单元 X4 以上) 

最大 OFF 电压/ 
最大 OFF 电流 

2.4V DC／1.3mA(控制单元 X0～X3) 
2.4V DC／1mA(控制单元 X4 以上) 

输入阻抗 
约 3kΩ(控制单元 X0～X3) 
约 5.1kΩ(控制单元 X4～X7) 
约 5.6kΩ(控制单元 X8 以上) 

OFF→ON 

控制单元 X0～X3 
135μs 以下：一般输入时 
5μs 以下 注)：高速计数器、脉冲捕捉、中断输入设定时 

控制单元 X4～X7 
135μs 以下：一般输入时 
50μs 以下 注)：高速计数器、脉冲捕捉、中断输入设定时 

控制单元 X8 以上 
0.6ms 以下 

响应时间 

ON→OFF 同上 
工作状态显示 LED 显示 
EN61131－2 适用型 遵循 TYPE3(但要按照上述规格) 
注)额定输入电压 24V DC、25 ℃时的规格。 

 

■ 电路图 
 

［X0～X3］ ［X4～］ 

AZV 

内
部
电
路

内
部
电
路

 
X4～X7 ：R1＝5.1kΩ R2＝3kΩ 
X8～ ：R1＝5.6kΩ R2＝1k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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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输出规格 
1.4.1 晶体管(Tr)型(NPN) 

■ 输出规格 
规 格 

项 目 C38AT 
隔离方式 光耦合器隔离 
输出形式 集电极开路 
额定负载电压 5～24V DC 
负载电压允许范围 4.75～26.4V DC 
最大负载电流 0.5A 
最大冲击电流 1.5A 
公共端方式 8 点/公共端(Y0～Y7)、6 点/公共端(Y8～YD) 
OFF 时漏电流 1μA 以下 
ON 时最大电压降 0.3V DC 以下 

OFF→ON 

2μs 以下(Y0～Y3) (负载电流 15mA 以上时) 
20μs 以下(Y4～Y7) 

(负载电流 15mA 以上时) 
1ms 以下(Y8 以上) 响应时间 

(25℃时) 

ON→OFF 

8μs 以下(Y0～Y3)(负载电流 15mA 以上时) 
30μs 以下(Y4～Y7) 

(负载电流 15mA 以上时) 
1ms 以下(Y8 以上) 
电压 21.6～26.4 V DC 

Y0～Y7 Y8～YD 
外部供给电源 
(＋、－端子) 电流 

60mA 以下 45mA 以下 
浪涌抑制器 齐纳二极管 
工作状态显示 LED 显示 

 

■ 电路图 
 

［NPN 输出］ 
［Y0～Y3］ ［Y4～］

 

负载 
内
部
电
路 

输
出
电
路 

输出端子 

输出显示 LED 

负载电源
5~24 V DC 

外部供给电源
24 V DC  

＋端子 

－端子 

负载 
内
部
电
路 

输
出
电
路 

输出端子 

输出显示 LED
＋端子 

－端子 

负载电源 
5~24 V DC 

外部供给电源
24 V D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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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同时输入／输出 ON 点数的限制 
1.5.1 晶体管(Tr)型(NPN) 
(安装单台 AFPX-COM5 时) 

同时 ON 点数，请根据环境温度的变化，减少到下图的范围内。 
 

型号 同时输入 ON 点数的限制 同时输出 ON 点数的限制  
AFPX-C38AT 

 

 

 

1.5.2 晶体管(Tr)型(NPN) 
(安装 AFPX-DA2、A21(电流输出型)时) 

同时 ON 点数，请根据环境温度的变化，减少到下图的范围内。 
 
型号 同时输入 ON 点数的限制 同时输出 ON 点数的限制  

AFPX-C38AT 

 

■构成 
DA2①  
A21②  
A21③ ＋A21 

 DA2＋DA2 注) 
 DA2＋A21 注) 

 
注)电流输出合计

只能用到 2ch。 

 

1.5.3 晶体管(Tr)型(NPN) 
(安装 AFPX-DA2、A21(电压输出型)时) 

同时 ON 点数，请根据环境温度的变化，减少到下图的范围内。 
 
型号 同时输入 ON 点数的限制 同时输出 ON 点数的限制  

AFPX-C38AT 

 

■构成 
DA2①  
A21②  
21③ ＋A21 

 DA2＋DA2 
 DA2＋A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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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端子排列图 
1.6.1 晶体管型 

■ AFPX-C38AT 

   
输入端子： 
同一端子台内的各 COM 端子已经在单元内部进行连接。 

输出端子： 

各电源端子为独立形式。请在用粗框围起的范围内使用。 
 
注)上图表示数字输入/输出部分的端子排列图。有关模拟输入/输出部分的规格，请参照4.1.1模拟
输入规格或4.2.1模拟输出规格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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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I/O 的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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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I/O 的分配 

 

 输入 输出 

控制单元 

X0～X9F  (WX0～WX9) 

X20～X7F(WX2～WX7) 

为模拟输入部分占用。 

Y0～Y9F  (WY0～WY9) 

Y10～X3F(WY1～WY3) 

为模拟输入输出部分占用。 

插卡安装部 1(插槽 0) X100～X19F(WX10～WX19) Y100～Y19F(WY10～WY19) 

插卡安装部 2(插槽 1) X200～X29F(WX20～WX29) Y200～Y29F(WY20～WY29) 

扩展  第 1 台 X300～X39F(WX30～WX39) Y300～Y39F(WY30～WY39) 

扩展  第 2 台 X400～X49F(WX40～WX49) Y400～Y49F(WY40～WY49) 

扩展  第 3 台 X500～X59F(WX50～WX59) Y500～Y59F(WY50～WY59) 

扩展  第 4 台 X600～X69F(WX60～WX69) Y600～Y69F(WY60～WY69) 

扩展  第 5 台 X700～X79F(WX70～WX79) Y700～Y79F(WY70～WY79) 

扩展  第 6 台 X800～X89F(WX80～WX89) Y800～Y89F(WY80～WY89) 

扩展  第 7 台 X900～X99F(WX90～WX99) Y900～Y99F(WY90～WY99) 

扩展  第 8 台 
X1000～X109F 

(WX100～WX109) 

Y1000～Y109F 

(WY100～WY109) 

注)实际可使用的 I/O编号范围因插卡及单元而异。 

 

■ 关于 I/O编号 

� X、Y编号的指定方法 
FP-X及 FP0的输入和输出使用相同的编号。 

 

� 输入/输出继电器编号的计数方法 
如下所示，输入/输出继电器 X、Y用十进制数和 16进制数的组合方法表示。 

 

� 关于插槽 No. 
插槽 No.是指使用扩展插卡进行编程时，所使用的插卡安装位置的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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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控制单元的 I/O 分配 

2.2.1 数字输入/输出部的 I/O 分配 

FP-X 控制单元(数字输入/输出部)的 I/O 分配是固定的。 

 

■ I/O编号 

控制单元名称 功能 分配点数 I/O 编号 

输入(24点) 
X0～XF 

X10～X17 
FP-X C38A 

控制单元 
数字输入/输出 

输出(14点) Y0～YD 

 

2.2.2 模拟输入/输出部的 I/O 分配  

FP-X 控制单元(模拟输入/输出部)的 I/O 分配是固定的。 

 

■ I/O编号(模拟输入) 

控制单元名称 功能 分配点数 I/O 编号 

模拟输入值 CH0 输入(16点) WX2(X20～X2F) 

模拟输入值 CH1 输入(16点) WX3(X30～X3F) 

模拟输入值 CH2 输入(16点) WX4(X40～X4F) 

模拟输入值 CH3 输入(16点) WX5(X50～X5F) 

模拟转换预告区域 输入(16点) WX6(X60～X6F) 

输入范围监视区域 输入(16点) WX7(X70～X7F) 

FP-X C38A 

控制单元 

输入范围设定区域 输出(16点) WY1(Y10～Y1F) 

 

■ I/O编号(模拟输出) 

控制单元名称 功能 分配点数 I/O 编号 

模拟输出值 CH0 输出(16点) WY2(Y20～Y2F) FP-X C38A 

控制单元 模拟输出值 CH1 输出(16点) WY3(Y30～Y3F) 

 



2-4 

 



3-1 

第3章  

 配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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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模拟输入/输出部的配线 

■ 适用电线/适用圆柱端子 

模拟输入/输出部的端子台采用弹簧式连接型。请使用下表的适用电线。 

 
� 适用电线(绞合线) 

规格 公称截面积 

AWG#24～16 0.2mm2～1.5mm2 

 
� 带适用绝缘套管的圆柱端子 
使用圆柱端子时，请使用下表型号的端子或同等产品。 

制造商 截面积 规格 Pheonix Contact Co.,Ltd.型号 

0.25mm2 AWG#24 AI 0,25―6 YE 

0.50mm2 AWG#20 AI 0,5―6 WH 

0.75mm2 AWG#18 AI 0,75―6 GY 

Pheonix Contact 

Co.,Ltd. 

1.00mm2 AWG#18 AI 1―6 RD 

 

� 圆柱端子专用压接工具 

Pheonix Contact Co.,Ltd.型式编号 
制造商 

型号 产品号 

Pheonix Contact 
Co.,Ltd. 

CRIMPFOX UD 6 1204436 

 

■ 用专用工具插入电线 

请使用 Pheonix Contact Co.,Ltd.制螺丝刀(制造编号：1205037)，刃宽 0.4×2.5(型号 SZS 0，4×2，5)

或同等产品。 

 

■ 配线方法 

①请剥去电线的绝缘层。 

 

 

②用一字螺丝刀顶住端子台的夹片，插入电线直至碰到内壁，然后放开螺丝刀，并确认电线已被固

定。 

 

注)插图为 8针型端子台，从主体上拆下的状态。 

 

■ 配线时的注意事项 

遵守以下各项，避免发生断线。 

·剥去绝缘层时，不要损伤芯线。 

·接线时，请勿扭转芯线。 

·请勿采用焊接接线。否则有时会因振动而断线。 

·接线后，请勿使电线承受应力。 

 

请将螺丝刀顶住该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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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控制单元内置 

模拟输入/输出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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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模拟输入功能 
4.1.1 模拟输入规格 

■ 模拟输入规格 
规 格 

项 目 C38AT 控制单元主体 
输入点数 4 通道 

电压 0－10Ｖ、0－5Ｖ 
输入范围 

电流 0－20ｍA 
数字转换值 K0～K4000 
分辨率 1/4000 (12bit) 
转换速度 1ms/通道 
综合精度 ±1%F.S.以下 (0～55℃) 

电压 40kΩ以上 
输入阻抗 

电流 250Ω 
电压 －0.5 V、+15V (电压输入) 

绝对最大输入 
电流 +30mA (电流输入) 

隔离方式 
模拟输入端子～内部数字电路部 非隔离 
模拟输入～模拟输出端子 非隔离 
各通道间  非隔离 

注 1)模拟输入值超过上、下限时，数字值保持上、下限值。 
注 2)由于分辨率为 12bit，因此分配到各通道的输入接点区域(WX2～WX5)的高位 4bit 始终为 0。 
注 3)模拟数据反映到控制单元的输入中需花如下的时间。 

 图中改写为 K4000 

 

■ 端子排列图  

 

■ 接线图 

 

WX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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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输入范围的设定 
FP-XC38AT 的模拟输入范围可通过用户程序向输入范围设定区域(WY1)写入数值进行指定。 
 

■ 输入范围设定区域(WY1) 
从低位起按 CH0、CH1、CH2、CH3 的顺序分配给每 1 个数字的 4 位。 
根据所使用的范围向各数字指定以下的值。 
 
bit no. 15   12 11   8 7   4 3   0 
对应通道 CH3 CH2 CH1 CH0 

 
写入各数字中 
H0：不使用时，H1：0－10V，H2：0－5V，H3：0－20ｍA 
指定为 H0～H3 以外时，范围为 0－10V。 
 
例)向 CH0 和 CH1 设定 0－10V 范围，向 CH2 和 CH3 设定 0－5V 范围时，将 H2211 写入 WY1 中。 

注意： 
接通电源后，最先写入的输入范围有效。 

变更输入范围时，先切断电源，在 PROG.模式下再次接通电源，通过程序重新写入任意的值。 
 

4.1.3 输入范围设定的确认 
可通过输入范围设定监视区域(WX7)确认已设定的模拟输入范围。要确认输入设备的范围与已设定的
范围是否符合等进行调试时，可以利用此功能。 
 
■ 输入范围设定监视区域(WX7) 
从低位起按 CH0、CH1、CH2、CH3 的顺序分配给每 1 个数字的 4 位。 
 
bit no. 15   12 11   8 7   4 3   0 
对应通道 CH3 CH2 CH1 CH0 

 
各数字的值 
H0：不使用时，H1：0－10V，H2：0－5V，H3：0－20ｍA 
指定为 H0～H3 以外时，范围为 0－10V。 
 
 

4.1.4 模拟转换准备的确认 
确认以下的模拟输入准备标记(WX6：X60～X63)为 ON 后，再进行模拟输入值的读取。 
 

■ 模拟转换准备监视区域(WX6) 
每１位都从低位起按 CH0、CH1、CH2、CH3 的顺序分配。 
 
bit no. 15 12 11 8 7 4 3   0 
对应通道             CH3 CH2 CH1 CH0 

 
各位的值  
０：准备中、１：准备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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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5 模拟输入值的读取 

模拟输入值转换成数字后，每个通道都保存在下表的外部输入区域(WX2～WX5)中。请通过用户程

序读取至任意区域。 

 

■ 模拟输入值 

通道号 分配点数 I/O 编号 值的范围 

CH0 输入(16点) WX2(X20～X2F) 

CH1 输入(16点) WX3(X30～X3F) 

CH2 输入(16点) WX4(X40～X4F) 

CH3 输入(16点) WX5(X50～X5F) 

K0～K4000 

 

4.1.6 示例程序 

在输入 CH0～CH3中设定 0～10V或 0～5V的范围，从 WX2～WX5读取数字转换值到 DT0～DT3

时的示例程序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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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模拟输出功能 

4.2.1 模拟输出规格 

■ 模拟输出规格 

项 目 规 格 
 C38AT 控制单元主体 

输出点数 2 通道 
电压 0－10Ｖ 

输出范围 
电流 0－20mA 

数字值 K0～K4000 
分辨率 1／4000 (12bit) 
转换速度 1ms/1 通道 
综合精度 ±1％F.S.以下 (0～55 )℃  
输出最大电流 10mA (电压输出) 
输出容许负载电阻 500Ω以下 (电流输出) 

隔离方式 
模拟输出端子～内部数字电路部 非隔离 
模拟输出端子～模拟输入端子 非隔离 
各通道间  非隔离 

 

■ 端子排列图 

 

■ 接线图 

 

 

4.2.2 模拟输出值的写入 
设定模拟输出值时，请通过用户程序在下表的外部输出区域(WY2～WY3)为每个通道写入任意的数
值。 
 

■ 模拟输出值 
通道号 分配点数 I/O 编号 值的范围 

CH0 输出(16 点) WY2(Y20～Y2F) 
CH1 输出(16 点) WY3(Y30～Y3F) 

K0～K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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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示例程序 

要将已写入 DT10～DT11中的任意值写入模拟输出值设定区域 WY2～WY3时的示例程序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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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规格一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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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规格一览 

5.1.1 一般规格 

项目 规格 

使用环境温度 0～＋55℃ 

保存环境温度 －40～＋70℃ 

使用环境湿度 10～95％RH(25℃时 无结露) 

保存环境湿度 10～95％RH(25℃时 无结露) 

输入端子⇔输出端子 
注 4) 

500V AC 

1分钟 

全部输入端子⇔全部电源·接地端子 

全部输出端子⇔全部电源·接地端子 

插卡输入/输出端子⇔全部电源·接地端子 
注 3) 

2300V AC 

1分钟 
注 2) 

插卡输入/输出端子⇔全部输入·输出端子 

通信插卡 RS485 

⇔全部电源·输入·输出·接地端子 
注 3) 

500V AC 

1分钟 

耐电压 
注 1) 

注 2)
 

晶体管型 

电源端子⇔接地端子 
1500V AC 

1分钟 

输入端子⇔输出端子 
注 4) 

全部输入端子⇔全部电源·接地端子 

全部输出端子⇔全部电源·接地端子 

插卡输入/输出端子⇔全部电源·接地端子 
注 3) 

插卡输入/输出端子⇔全部输入·输出端子 

通信插卡 RS485 

⇔全部电源·输入·输出·接地端子 
注 3) 

绝缘电阻 
注 1)

 

电源端子⇔接地端子 

100MΩ以上 

(500V DC 兆欧表) 

耐振动 

5～9Hz 单边振幅 3.5mm 1 次扫描/1分钟 

9～150Hz 恒加速度 9.8m/s2  1 次扫描/1分钟 

X、Y、Z 每方向各 10分钟 

耐冲击 147m/s2   X、Y 每方向各 4 次 

AC 1500V ［p－p］脉宽 50ns、1μs(根据噪声模拟法)(AC电源端子) 
耐噪性 

DC 1000V ［p－p］脉宽 50ns、1μs(根据噪声模拟法)(DC电源端子) 

运行环境 应无腐蚀性气体，应无严重尘埃。 

EC指令的适用标准 EMC 指令：EN61131－2、低电压指令：EN61131－2 

过电压类别 类别Ⅱ 

污染度 污染度 2 

重量 约 530ｇ 

注 1)编程口、USB 端口、模拟输入插卡、通信插卡(RS232C部)与内部数字电路部为非隔离式。 

注 2)截止电流：5mA(出厂初始值) 

注 3)模拟输入插卡、通信插卡(RS232C部)与接地端子间除外。 

注 4)脉冲输入/输出插卡的输入端子⇔输出端子间除外。 

 

单元消耗电流一览 

控制单元电源 

消耗电流 单元的种类 

100V AC 200V AC 

控制单元 AFPX-C38AT 350mA以下 220mA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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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性能规格 
规格 

晶体管型 项目 
C38AT 

控制单元 38 点 DC 输入 24 点、Tr 输出 14 点 
使用 E16 扩展 I/O 
单元时 

最大 54 点 

使用 E30 扩展 I/O 
单元时 

最大 278 点(最多可扩展 8 台) 

控制 
I/O 
点数 

使用 FP0 扩展单元时 最大 126 点(最多可扩展 3 台) 
程序方式/控制方式 继电器符号/循环运算方式 
程序存储器 内置 Flash-ROM(不需要备份电池) 
程序容量 32k 步 

基本指令 111 种 
指令条数 

应用指令 216 种 
运算处理速度 基本指令 0.32μs～/步 
 基本时间 0.28ms 

I/O 刷新＋基数时间 
使用 E16 时：0.34ms×单元数 
使用 E30 时：0.47ms×单元数 
使用扩展 FP0 适配器时：1.4ms＋FP0 扩展单元刷新时间 注 8) 

外部输入(X) 注 1) 1,760 点(X0～X109F) 
外部输出(Y) 注 1) 1,760 点(Y0～Y109F) 
内部继电器(R) 4,096 点(R0～R255F) 
特殊内部继电器(R) 192 点 

定时器·计数器(T/C) 
1,024 点 注 2)(初始设定时，定时器 1008 点：T0～T1007、计数器 16 点：C1008～C1023) 
定时器可以在(1ms、10ms、100ms、1s 为单位)×32767 范围内计时 
计数器可以在 1～32767 范围内计数 

继
电
器 

链接继电器(L) 2048 点(L0～L127F) 

数据寄存器(DT) 32,765 字(DT0～DT32764) 

特殊数据寄存器(DT) 384 字 

链接数据寄存器(LD) 256 字(LD0～LD255) 

文件寄存器 无 

运
算
存
储
器 

存
储
器
区
域 

索引寄存器(I) 14 字(I0～ID) 

微分点数 程序容量 

主控制继电器点数(MCR) 256 点 
标记数(JP＋LOOP) 256 点 
步进数 1,000 级 
子程序数 500 子程序 
中断程序数 输入 8 程序、定时 1 程序 

采样跟踪 
有指令或定时采样  
16 位＋3 字／采样 1,000 采样 

注释保存 
含 I/O 注释、注释说明、行间注释的所有注释均可保存 
(无需备用电池 328k 字节) 

PLC 间链接功能 
最多可链接 16 台设备，链接继电器 1024 点，链接寄存器 128 字 
(不能进行数据传输、远程编程) 

固定扫描 可 
密码 可(4 位、8 位) 
禁止程序上传 可 
自诊断功能 看门狗、程序语法检查等 
RUN 中改写 可 

设定项目 年(公历后 2 位)·月·日·时(24 小时循环)·分·秒·星期 日历时钟 
(仅限装有电池时) 精度 0℃：月差 104 秒、25℃：月差 51 秒、55℃：月差 155 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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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格 

晶体管型 项目 

C38AT 

主机输入 

单相 8ch(高速 4ch、中速 4ch)或 2相 4ch(高速 2ch、中速 2ch) 

 

高速单相：1ch时(100kHz)、2ch时(80kHz)、3ch时(60kHz)、4ch时(50kHz) 

高速 2相：1ch时(35kHz)、2ch时(25kHz) 

中速单相：4ch时(各 10kHz) 

中速 2相：2ch时(各 5kHz) 

高速计数器 
注 3)注 4) 

脉冲输入/输出 

插卡安装 
不可安装 

主机输出 

单相 4ch(高速 2ch、中速 2ch) 

 

脉冲输出： 

高速 2ch时(各 100kHz)、直线插补时合成速度 100kHz 

中速 2ch时(各 20kHz)、直线插补时合成速度 20kHz 

 

PWM输出： 

高速 1.5Hz～41.7kHz、中速 1.5Hz～15.6kHz 

1000分辨率(低于 12.5kHz)、100分辨率(高于 12.5kHz) 

脉冲输出 

／PWM输出 
注 4) 

脉冲输入/输出 

插卡安装 
不可安装 

脉冲捕捉输入 

/中断输入 

8点 

(主机输入 8点：X0～X7) 

定时中断 0.5ms～30s 

电位器输入 2点 分辨率 10位(K0～K1000) 

用 F12、P13指令备份 数据寄存器(32,765字) Flash 

ROM备份 
注 5) 

电源切断时的 

自动备份 

计数器 16点(C1008～C1023)、内部继电器 128点(WR248～WR255) 

数据寄存器 55字(DT32710～DT32764) 

电池供电 系统寄存器中设定为保持区域的存储器(但是仅限装有电池选件时。)
注 6) 

电池寿命 
注 7) 

1.8年以上(实际可用 10年(25 ))℃  

注)可安装 2个以上电池。这种情况下，电池寿命为电池安装个数的倍数。 

注 1)实际可使用点数，由硬件的组合方式决定。 

注 2)利用辅助定时器可以增加点数。 

注 3)为额定输入电压 24V DC、25℃时的规格。由于电压、温度和使用条件的差异，频率可能会降低。 

注 4)最高频率因使用方法而异。 

注 5)可以写入的次数在 1 万次以内。使用电池选件时，可对整个区域维持供电。 

可以在系统寄存器内设定保持和非保持区域。 

注 6)未安装电池的情况下设定在保持区域内的数据在接通电源时不会被清零，因此，可能导致数据值不确定。 

电池用完时，保持区域的数据值也会不确定。 

注 7)电池寿命为完全不通电情况下的值。实际的使用寿命可能会因使用条件而有所缩短。 

注 8)FP0扩展单元刷新时间表 
 

8 点单元 使用台数×0.8ms 

16 点单元 使用台数×1.0ms 

32 点单元 使用台数×1.3ms 

64 点单元 使用台数×1.9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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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  

 外形尺寸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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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外形尺寸图 
6.1.1 控制单元 

 
 

 安装扩展卡时 

 

 注)AFPX-COM5 比其它通信插卡高 5mm。 

6.1.2 安装尺寸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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