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刖 吾

GB／T 27526--20 11

本标准按照GB／T 1．1 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GB／T 27526--2011《PROFIBUS过程控制设备行规》修改采用PROFIBUS&PROFINET现场总

线国际团体(PI)的技术规范(PNO／TC3 04一0006c)《PRoFIBus过程控制设备行规》(第3．02版本)。

本标准与PNO／TC3 04一o006c《PR()FIBus过程控制设备行规》(第3．02版本)相比在结构上有部

分调整，删除了PNO／TC3 04—0006c((PROFIBUS过程控制设备行规》(第3．02版本)中关于文本版本

变化的条，并相应编排文本章条号和表编号，如下：

一删除PNO／TC3 04—0006c{{PROFIBUS过程控制设备行规》(第3．02版本)的5．8“文本历史”；

一删除PNO／TC3 04—0006c{PROFIBUS过程控制设备行规》(第3．02版本)的6．9“文本历史”；

——删除PNO／TC3—04 0006c{PROFIBUS过程控制设备行规》(第3．02版本)的7．6“文本历史”；

——删除PNO／TC3—04一o006c《PRoFIBus过程控制设备行规》(第3．02版本)的8．5“文本历史”；

一一删除PNO／TC3—04 0006c{PROFIBUS过程控制设备行规》(第3．02版本)的9．5“文本历史”；

一一删除PNO／TC3 04—0006c《PROFIBUS过程控制设备行规》(第3．02版本)的10．6“文本历

史”；

一 删除PNO／TC3 04 o006c《PR()FIBus过程控制设备行规》(第3．02版本)的11．11“文本历

史”；

删除PNO／TC3—04—0006c{PROFIBuS过程控制设备行规》(第3．02版本)的13．4“文本历

史”；

——增加了部分规范性引用文件和参考文献；

——增加了部分缩略语；

——增加了表96和表97中对工程单位代码和材料代码的注释。

本标准还做了下列编辑性修改：

——删除PNO／Tc3—04—0006c{PROFlBUS过程控制设备行规》(第3．02版本)的脚注1；

——删除PNO／TC3—04—0006c《PROFIBUS过程控制设备行规》(第3．02版本)的脚注2，改为第

4章的注；

删除PNo／Tc3—04—0006c{PROFIBuS过程控制设备行规》(第3．02版本)的脚注3，改为

5．1．6．2的注；

——删除PNO／TC3—04—0006c{PROFIBUS过程控制设备行规》(第3．02版本)的脚注4，改为

5．2．1．2的注；

一删除PNO／TC3 04—0006c{PR()FIBus过程控制设备行规》(第3．02版本)的脚注5，改为

7．3．1．1的注。

本标准由机械工业联合会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工业过程测量和控制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 124)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机械工业仪器仪表综合技术经济研究所、上海自动化仪表有限公司、北京机械工

业自动化研究所、西南大学、北京和利时系统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中国科学院沈阳自动化研究所、重庆川

仪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清华大学、北京华控技术有限责任公司、中国机电一体化协会、西门子(中国)有

限公司、中国石油和化工自动化应用协会、中海油研究中心。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刘丹、谢素芬、王春喜、王麟琨、包伟华、李百煌、刘枫、罗安、陈学军、周侗、

阳宪惠、田英明、刘云男、陈小枫、李文娟、惠敦炎、欧阳劲松、窦连旺、陈明海、徐伟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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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现场设备可在有本质安全要求的生产和过程控制环境中运行。这就产生了对具有有限存储和处理

能力的设备的需求，以及对非常低带宽的总线的需求。

符合IEC 61784—1中CP 3／1和CP 3／2的PROFIBUS现场总线标准覆盖了大量潜在的工业控制

和监视应用，并在现场中使用。

为了协调变送器、执行器和控制器，以及到可视化终端、操作员终端之间的应用功能，必须定义参数

的语法和语义，这是本行规的主要内容。在本行规的“映射”部分，定义了到特定PROFIBUS协议的映

射。图l简要说明了行规与协议间的关系。

应用过程oⅢ：

第7层

第2层

第1层

图1 在ISO／OSI模型的分层体系结构中行规(粗线框)的集成

本标准对应于PROFlBUS&PROFINET现场总线国际团体(PI)的技术规范《PROFIBUS过程控

制设备行规，版本3．02》(PA行规3．02)，之前的PROFIBUS PA行规版本包括PA行规3．0和PA行

规3．ol。在本标准中为了方便说明符合本版本行规设备的新特性，也直接用PA行规3．02来指代本

标准。

Ⅱ



1范围

PROFIBUS过程控制设备行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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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规定了用于操作、调试、维护和诊断的基本设备的参数集，以及实现由用户集团和设备制造

商所定义参数的连贯性机制。

本标准适用于过程控制(例如：化工、食品、水／污水处理、电站和基础工业)中使用的变送器、阀、二

进制设备以及其他装置。

本标准规定的PROFIBUS过程控制设备行规分为两类：A类和B类。A类行规描述了简单设备

的通用参数，其范围限于操作阶段的基本功能。该基本集由具有测量值状态的过程变量(例如温度、压

力和物位)、标签(TAG)名称和工程单位组成。B类行规的范围是用于过程控制的设备，它是A类行规

定义的扩展，并覆盖用于标识、调试、维护和诊断的更复杂的应用功能。参数与不同类之间的关系见参

数定义及一致性声明(见5．7)。

2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19892．1 2005批控制第l部分：模型和术语(IEC 61512—1：1 997，IDT)

GB／T 20540．5 2006 测量和控制数字数据通信 工业控制系统用现场总线 类型3：

PROFIBUS规范第5部分：应用层服务定义(IEC 61158—5类型3：2003，MOD)

GB／T 20540．6 2006 测量和控制数字数据通信 工业控制系统用现场总线 类型3：

PROFIBUS规范第6部分：应用层协议规范(IEC 61158—6类型3：2003，MOD)

GB／Z 25105．1—2010工业通信网络现场总线规范 类型10：PROFINET IO规范第l部

分：应用层服务定义(IEC 61158—5—10：2007，MOD)

IEC 60751：2008 工业铂电阻温度计和铂温度传感器(Industrial platinium resistance

thermometer and platinum temperature sensors)

IEC 61784 1：2007工业通信网络行规第1部分：现场总线行规(Industrial communication net—

works Profiles—Part 1：Fieldbus profiels)

ANSI TIA／ElA一485一A：1998平衡数字多点系统用发生器和接收机的电特性(Electrical charac

teristics of generators and receivers for use in balanced digital multipoint systems)

PNO／TC3—04—0006 PROFIBUS过程控制设备行规V3．01(PR()FIBus Profile for process

control devices，version 3．01)

PNO／TC3—04 0007a PROFIBUS过程控制设备行规V3．02的增补1：用于PA设备的

PRoFlsafe(PROFIBUS profile amendment 1 to PROFIBUS profile for process control devices

V 3．02，PROFlsafe for PA devices)

PNO／TC3 05—0002a，PROFIBUS行规导则 第1部分：标识和维护功能(PRoFIBUs profile

guidelines Part l：Identification&maintenance functions)

PNO／TC3—99 0019，PROFIBUS过程控制设备行规V3．0(PROFIBUS Profile for process control

devices，version 3．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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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术语和定义、缩略语、约定

3，1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1

地址address

对设备内一个参数的绝对数字的引用。

3．1．2

警报对象alert objects

当检测到报警或事件时，警报对象被用来传送通知报文。

3．1．3

应用 application

软件的功能单元，由互连的功能块、事件和对象集合而成。应用可以是分布式的，并可具有与其他

应用的接1：3。

3．1．4

属性attribute

一个实体的特性或特征，例如：值和状况是输出参数的属性。

3．1．5

总线地址bus address

总线地址是对网络上设备的数字的引用。

3．1．6

块(块实例)block(block instance)

软件的逻辑处理单元，由单个命名的块副本和块类型规定的相关参数组成。该块从一次调用持续

到下一次调用。

3．1．7

数据结构data structure

其元素不必是相同数据类型的一种集合，其中的每个元素可惟一地通过标识符来引用。

3．1．8

数据类型data type

对应一组允许操作的值的集合。

3．1．9

设备device

能够在特定的上下关系中执行一个或多个指定功能并由其接口来界定的物理实体。

3．1．10

实体entity

特定的事物，例如：人、地点、过程、对象、概念、关联或事件。

3．1．11

(广义)功能(Global)function

实体的特定目的。

3．1．12

(具体)功能(Concept)function

实体在实现其目的时所执行的一组动作之一。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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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3

功能块function block

由一个或多个输入参数、输出参数和内含参数组成的一个命名块，它处理实体在实现其目的时所执

行的一组动作之一。

注：功能块代表一个应用所执行的基本自动化功能，而该应用尽可能地独立于特定的I／O设备和网络。每个功能

块按照指定的算法和内部的一组内含参数来处理输入参数，产生输出参数。这些输出参数可在同一功能块应

用中使用，或由其他功能块应用使用。

3．1．14

功能块应用function block application

由若干物理块、功能块、转换块及相关对象所执行的一个自动化系统的应用。

3．1．15

索引index

用于寻址设备中参数的属性。

3．1．16

实例 instance

与功能块调用有关的数据部分。

3．1．17

本地访问local access

通过本地用户接口或服务接口的访问。

注：不通过PROFIBUS总线访问。

3．1．18

模式mode

模式决定块的操作方式和块实例的可用方式。

3．1．19

对象object

具有状态、行为和标识的实体。

3．1．20

参数parameter

一种变量，如功能块的输入参数、输出参数或内含参数。

3．1．21

参数地址parameter address

设备的目录对象与若干块的槽(Slot)／索引(Index)地址之间的引用。

3．1．22

物理块physical block

与资源相关的现场设备的硬件特定特征，这些特征通过物理块是网络可见的。

注：类似于转换块，通过包含一组实现无关的硬件参数使功能块与物理硬件隔离。

3．1．23

记录record

被视为一个单元的一组数据元素。

3．1．24

相对索引 relative index

在一个块内参数的逻辑偏移量。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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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5

远程访问 remote access

经由PROFIBUS总线的访问。

3．1．26

简单变量simple variable

以规定的数据类型为特征的单一变量。

3．1．27

槽slot

用于寻址设备内逻辑模块中一组参数的属性。

3．1．28

转换块Transducer Block

转换块通过为功能块使用所定义的设备无关的接口来控制对I／O设备的访问，同时还对I／0数据

执行诸如校准和线性化功能，以将其转换成一种设备无关的表示法。转换块与功能块的接口被定义为

一个或多个实现无关的I／0通道。

注：转换块使功能块与特定的I／O设备(例如：传感器、执行器和开关装置)相隔离。

3．1．29

变量variable

可被赋值为一组值中的任意一个的软件实体。

注：一个变量的值通常被限制为某种数据类型。

3．1．30

视图对象view objects

通过单个通信请求来访问的若干组参数。

注：提供视图对象来支持对功能块应用内参数数据的高教访问。

3．2缩略语

4

Acyc[ic 非循环的

Analog：Input 模拟输入

Analog Output 模拟输出

Automation System 自动化系统

Binary Messages 二进制消息

Cyclic 循环的

Decentra[Control System 分散控制系统

Device Management 设备管理

Data type structures 数据类型结构

Device Type Manager 设备类型管理器

Electronic Device Description 电子设备描述

Function Block 功能块

Field Device Tool 现场设备工具

General Station Description(Gerate StammDatei，通用站描述(设备基本文件)

德文)

。m加船肌

哪吣州吣洲咖耶M∞



I&M Inditification＆Maintenance

i／o Input／Output

LUV Last Usable Value

MSAC Master Slave acyclic

MSCY Master Slave cyclic

NAMUR Normungsarbeitsgemeinschah fiir Mess——und Rege—．

1ungstechnik in der Chemischen lndustrie(德文)

PA Process Automation

PB Physical Block

PCS Process Control System

PI PRoFIBUS&PROFINET International

PROFIBUS Process Field Bus

PROFIBUS Communication network according to

DP IEC 61784-1 CP 3／1

PROFlBUS Communication network according tO

PA IEC 61784—1 CP 3／z

r read access

SAP Service Access Point

TB Transducer Block

W write access

3．3约定

GB／T 27526—20 1

标识和维护

输入／输出

最新可用值

主从非循环

主从循环

德国化工测量和控制标准化委

员会

过程自动化

物理块

过程控制系统

PROFIBUS＆PROFINET国际

组织

过程现场总线

符合IEC 61784 l中CP 3／1的

通信网络

符合IEC 61784—1中CP 3／2的

通信网络

读访问

服务访问点

转换块

写访问

符合PROFIBUS PA的设备在物理块对象、转换块对象和功能块对象中构造其参数和功能。实际

设备由这些块的实例组成。设备中块实例的组合遵从某些规则。

本行规由包含PROFIBUSPA设备全部定义和规受Ij的通用要求以及包括转换块、功能块和物理块

规范的几个设备数据单组成，如图2所示。到通信资源的映射见第6章。

图2本行规的结构

有些设备由若干个应用组成(例如：传感器系统、执行器)。这些设备的行规由通用要求定义和设备

5



GB／T 27526--20 1 1

必要的设备数据单定义构成。此外，到PROFIBUS协议的映射必须遵循本行规映射部分的定义。在本

行规中，通用定义为一部分，不同的设备数据单为另一部分。这种结构使得行规的更新非常灵活。

4过程控制设备行规的一致性

与本行规一致性的声明应包括：

——与本行规的一致性；

——提供符合5．7的详细描述。

注：按照ISO／1EC导则给出与本行规的一致性声明。

行规是满足现场总线标准或某些特定领域或设备功能的一组约定。遵循以下两方面内容的设备才

被称为PR()FIBUS PA设备：

——符合IEC 61784 l中CP 3／l或CP 3／2的PROFIBUS协议规范；

——本行规规范。

图3示出了PROFIBUS PA规范文本的结构。

5通用要求

5．1技术概述

5．1．1概要

图3 PROFIBUS PA规范的文本结构

每个现场总线设备通过实现一个或多个具有严格时间要求的应用或一个应用的若干部分(例如：传

感器数据采集和控制算法处理)来执行整个系统操作的一部分。每个应用由一组用功能块模型表示的

基本现场设备功能组成。这些应用被称为功能块应用。

PROFIBUS PA现场总线系统由通过现场总线通信网络进行互连的数字设备和控制／监视装置组

成。它们被集成到一个装置或工厂的物理环境中，协同工作并为自动化处理和操作提供I／O和控制。
6



因此．现场设备支持客户对于运行、调试、诊断和维护的需求。

5．1．2设备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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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PROFIBUS PA功能块应用的设备有两种不同的类型。典型的设备是用在过程控制领域的

紧凑型设备，例如变送器和执行器。另一种是模块化设备，例如通常用于执行开／关阀门的二进制I／O。

紧凑型设备是仅具有一个模块的模块化设备(见图4)。

紧凑型设备

倒如：变送器

执行器

模块化设各

例如：二进制I／o

M 1 M 2 M n

DM设鲁管理

PB物理块

FB功黻
TB转抉块

M x模块K x=l，⋯m

图4设备模型

每个设备都用物理块、设备管理功能及参数表示。一个设备的模块包括一个物理块、若干功能块和

若干转换块(见5．1．3)。紧凑型设备的物理块只有一个。

设备管理由设备的块结构和对象结构的目录组成(见图5)。

图5块、块参数及目录之间的关系

一⋯·精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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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将设备或模块的变量和参数指定给部什或功能组什，这些变量和参数分别在块中构造(见

囝6) 山于同十参数根据上F文关系可能是坐艟或常破，困此在本标准巾使用参数的引用。例如一

个没帑的部件町眦足电源、存储器、过程附属单元或测蛄值预处理的电子器件。这些部件丧示设备的许

多方向．例如调试、运{r和诊断。

根据行挑参数定义了二种赏型的块：功能块、转换块和物理块。功能块(Fig)描述枉自动化系统内

执行的设备功能。功能块的例了有：模拟输人(AI)和模拟输出(AO)。一个i殳备可包含多个FB。物理

块(PB)描述没备必要的参数和功能，或醋备硬件本身的操作。祚本行规范围内．紧凑型设备仅包含

个物理块。

转换块(rH)包含的设备参数代表与过程连接的必要参数和功能。转换块的例子有：过程的盟度或

压力、f々感器粪型、各考点类型或所使用的线州化方法。每个FBl目一时划只能与一个TB琏接。这种

连接u】u足凼定的，或在稠试或维扩期间更改。

参数通过诸如数据类型或传输类型(循环或非循环)的属性来定义。参数的兄 个属性是将其分配

给块作为块的输人、输出或内含参数。恢属眭定义fi息处理的^向和参数与算法问的关系。

口$#*n8
f驯ni程站

图6设备中变量／参数的分组

如何将鸯数保存在设备巾是制造商特定的．1『f_由E1录埘象柬描述。然而．乍命周期的不同视阿(渊

试、运行、维打-和给晰)需要不l目的毒教结构。转换块参数和物理块参数逝常在调试和维护期间足必需

的而功能块参数在运行阶段足必需的，诊断需要所有块的参数(见5 l 5)。

51 4块之间的状况流

状况模型的摹本思蹄足通过块的输人和输出参数将块连接起来。这些参数主要是过稃变帚。过程

变量被定义为浮点类型，离散类型或位串类型，并且带有一十“状况字节<Status Byte)”。“状况宁节”包

古火十过程变量质量的信息，幽此也被称为质量代码(Ouality L’od()。主要的过程变量类型为模拟数

据结构和离散数据结恂(例如．数据类型J 0l和102)。状况的传送不只限丁过程变量．还可‘，操作变量

或反馈变品相耦合。这些状况数据提供所圭占合变城的当前状况信息“及先前软什进程实例的状况

情息。



GB／T 27526--2011

状况字节由3部分组成。第1部分由2比特组成，表示被发送值的基本质量说明。其后的4比特

代码是附加的质量说明。这4比特代码的含义随前2比特代码的不同而不同。第3部分由剩余的2比

特组成，包含超限的信息。

状况编码的定义见5．3。

5．1．5功能块与转换块间的引用

输入功能块和输出功能块隐藏了控制应用的特定测量或执行特性。转换块提供了对用于设备组态

或调整的必要参数的访问。在运行期间，一个测量或执行通道由连接在一起的一个转换块和一个功能

块组成。该连接是可组态的，通过使用功能块的“通道(CHANNEl。)”参数实现。该连接是一个引用，

即FB具有一个指向相关转换块及其参数的指针。

典型地，一个转换块具有一个引用。然而，在一些情况下，例如多路器，还需要其他组合。以下定义

了允许的组态：

具有一个引用的转换块将所使用的参数命名为主值(Pv)；

——具有多个引用的转换块将附加使用的参数命名为次值一n(SV—n，nm2⋯．)。这意味着一个转

换块可以与多个功能块连接；

一多个转换块可以使用同一个传感器的相同测量值；

一转换块的PV参数和SV参数可以具有101、102或DS-60的数据类型。

图7通过通道号来引用的转换块

“reference”是功能块的一个Unsignedl6的参数，并用来在逻辑上关联转换块信息与功能块信息。

在块组态期间，通道号的值可以在输入和输出功能块中组态。

此参数的有效范围及与特定引用相关的信息规定如下：

“CHANNEI。”参数由两个元素组成：

一TB—ID(第1个字节，见目录定义)；

所用TB参数的相对索引(第2个字节，见每个转换块属性表的第1列)。

注：见图8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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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块中参数的一致性层结构

投

所有坎都应提供至少7个抓准参数，功能块至少提供8个标准参数(见5 2)．这是培次结构的顶

层。A凳设备应提供标准各数和A娄世备的设备类喇特定的功能块参数。B类蛙备戊提供标准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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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类设备参数、设备类型特定参数，以及(如存在)B类设备的制造商特定的功能块参数。每个块都有可

能具有设备特定参数和制造商特定参数。

5．1．6．2参数的命名和寻址

所有块都使用标签(tag)描述来标识，相关参数被称为TAG—DESCR。标签提供对应用特定的块

的引用，并由设备用户进行分配。

块参数通过相对索引来标识，相对索引是块内参数的逻辑偏移量。在功能块、转换块和物理块的范

围内定义参数及其相对索引。块内的偏移量是惟一的、固定的，并在应用中可用来寻址参数。为通信目

的，在FB应用和通信协议规范中，参数的命名和寻址之间具有无歧义的映射，见第6章。

参数描述可通过附加信息进行补充，例如使用电子设备描述语言(EDDL)。根据应用领域、设备功

能和制造商特定性能，功能块定义及其相关EDD描述被组织成一个分层的公用参数集。

注：EDDI。不在本标准内定义，也不属于PROFIBUS行规B类设备的范围。它在IEC 61084—3中定义。

5．1．6．3参数用法

为了特定目的而定义块的参数。此外，每个参数被定义用作输入参数、输出参数或内含参数。

——contained：内含参数的值可由操作员或更高层设备进行组态和设置，或通过计算得来，不能将

其链接到其他功能块的输人或输出。

——()utput：输出参数向块外部的目标提供其值。输出参数包含值(value)和状况(status)两个属

性。输出状况指示所生成参数值的质量。

——Input：输人参数从块外部的源获得其值。其值可被该块的算法使用。

5．1．7简单设备的标准参数存储

简单设备(即仅包含一个传感器附件的设备)允许将ST—REV、TAG—DESC、ALERT—KEY和

STRATEGY中的每个参数只在一个位置存储，这意味着可能只有一个TAG。

5．2标准参数和对象

5．2．1块参数和对象介绍

5．2．1．1视图对象(view objects)

视图对象允许用一个服务请求来读或写若干组功能块参数值。这就使得组信息能够及时高效地传

送。每个物理块、功能快和转换块可存在多个视图对象，用以表示操作和参数化的所有信息。本行规支

持View一1作为必备的视图对象。可选地，还可具有块特定的视图对象View一2～View一4。每个块的视

图对象表定义了VIEW—X所包含的参数。

5．2．1．2报警对象(alarm objects)

当检测到报警时，报警对象被用来传送通知消息。当检测到某个块离开特定状态以及返回到该状

态时，报警产生。检测到报警状态的时间被作为时间戳包含在警报报文中。

注：除分析仪器设备外，实际行规一般不支持时间戳特性。在其他行规规范中可能定义时间戳。

根据报警的类型，在资源中可定义两类报警：

——模拟报警：用于报告其相关值是浮点型报警或事件的报警；

——离散报警：用于报告其相关值是离散型报警或事件的报警。

块提供报警对象，但报警对象值的传送不在本行规范围内。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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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表的使用说明

5．2．2．1概述

使用4种表格来描述各块参数的具体信息：

——参数描述表；

——参数属性表；

——一致性表；

一视图对象表。
表中提供的信息说明如下。

5．2．2．2参数描述表

本表包含每个块参数及其预计使用的描述。该描述包含参数的语义。例如，在表中定义了枚举型

参数的编码。这些描述也被用作帮助字符串。

如果一个参数具有枚举范围，则允许其支持制造商特定的可选代码子集。

5．2．2．3参数属性表

参数属性表规定块参数的特性。本表提供如下信息：

——相对索引(relative index)

相对于本块第1个参数的索引偏移量。

——参数名称(parameter name)

该参数的助记名称。

——对象类型(object type)

参数值的对象类型，包括：

·Simple：简单变量；

·Record：若干个不同的简单变量组成的结构；

·Array：若干个简单变量组成的数组。

——数据类型(data type)

参数值的数据类型，包括：

·Name：简单变量或数组的基本数据类型；

· DS_n：数据结构(Record)编号n。

——存储(store)

要求的存储器类型，如下：

·N：非易失参数，应在整个上电周期内都被保存，但它不属于静态更新代码；

·S：静态，非易失，修改此参数将增加静态版本计数器ST—REV的值；

·D：动态，该值由块计算出，或从另一个块读取；

·Cst：常量，该参数在设备中保持不变。

——大小(size)

数据大小，按八位位组(字节)计。

——访问(access)

·r：指示浚参数可被读；

·w：指示该参数可被写。

注：可写参数的范围被限定于当前存储的参数值，这是设备的有效行为。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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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用法(parameter usage)

·C：内含}

·I：输人；

·O：输出。

——传输类型(kind of transport)(按指示的最低要求)

·a：非循环的；

·cyc：循环的。

——复位类别(reset class)

FACTORY—RESET(物理块参数)影响设备中块的不同参数集。参数的复位类别特性确定一

个参数是处于测量或执行通道的信号链中(功能性参数)，还是该参数包含附加信息(信息性

参数)。

·F：功能性；

·I：信息性；

· ：不适用。

——缺省值(default value)

在初始化过程中分配给参数的值。这对于一个未组态的块的初始化是必须的。参数的值符合

参数的数据类型。如果在块的属性表中存在参数值，则此值须被用作缺省值(行规缺省值)。

如果在块的属性表中没有参数值，则其缺省值是制造商特定的(制造商缺省值)。

——下载次序(download order)

设备中存在数据的一致性限制(例如，若干参数使用相同的工程单位)。修改一个参数可能会

引发设备内的某些计算。因此，固定的参数下载到设备的顺序避免了数据的不一致性。下载

是对一组参数的一系列写访问。此属性定义了应遵循的写访问顺序。

在一些复杂设备中，因为某些参数的相互依赖性非常高，因此有必要封装一组参数。为此，可

以采用“参数处理(parameter Transaction)”的方法(见5．4)。

注：每个参数可被单独写入。

一～必备／可选(mandatory／optionaI)
·M：指示该参数对于非循环访问是必备的。循环访问可被单独组态；

·O：指示该参数是可选的。

5．2．2．4一致性表

每个设备从本行规规定的结构中选择必要的子集。子集的选择遵循在一致性声明中定义的某些规

则。该表指出哪些结构是必备的(M)，哪些是选择的(s)，以及哪些是可选的(())。

——M：指示该行规特征(物理块、功能块、转换块、浓缩状况等)是必备的；

——o：指示该行规特征是可选的；

——s：指示行规设备可以支持一个或多个子特征的选择(例如：模拟输入、模拟输出、离散输入等

是功能块的子特征)。存在两种选择的子特征：必备特征和可选特征。选择必备特征的子特征

是指设备应支持一个或多个所列出的子特征。选择可选特征的子特征是指如果设备支持该特

征，则该设备应支持一个或多个所列出的子特征。

5．2．2．5视图对象表

视图对象允许使用一个服务请求来读或写若干组参数值。提供这样的能力使得可以及时高效地传

送一组信息。每个块可存在多个视图对象：View_1、View一2、View一3和View一4。

视图对象是视图表中标记的所有参数的串接(集合)。一个通信处理传送所有参数值。这些对象集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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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的定义见详细块规范中的视图对象表(见表1)。

表1视图对象描述

视图对象 描 述

View l～View_4 用来访问块参数值的视图对象

Vtew一5～ 制造商特定

根据PROFIBUS PA的B类设备，只有View一1对于所有块是必备的，其他视图对象是可选的。如

果有制造商特定的视图对象，则即使保留的和可选的视图对象并未实现，也必须将这些视图对象计数

在内。

对视图对象进行写访问，如果静态属性参数中至少有一个元素被改变，则该写访问使参数ST—

REV最小增加1，见5．2．3．1．2。

5．2．3通用数据类型和结构

5．2．3．1数据类型

5，2．3．1．1通用数据类型

注：由DS xx标识的数据类型的引用只在本文本范围内有效，它不适用于其他任何文本的编号。

数据类型(1 Boolean～13一TimeDifference)的使用同在GB／Z 25105．1中的定义。

在本行规范围内未定义比特串(BitString)数据类型。BitString数据类型被映射为八位位组串

(OctetString)数据类型，如表2所示。

表2比特串(BitString)到八位位组串(OetetString)的映射

BitString定义

Bytel Byte2 Byte3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OctetString定义

Bytel Byte2 Byte3

8 7 6 5 4 3 2 l 16 15 14 13 12 11 10 9 24 23 22 21 20 19 18 17

Bit Bit B1t Btt Bit Blt

7 0 7 0 7 0

5．2．3．1．2通用数据类型缺省值

本行规定义的数据元素、结构或视图对象可包含可选的或供将来使用的参数。如果在当前实现中

不支持这些元素，则应使用以下值作为替代值：

——Floating Point 0x7F 0xFF 0xFF 0xFF(不是一个数)

——VisibleSt“ng 0x20，0x20，⋯

对于上面未作规定的数据类型，其所有八位位组缺省值都为0x00。

对于不符合这些规则的某些参数，在本行规中被明确定义。

5．2．3．1．3时间值(TimeValue)数据类型(21)

该数据类型是一个补充定义的(对于Boolean、Unsigned、Integer等而言)数据类型，按设备时间和
1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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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钟同步所要求的精度来表达日期和时间。

数据类型TimeValue(21)

在本行规范围内没有应用时间同步，因此不使用时间戳。具有数据类型21的参数的缺省值应为0。

5．2．3．1．4不支持的可选参数的枚举数据类型及取值

只要各参数无其他编码定义，表3中的定义适用于本行规定义的枚举数据类型的所有参数。建议

将这些定义用于将来的行规实现。

表3枚举编码

Unsigned8 Unsignedl6 标 注 描 述

0～127 0～32767 PI保留 依据行规定义

128～249 32768～65529 制造商特定 由制造商定义

不支持该参数所涉及的功能，或在当前组态中
250 65530 未使用

不使用该参数

251 6553l 无意义 不适用

252 65532 未知 不能被赋值，例如未初始化

253 65533 特定 附加信息是必要的／'d用的

254～255 65534～65535 PI保留 供将来使用

5．2．3．2块(Block)结构(DS一32)

此数据结构由块的属性组成(见5．2．5)。

数据类型 Block(DS-32)

属性 Number of Elements=12

属性 I』St of Elements(见表4)

表4块(Block)结构的元素表

E 元素名称 数据类型 (索引) 大小

1 Reserved Unsigned8 (5) 1

2 Block—Object Unsigned8 (5) 1

3 Parent—Class Unsigned8 (5) l

4 Class Unsigned8 (5) 1

5 Dev Rev Unsignedl6 (6) 2

6 Dev Rev～Comp Unsignedl6 (6) 2

7 DD_Revision Unsignedl6 (6) 2

8 Profile 0ctetString (10) 2

9 Profile—Revision Unsignedl6 (6) 2

10 Execution_Time Unsigned8 (5) 1

1l Number_oLParameters Unsignedl6 (6) 2

12 Address—oLView_l Unsignedl6 (6) 2

13 Number_oLViews“ Unsigned8 (5) 1

。如果一个块具有多个(>1)视图对象，则这些视图对象应无间隔地紧随前一个视图对象之后。对于供行规使用

而保留的视图对象，由它们所产生的间隔(gap)是允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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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示出了块结构的参数描述。

表5块(Block)结构的参数描述

元 素 描 述

Reserved， 这4个参数规定了设备的种类。编码如下：

Block—Object， o～127： 见表6、表7、表8

Parent—Class， 128～249：制造商特定

Class 250： 未使用

251： 无意义

252： 未知

253： 特定

254和255；保留

Dev_Rev 见5．5．4．2．1，对于设备的所有块都相同

Dev_Rev_Comp 见5．5．4．2．1，对于设备的所有块都相同

DD_Revision 供将来使用

Profile 编码见表9

Profile Revision 编码如下：

Bytel(MSB)：十进制小数点之前的数字；范围为00～99

Byte2(LSB)：十进制小数点之后的数字；范围为o～255

MSB表示NAMUR NE53的第1个数字，I．SB表示NAMUR NE53的第2个和第3个

数字：

例如对于行规3．02：MsB—Ox03，LSB=0x02

Execution_Time 供将来使用

Number_oLParameters 块所用的相对索引(参数)的个数，包括：

⋯块中必备部分内的问隔(gap)；
——可选参数；

——保留参数；

一制造商特定参数；
块中制造商特定部分内的间隔(gap)。

Number_ofParameters不包含视图对象

Address～oLView l 用于访问View_l参数(见5．2．1．1)的引用。此参数值的含义是通信特定的，并在本行规

映射部分定义

Number_of—Views 如果块中存在除View一1视图对象以外的其他视图对象。则此参数包含该块中所有视图

对象的个数，包括View一1和保留的视图对象

表6示出了物理块的块对象。

表6物理块：Block_Object、Class和Parent Class的编码

Bytel Byte2 Byte3 Byte4

Reserved Block Obiect Parent Class Class

o～127保留 01 物理块 01 变送器 缺省值=250(未使用)

缺省值=250(未使 02 执行器

用) 03 离散I／O

04 控制器

05 分析仪器

06 实验室设备

07～126 保留

127 多变量



表7示出了功能块的块对象。

表7功能块：Block_Object、Class和Parent_Class的编码

GB／T 27526--20 1 1

Bytel Byte2 Byte3 Byte4

Reserved Block—Obiect Parent_class Class

02功能块 01 输人 输入

02 输出 Ol 模拟输入

03 控制 02 离散输入

04 先进控制 03～127 保留

05 计算 输出

06 辅助 Ol 模拟输出
07 警报 02 离散输出
08～127 保留 03--127 保留

控制

01 PID

02 采样选择器

03 实验室控制单元

04 温度调节器

05 搅拌器

06 混合器

07 天平／秤

08 离心机

09 计量泵

lo～127 保留

先进控制

01 实验室仪器

02～127 保留

计算

01～07 保留

08 累加器

09～127 保留

辅助

01 斜坡

02 BM日志

03 采样

04～127 保留

警报

O卜一127 保留

3更多的类编码在数据单中定义。

表8示出了转换块的块对象。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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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转换块：Block_Object、Class和Parent_Class的编码

}5ytel Byte2 Byte3 Byte4

Resetred Block-Object Pareilt Class Class
6

03 转换块 01 压力 压力
02 温度 01 差压
03 流量 02 绝对压力
04 物位 03 表压力
05 执行器 04 压力+物位+流量
06 离散I／O 05 压力+物位
07 分析仪器 06 压力+流量
08 辅助功能 07 混合绝对压力／差压
09 报警 08～127 保留
lO～127 保留 温度

01 热电偶(TC)
02 热电阻(RTD)
03 高温计
04～15 保留
16 TC+DC u(直流电压)
17 RTD+R(R电阻)

18 TC+RTD+R+DCU

19～127 保留
流量

01 电磁

02 涡街

03 科氏力质量
04 热式质量
05 超声波
06 可变截面

07 差压

08～127 保留

物位

01 流体静压
02 回波液位
03 放射式
04 电容式
05～127 保留

执行器

ol 电动
02 电气动
03 电液动
04～127 保留

离散I／o

Ol 传感器输入
02 执行器

03～127 保留

分析仪器

01 标准

02～127 保留
辅助

Ol 传送
02 控制
03 限值

04～127保留

报警
0l 二进制消息
02～127 保留

8更多的类编码在数据单中定义。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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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9行规的编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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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tel(MSB) Byte2(LSB) 描 述

在PI行规类型中PROFIBUS PA行 P1规定本行规类掣为(见本行规文本封面)“PRO

规的编号为64，即0x40 FIBUS PA，用于过程控制设备的行规”

0x01：A类 最高比特不置位意味着所有标准参数都有其自己

0x02：B类 的存储位置

最高比特置位意味着将标准参数ST—REV、TAG
0x81：A类

DESC、STRATEGY和ALERT—KEY映射在一个
0x82：B类

存储位置中

253：特定 制造商特定的块结构

5．2．3．3值&状况一浮点(Value&Status-Floating Point)结构(101)

此数据结构由浮点参数的值和状况组成。这些参数可以是输入或输出。

数据类型

属性

属性

Value&Status_Floating Point(101)

Number of Elements=2

List of Elements(见表10)

表10 值＆状况一浮点(Value＆status'Fl怕tiⅡg Point)结构的元素表

E 元素名称 数据类型 (索引) 大小

1 Value Float (8) 4

2 Status Unsigned8 (5) l

5．2．3．4值＆状况一离散(Value&Status-Discrete)结构(102)

此数据类型由离散值参数的值和状况组成。

数据类型

属性

属性

Value&Status—Discrete(102)

Number of Elements一2

I。ist of Elements(见表11和表12)

表11 值＆状况一离散(Value&Status-Discrete)结构的元素表

E 元素名称 数据类型 (索引) 大 小

l Value Unsigned8 (5) 1

2 StatU,S Unsigaed8 (5)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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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2值＆状况一离散(Value&Status-Discrete)结构的参数描述

元 素 描 述

Value 编码：

0 未设置(例如：FAI．SE)

<>o 设置(例如：TRUE)(值1～255可具有不同的语义)

Status Status的编码规定见5．3 2和5 3 4

5．2．3．5定标(Scaling)结构(DS一36)

此数据结构由用来定标浮点值的静态数据组成，用于显示目的。

数据类型 Sealing(DS-36)

属性 Number of Elements一4

属性List of Elements(见表13)

表13定标(Scaling)结构的元素表

E 元素名称 数据类型 (索引) 大 小

1 EU—aLl00％ Float (8) 4

2 EU—at 0％ F[oat (8) 4

3 Units_Index Unsignedl6 (6) 2

4 Decimal—Point Integer8 (2) 1

Units—Index的代码见5．3。

Decimal～Point是备注，说明小数点后几位数字有效。它可用于主站工具和本地显示。

5．2．3．6模式(Mode)结构(DS一37)

此数据结构由用于实际模式(actual mode)、允许模式(permitted mode)和正常模式(normal mode)

的元素组成。

数据类型 Mode(DS一37)

属性 Number of Elements一3

属性 I．ist of Elements(见表14)

表14模式(Mode)结构的元素表

E 元素名称 数据类型 (索引) 大 小

1 Actual Unsigned8 (5) 1

2 Permitted Unsigned8 (5) 1

3 Normal Unsigned8 (5) 1

模式元素的代码见表46。

5．2．3．7报警浮点(Alarm Float)结构(DS-39)

此数据结构由描述浮点报警的数据组成。

20



数据类型

属性

属性

Alarm Float(DS-39)

Number of E[ements=5

I。ist of Elements(见表15和表16)

表15报警浮点(Alarm Float)结构的元素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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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元素名称 数据类型 (索引) 大 小

1 Unacknowledged Unsignecl8 (5) 1

2 Alarm—State Unsigned8 (5) 1

3 Time_Stamp TimeValue (21) 8

4 Subeode Unsignedl6 (6) 2

5 Value Float (8) 4

表16报警浮点(Alarm Float)结构的参数描述

元 素 描 述

Unacknowledged 供将来使用

Alarm—State 编码：

0 无报警

<>O 有报警

Time—Stamp 供将来使用

Subcode 定义关于报警原因的附加信息。

编码：

0 未使用

1～32 767 保留

3Z 768～65 535 设备特定的

Value 引起该报警的值

5．2．3．8报警汇总(Alarm Summary)结构(DS-42)

此数据结构由汇总了16种报警的数据组成。

数据类型 Alarm Summary(DS-42)

属性 Number of Elements=4

属性List of Elements(见表17)

表17报警汇总(Alarm Summary)结构的元素表

E 元素名称 数据类型 (索引) 大小

1 Current OctetString (10) 2

2 Unacknow[edged 0ctetString (10) 2

3 Unreoorted OctetString (10) 2

4 Disabled OetetString (10)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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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etetString的各比特与表18、表19和表20中示出的报警相关联。

表18报警汇总(Alarm Summary)结构中各比特的编码

八位位组 比特 元 素 描 述

O O Discrete alarm(LSB) 仅具有离散眼值参数的功能块

0 1 HLHLAlarm 仅具有模拟限值参数的功能块

0 2 HLA]arm 仅具有模拟限值参数的功能块

0 3 LO—I。O—Alarm 仅具有模拟限值参数的功能块

0 4 Lo—Alarm 仅具有模拟限值参数的功能块

0 5～6

O 7 Update Event 具有存储属性S的块参数被修改

1 0～7

表19报警汇总(Alarm Summary)结构中比特串的编码

Octeto Octetl

|Bit，l Bito Bit，l |卧。

表20报警汇总(Alarm Summary)结构的参数描述

元 素 描 述

Current 如果报警原因出现(1)或消失(o)，则将限值报警(Limit alarm)比特设为1或0。在任何

具有存储属性S的块参数被修改之后，应将更新事件(update event)比特设为1，并且在

20 S后(浓缩状况下)或10 S后(经典状况下)将该比特设为0。

注：某些报警原因被映射到循环状况报告

Unreported 供将来使用

Unacknowledged 供将来使用

Disabled 供将来使用

5．2．3．9功能块链接(FB Linkage)结构(DS-49)

此数据结构由功能块链接数据组成。

数据类型 FB Linkage(DS-49)

属性 Number of Elements一5

属性List of Elements(见表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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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1 功能块链接(FB Linkage)结构的元素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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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元素名称 数据类型 (索引) 大 小

1 Local—Index Unsignedl6 (6) 2

2 ConneetionNumber Ungignedl6 (6) 2

3 Remote Index Unsignedl6 (6) 2

4 Service_Operation Unsigned8 (5) l

5 Stale_Count_I。imit Unsigned8 (5) 1

更多细节见5．2．9。

5．2．3．10仿真一浮点(Simulation—Floating Point)结构(Ds_50)

此数据结构由仿真参数组成。

数据类型 Simulation-Floating Point(DS-50)

属性 Number of Elements一3

属性List of Elements(见表22和表23)

表22仿真一浮点(Simulation-Floating Point)结构的元素表

E 元素名称 数据类型 (索引) 大 小

1 Simulate_Status Unsigned8 (5) 1

2 Simulate Value Float (8) 4

3 Simulate_Enabled Unsigned8 (5) 1

表23仿真一浮点(Simulation-Floating Point)结构的参数描述

元 素 描 述

Simulate—Status 由操作员写入的状况来仿真转换块(TB)值的状况

Simulate—Value 由操作员写人的值来仿真转换块(TB)的值

Simulate_Enabled 启用或禁用仿真的切换。

编码：

0 禁用

<>O 启用

5．2．3．11仿真一离散(Simulation-Discrete)结构(DS一51)

此数据类型由仿真参数组成。

数据类型 Simulation—Discrete(DS一51)

属性 Number of Elements--3

属性List of Elements(见表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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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4仿真一离散(Simulation-Discrete)结构的元素表

E 元素名称 数据类型 (索引) 大 小

l Simulate—Status Unsigned8 (5) l

2 Simulate_Value Unsigned8
、

幅} 1

3 Simulate_Enabled Unsigned8 (5) 1

参数描述见5．2．3．10。

5．2．3．12结果(Result)结构(DS一60)

此数据结构包含结果的结构。

数据类型 Result(DS一60)

属性 Number of Elements--3

属性 I，ist of Elements(见表25和表26)

表25结果(Result)结构的元素表

E 元素名称 数据类型 (索引) 大 小

1 PV Float (8) 4

2 Measurement—Status Unsigned8 (5) 1

3 Pv_Time BinaryDate (11) 7

表26结果(Result)结构的参数描述

元 素 描 述

PV 包含转换块的结果的值。在相同转换块中，包含解释此值的伴随参数

PV Time 生成PV的时间

Measurement_Status 值生成时结果的状态(见5．3．2／5．3 4)

5．2．3．13测量范围(Measurement Range)结构(Ds_61)

此数据结构包含测量范围的结构。

数据类型 Measurement Range(DS一61)

属性 Number of Elements=2

属性 I。ist of Elements(见表27)

表27测量范围(Measurement Range)结构的元素表

E 元素名称 数据类型 (索引) 大d、 l
， Begin_oLRange Float (8) t

z End—oCRange Float (8) a



5．2．3．14二进制消息(Binary Megage)结构(DS一62)

此数据结构包含二进制消息(BM)的结构(DS-62)。

数据类型 Binary Message

属性 Number of Elements：5

属性 I。ist of Elements(见表28和表29)

表28二进制消息(Binary Message)结构的元素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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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元素名称 数据类型 (索引) 大 小

1 Status Class Unsignedl6 (6) 2

2 Logbook—Entry Boolean (1) 1

3 Output—Reference Unsigned8 (5) 】

4 Unsigned8 (5) 1

5 Text VisibleString (9) 16

表29二进制消息(Binary Message)结构的参数描述

元 素 描 述

Status—Class 共有16个状况类(status class)，本行规定义了前4类。每个二进制消息(BM)可在一个或多

个状况类中被引用。比特位置的编号(从1开始)是对该状况类的引用。Bitn=1且此BM是

有效的，则表示该状况类的总和比特(Bitl6)被设为1，在GLOBAL—STATUS中的相关Bitn

被设为1，且相关ACTIVE—BM中的BM比特也被设为1(见“分析仪器数据单”)

Logbook_Entry 二进制消息及其时阃戳可被一起保存在日志(Logbeok)FB中。此参数启用或禁用将BM存储

在日志中。

编码：

False 不存储在Logbook中

True 存储在Logbook中

()utl)ut Referenee 每个BM只可与一个离散输出(DO)相关。OUTPUT—REFERENCE值是设备中所连接的

DO的编号

如果将此参数切换至打开监视，则该BM立即为有效的。关闭监视可选择将BM设为有效的

或无效的．与BM中有无消息无关。

编码：

0 关闭监视，消息是无效的

1 关闭监视，消息是有效的

2 打开监视

Text 此参数包含ASCII文本，终端站或可视站可使用该文本来对所编码的消息提供解释和更多信

息。由于将来系统可能使用设备描述技术，所以此参数是可选的

5．2．3．15采样选择(Sample Selection)结构(DS-63)

此数据类型包含采样选择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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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类型 Sample Selection(DS一63)

属性 Number of Elements=2

属性 I。ist of Elements(见表30和表31)

表30采样选择(Sample Selection)结构的元素表

E 元素名称 数据类型 、(索5【) 大 小

1 Channel Unsignedl6 (6) 2

2 Active—Sample_Time TimeDifrerance (13) 4

表31 采样选择(Sample Selection)结构的参数描述

元 素 描 述

I Channel 对正在向块提供测量值的转换块的引用

l Activc—Sample_Time 在设备中执行该采样的整个时间

5．2．3．16 日志(Logbook)结构(DS一64)

此数据结构包含日志登录项的结构。

数据类型Logbook(DS-64)

属性 Number of Elements一4

属性List of Elements(见表32和表33)

表32日志(Logbook)结构的元素表

E 元素名称 数据类型 (索引) 大 小

l Type Uns逅ned8 (5) 1

2 Value Unsignedl6 (6) 2

3 Active Boolean (1) 1

4 Time BinaryDate (11) 7

表33 日志(Logbook)结构的参数描述

元 素 描 述

Type 编码：

0： GlobaLStatus

1～16：类n的状况信息

255： Binary Message

value 该值的解释取决于Type的内容：

Type=0 )值=Global_Status

Type--l～16 )值一一种类的类状态的逻辑“或”运算的结果

Type=255 )值一二进制消息的编号

Active 编码：

True BM变为有效的

False BM变为无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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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17预计算(Precalculation)结构(DS-65)

此数据结构包含预计算参数的结构。

数据类型Precalculation(DS-65)

属性

属性

Number of Elements=3

List of Elements(见表34和表35)

表34预计算(Precaleulation)结构的元素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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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元素名称 数据类型 (索引) 大 小

1 Function—Type Unsigned8 (5) 1

2 Subtype Unsigned8 (5) 1

3 Choice Unsigned8 (5) 1

表35预计算(Precaleulation)结构的参数描述

元 素 描 述

Function_Type 此参数包含所使用的功能类型的选择，这些功能类型在预计算链中被激活。

编码；

0： 无预计算功能

1： 滤波

2： 平均值

3： 积分

4： 校正

5～127： 保留

128～255： 设备特定

Subtype 包含在设各特定编码中特殊的预计算功能，如滤波、平均值、积分或校正。缺省值1表示该设

备的标准方法。设备使用手册包含该特定算法的描述。

编码：

0：无预计算

1：设备特定的标准算法

2～255：设备特定

Choice 此参数选择校正功能是未被激活的，还是使用一个固定值或其他块的结果。

编码：

0： 功能未被激活

1： 功能使用预计算链的结果

2： 功能使用一个固定值

3： 功能使用一个功能块的值

4： 功能使用一个转换块的值

5．2．3．18顺序控制(Sequential Contr01)结构(DS-66)

此数据类型包含顺序控制参数的结构。

数据类型 Sequential Control(DS_66)

属性 Number of Elements一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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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性List of Elements(见表36和表37)

表36顺序控制(Sequential Contr01)结构的元素表

E 元素名称 数据类型 (索引) 大 小

1 Time BinaryDate (11) 7

2 Cycle—Time TimeDifference 、(13) 4

3 Command Unsignedl6 (6) 2

4 Time——Control——Active Boolean (1) 1

表37顺序控制(Sequential Contr01)结构的参数描述

元 素 描 述

Time 决定相关块的第1个／下个执行时间。此参数可决定一个循环执行周期的开始

Cycle_Time 决定相关块的自动执行的时间间隔。Cycle_Time值为0表示一个非循环执行

Commftnd 此参数包含影响相关块的命令的代码。

控制转换块还包含一个COMMAND参数，该块命令参数比此结构的命令参数具有更高

优先级。

编码：

5： 开始(Start)

6： 停止(Stop)

7： 继续(重新开始)

8： 取消(Cancel)

9： 由设备内部事件触发的开始

lo～127； 保留

128～255： 制造商特定

Time—。Control——Active 此参数决定该命令是被自动执行，还是该命令无结果。

编码：

False： 停止执行

True： 执行

5．2．3．19批(Batch)结构(DS一67)

此数据结构包含批参数的结构。

数据类型 Batch(DS-67)

属性 Number of Elements=4

属性 I。ist of Elements(见表38和表39)

表38批(Batch)结构的元素表

E 元素名称 数据类型 (索引) 大 小

1 Batch ID Unsigned32 (7) 4

2 Rup Unsignedl6 (6) 2

3 Operation Unsignedl6 (6) 2

4 Phase Unsignedl6 (6) 2



表39批(Batch)结构的参数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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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素 描 述

Batch-1D 标识某个批量以允许向该批量分配与设备有关的信息(例如：故障、报警等)。

Rup 配方单元规程(Recipe Unit Procedure)或单元(Unit)婀编号：标识有效的控制配方单元规程

(ControlRecipe Unit Procedure)或相关单元(例如：反应器、离心机、干燥机)。(un．t在

GB／T 1 9892．1 2005中定义．但其作为参数UNIT具有不同的含义，即工程单位。)

0peration 配方操作(Recipe Operation)的编号：标识有效的控制配方操作(Control Recipe Operation)

Phase 配方阶段(Recipe Phase)的编号：标识有效的控制配方阶段(Control Recipe Phase)

更多细节见表46。

5．2．3．20特性(Feature)结构(DS 68)

此数据结构由两个元素组成，描述了所支持的特性和当前启用的特性。

数据类型 Feature(DS-68)

属性 Number of Elements：2

属性List of Elements(见表40、表41和表42)

表40特性(Feature)结构的元素表

E 元素名称 数据类型 (索引) 大 小

， Supported OetetString (10) a

z Enabled OctetString (10) a

表41所支持特性(Supported)的编码

八位位组 比特 元 素 描 述

定义整个设备处理状况和诊断的一般方法。

l 0 Condensed_Status 0： 不支持浓缩状况和诊断

1： 浓缩状况和诊断信息符合5．3．4中的定义

Classic
定义整个设备处理状况和诊断的一般方法。

1 1 o： 不支持5．3．2中定义的经典状况／诊断
Status／Diagnosis

1： 支持5．3．2中的定义

0： 不支持广播数据交换
l 2 DxB

l： 支持广播数据交换

0： 不支持MSl应用关系
l 3 M吼一AR

1； 支持MSl应用关系

0： 不支持PROFIsafe通信
1 4 PR()Flsafe

l： 支持PROFlsafe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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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续)

八位位组 比特 元 素 描 述

l 5 Reserved

1 6 Reserved

1 7 Reserved

2～4 Reserved

表42所启用特性(Enabled)的编码

八位位组 比特 元 素 描 述

定义整个设备处理状况和诊断的一般方法。

l 0 Condensed_Status 0： 禁用

1： 启用(浓缩状况和诊断信息符合5．3．4)

Classie
定义整个设备处理状况和诊断的一般方法。

1 l 0： 禁用
Status／Diagnosis

1： 启用(支持5．3．2中的定义)

0： 禁用(不支持广播数据交换)
1 2 DxB

1： 启用(支持广播数据交换)

0： 禁用(不支持MSl应用关系)
1 3 Msl一AR

1： 启用(支持MSl应用关系)

0： 禁用(不支持PROFIsafe通信)
l 4 PROFlsafe

1： 启用(支持PROFIsa“通信)

1 5 Reserved

1 6 Reserved

1 7 Reserved

2～4 Reserved

5．2．3．21 诊断事件转换(Diag_Event．Switch)结构

此数据结构定义设备特定诊断事件与其在行规特定诊断和状况中的表示之间的引用／映射。

数据类型Diag Event—Switch

属性 Number of Elements=3

属性List of Elements(见表43、表44和表45)

表43诊断事件转换(Diag_Event Switch)结构的元素表

E 元素名称 数据类型 (索引) 大 小

1
．Diag—Status—Link

Array of Unsigned8 (5) 48

2 Slot Unsigned8 (5) 1

3 Index(absolute) Unsigned8 (5) l



表44诊断事件转换(Diag_Event_．Switch)结构的元素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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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素 描 述

Dlag—Status—I．ink 用于设备特定诊断事件的转换数组。映射到诊断比特和状况代码。每个诊断事件对应一个字

节。如果一个诊断事件发生，则此参数指出状况和诊断被如何影响。

在多变量设备或多通道设备的情况下，它(通常)是没有用的。这是因为在仅影响一个通道的传

感器故障的情况下(例如，温度传感器正常工作，而流量传感器报告一个故障)，所有FB都以相

同方式作出反应。该设置应仅影响相关通道(由制造商规定的)的状况。

状况代码(低四位)：

0：诊断事件对该状况无影响。

Status应是G00D-ok

1： 诊断事件被作为维护请求来处理。

Status应是Go()D-maintenance required。

2：诊断事件被作为立即维护请求来处理。

Status应是Go()D-maintenance demanded。

3：诊断事件被作为立即维护请求来处理。

Status应是UNCERTAIN—maintenance demanded。

4：诊断事件被作为故障来处理。

Status应是BADmaintenance alarm。

5： 诊断事件被作为无效过程条件来处理。该值是有条件使用的。

Status应是UNCERTAlN—process related，no maintenance。

6：诊断事件被作为无效过程条件来处理。该值不可用。

Status应是BAD-process related，no maintenance。

7： 诊断事件被作为无可用值的功能检查来处理。

Status应是BAD-function check／local override

8： 诊断事件被作为有可用值的功能检查来处理。

Status应是GOOD-function check。

9～15：保留

诊断(高四位)：

0： 诊断事件对该诊断无影响。

DIAGNOSIS：不将其他比特置位。

l：诊断事件被作为维护请求来处理。

D1AGNOSlS：应将D1AJ订A1NTENANCE置位。

2：诊断事件被作为立即维护请求来处理。

DIAGNOSIS：应将DIA—MAINTENANCE-DEMAND置位。

3：诊断事件被作为故障来处理。

D1AGNOSIS：应将DlA—MAINTENANCE-ALARM置位。

4：诊断事件被作为无效过程条件来处理。

DIAGN()SIS：应将DIA-INV—PR()-COND置位。

5： 诊断事件被作为功能检查或仿真来处理。

DIAGNOSIS：应将DIA—FUNCTION—CHECK置位。

6～15：保留

如果设备具有要链接的诊断事件小于48个，则剩余的D1AG_STATUs_LINK字节全部设为0。

每个诊断事件所支持的枚举可由制造商来限定

Slot 后续Diag_Event Switch的槽。指向下一个Diag_Event—Switch结构。

如果该Diag_Event Switches无后续，则元素Slot的值为0且同时元素Index值为0

Index 后续Diag—Event Switch的(绝对)索引。指向下一个Diag_Event—Switch结构。

如果该Diag—Event—Switches无后续，则元素SLot值为0且同时元素Index值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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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5诊断状况链接(Diag_Status Link)宇节的比特编码

DIAG qOSIS sTATUS 编码 含义 STATUS／DIAGNOSIS

2
7

26 25 2
4

23 22 21 2”

好--ok
0 0 0 0 0 ()．K．

(GOOnok)

好一一需要维护
0 O O 1 1 维护请求

(GOOD-maintenance required)

好一必须维护
O 0 1 0 2 立即维护请求

(GO()D-maintenance demanded)

不确定立即维护请求
0 O 1 1 3 立即维护请求

(UNCERTAIN—maintenance demanded)

坏一维护报警
O 1 O 0 4 故障

(BAD-maintenance alarm)

不确定过程相关，无维护
0 1 0 1 5 无效的过程条件

(UNCERTAIN—process related．no maintenance)

坏过程相关，无维护
0 l 1 0 6 无效的过程条件

(BAD-process related．n。ma面fenance，

坏一功能检查／本地超驰
O l l l 7 功能检查

(BAI'function cheek／locai override)

好功能检查
1 O O 0 8 功能检查

(GOOD-function check)

0 0 0 0 0 O K

0 0 0 1 1 检查请求 DIA—MAINTENANCE

0 O 1 O 2 立即检查请求 DIA—MAINTENANCE-DEMANDED

0 0 l l 3 故障 DIA—MAINTENANCE—AI。ARM

O 1 O O 4 无效的过程条件 DIA——INV—。PRO—．COND

0 1 O 】 5 功能检查 DIA—．FUNCTION——CHECK

5．2．4标准参数定义

表46、表47和表48规定了标准参数。

表46标准参数的参数描述

参 数 描 述

BLOCK～O目ECT BLOCK_OBJECT参数是每个块的第1个参数。它包含该块的特性，例如，块类型和行规号

ST—REV 块具有不被过程修改的静态块参数，在组态或优化期间向这些参数赋值。如果块中至少有

一个静态参数被修改，则应增加相应的ST—REV(至少按l增加)。这就提供了对参数版本

的检查。在冷启动的情况下(即设置FACTORY—RESET=1)，则sT—REV应被复位为0或

至少按1增加．以指示静态参数的改变。另外，如果接受了一个表的修改，则ST—REV应被

增加。ST REV的值可被组态设备用来判定存储在静态存储器中的块参数(在参数属性表

中具有⋯S’属性定义)是否其值巳被改变。

在ST REV溢出的情况下应被设置为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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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 数 描 述

TAG_DESC 该标签描述是用户提供的块描述。可给每个块分配一个文本化标签描述

STRATEGY STRATEGY参数具有用户特定的值。此分配值可在组套或诊断中用作分类块信息的关
键词

AI。ERT—KEY ALert—Key参数具有用户分配的值。此值可用于对由块产生的报警或事件8进行分类。它

可包含装置单元的标识号，以帮助识别事件在装置单元中的位置

TARGET—MODE TARGET_MODE参数指出对该块所期望的操作模式。它通常由控制应用或由操作员通过

人机接口应用来设置。块输人参数与块状态的结合用来判定该块能否实现要求的目标

模式。

在MODE—BI。K参数的Permitted元素所允许的模式中，只可请求其中一种模式。对此参

数进行多于一种模式的写访问超出了该参数的范围，必须予以拒绝。

编码：

BLt7： 非服务(Out of Ser-，iee．O／S]——MSB

Bit6： 手动初始化(Initialisation Manually，IMan)(在A类和B类中不使用)

Bit5： 本地超驰(Local Override，LO)(在A类中不使用)

Bit4： 手动(Manual，MAN)

Bit3： 自动(Automatie，AUT())

Bit2： 级联(Cascade，Cas)(在A类和B类中不使用)

Bitl： 远程级联(Remote-Cascade，RCas)

Bit0： 远程输出(Remote-Output，ROut)——I。SB(在A类和B类中不使用)

在本行规中使用的“automatic”模式包括Auto和Rcas，“manual”模式包括LO和Man。在

I)／S模式下，不再执行正常算法

MoDE—BLK MODE_BLK参数是一个结构化参数，由实际模式(actual mode)、正常模式(normal mode)

和允许模式(permitted mode)组成。实际模式由该块在其执行期间进行设置(通过计算)，

以反映块在执行期间所采用的模式。正常模式是对该块所期望的操作模式。

允许模式向MODE_BLK参数的远程用户指出目标模式的哪种改变是对特定块有效的。

模式对功能块操作的作用总结如下：

——Out of Service(O／s)：

·转换块：在o／s模式下，停止对测量值和输出值的赋值。

·功能块：在o／s模式下，停止对测量值和输出值的赋值。

·物理块：停止将DIAGNOSIS和DIAGNOSIS EXTENSION参数内容复制到PRO—

FIBUS DP的Slave_Diag服务。

非循环参数的访问不受影响。

输人功能块的输出值应保持为上一个值。对于输出功能块，为转换块提供信息的输出

参数应保持为掉电时所规定的值。这与故障安全处理的定义无关。

——Local Override(LO)：适用于支持跟踪输人参数的控制块和输出块。同样，制造商可提

供对设备的本地锁定开关以启用LO模式。在锁定模式下，块输出被设置为跟踪输入

参数的值。应初始化算法(对模拟设备)，使得在从I，()模式切换到目标模式时不会经

历突变。

——Manual(MAN)：尽管可以限制块输出，但不计算块输出。块输出由操作员通过接口设

备直接设置。应初始化算法，使得在模式切换时不会经历突变。

——Automat-c(AUTO)：计算块输出。对于输入功能块，使用来自转换块的输人进行计算；

对于输出功能块，使用由主机提供或操作员通过接口设备提供的设定值进行计算；对

于物理块和转换块，此模式表示其块功能能够正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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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6(续)

参 数 描 述

MODE—BLK ——Remote Cascade(RCas)：块的设定值由控制应用通过远程级联参数RCAS—IN来设置。

根据该设定值，正常块算法决定主输出值。 、

功能块、物理块或转换块的行为通过MODE—BLK参数来指示。MODE—BLK元素的编码

同TARGET—MODE，并定义如下：

1．实际模式(Actual)：这是块的当前模式，可根据运行条件不同于TARGET MODE，该值

的计算是块执行的一部分。

当功能块处于阻止其运行于目标模式的条件下时，功能块的实际模式将自动改变。根据以

下列项进行实际模式的计算：

·TARGET_MODE参数；

·该块的模式计算。

当块计算不同于TARGET_MODE的实际模式时，应使用优先级概念。模式优先级定义如

下，其中0代表最低优先级：

·O／S：优先级为7，最高；

·]Man；优先级为6(未使用)；

·LO：优先级为5}

·MAN：优先级为4；

·AUT0：优先级为3；

·Cas：优先级为2(未使用)；

·RCas：优先级为1；

·ROut：优先级为0，最低(未使用)。

定义MODE计算细节的状态机是块类型特定的(见数据单)。

2．允许模式(Permitted)：定义块实例所允许的模式。允许模式由块的设计人员进行组态，

即在相应的数据单中对每个块进行定义。设备应检查任何模式改变的请求，以确保所请求

的目标模式在允许模式中有定义。

3．正常模式(Normal)：这是在正常操作条件下块使用的模式。此参数可由接口设备来读

取，但不被块算法使用。正常模式不在本行规范围内使用．供将来使用。

A类设备的块至少提供“AUTO”模式作为必备模式。模式计算仅对于B类设备的功能块

是必备的

ALARM—SUM 参数ALARM～SUM汇总了最多16个块报警的状况。对于每个报警都保存其当前状态、未

确认状态、未报告状态和禁用状态。

注：实际行规不完全支持此特性。对于本行规，只使用报警的当前状态部分

BATCH 此参数旨在用于符合GB／T 19892．1—2005的批应用。仅功能块具有此参数。在功能块内

不需要算法。在分布式现场总线系统中BATCH参数是必备的，用以识别所用的和可用的

通道。此外．在警报的情况下还识别当前的批。

详见5 2．3．19

8报警和事件的产生和分发既不在本标准中定义，也不属于PROFIBUS行规B类的范围。事件和报警处理可在

其他规范中定义(另见分析仪器的块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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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
参数名称 对象类型 数据类型 存储 大小 访问

用法／ 复位
缺省值

必备(M)／可选(O)

索引 传输 类别 (A类和B类)

O BLOCK—OBJECT Record DS32 Cst 20 C／a M

1 STJiEV Simple Unsignedl6 N 2 C／a O M

2 TA(LDESC Simple 0ctetStrin93 S 32 C／a l ⋯(空格) M

3 STRATEGY Simple Unsignedl6 S 2 C／a 1 0 M

4 ALERT—KEY Simple Unsigned8 S 1 C／a I O M

5 TARGETJ“ODE Simple Unsigned8 S l C／a F M

6 MoDLBLK Record DS_37 D 3 C／a 块特定 M

7 ALARM SUMn Record DS_42 D 8 C／a 0，0，0，0 M

8 BATCH Record Ds-67 S lO C／a 1 0，0，0，0 M

8首选的数据类型应是VisibleString。

“见表46中的注。

表48标准参数的视图对象

访问

保留

相对索引 参数名称 替代值 View_l View_2 View_3 VJew_4

0 BLOCK—OBJECT

1 ST—REV 2 2

2 TA(LDESC 32

3 STRATEGY 2

4 ALER’r_KEY l

5 TARGET M()DE l

6 MODE-BU‘ 3 3

7 ALARM—SUM 8 8

8 BATCHa 106

视图对象的字节总和 13 13 36／46“ 保留

。仅对于功能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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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5块结构

在5．1．5中描述了参数到块的逻辑串接。每个块以～个称为块对象(Block Object)的首部开始。

块对象具有确定的结构(见5．2．8．2)。图10示出了块对象(部分地)以及一个块内的参数结构。

厂 Nnmber_of Parameters 1

徽僦
馘
即 >行魏
ST REV

TAG DESC

mbeL。iParan·eters√
STRATEGY

自由参数(占位空闻)

制造商特定参数

>行规附加信息

、 自由参数(占位空间1

图10块中的参数结构

例如AI

倒如TB

5．2．6设备管理和标识参数

5．2．6．1设备管理概述

设备管理(Device Management)通过目录(Directory)来提供包含设备内容的表，即PROFlBUS PA

行规定义的设备特定实现。保留某些参数供将来定义。设备管理是管理块(Management block)的基

础，这将在PROFIBUs PA行规的将来版本中引入。

5．2．6．2目录对象

5．2．6．2．1概述

定义目录对象(Directory Object)以在设备功能块应用中起引导作用。它是对构成此应用的对象

的一个引用表。此信息可由期望访问设备中该对象的接口设备读取。

目录中表示的对象分为不同类型。一个参数被表示为该设备逻辑地址空间中的单个登录项。一个

参数组(例如，一个功能块包含许许多单个登录项)被称为复合对象(Composite object)。复合对象通过

目录中的Composite—Directory—Entry来引用。相同类型(即物理块、功能块、转换块和链接对象)的

Composite—Directory—Entries被连续地列在目录中。这就形成了复合目录登录项(Composite

Directory Entries)的紧凑列表。对这些复合目录登录项列表的引用是该目录的附加部分，被称为Corn

positej。ist—Directory—Entry。复合列表目录登录项(Composite List Directory Entry)包含对物理块的

Composite—Directory—Entry列表、功能块的Composite—Directory～Entry列表、转换块的Composite—

Directory—Entry列表和链接对象的Composite—Directory_Entry列表(如可用)的引用。

目录是由逻辑串接若干个目录部分而构成的。这些部分依次是首部(Header)、复合列表目录登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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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和复合目录登录项。Composite l。ist—Directory—Entry指向复合对象类型PB、FB、TB和链接对象的

引用。其后的Composite—Directory_Entry指向第1个块参数和对象的参数地址(见图11)。一个复合

目录登录项由相应复合对象的第1个元素的参数地址及该复合对象的元素个数组成。目录对象如同一

个数组。它必须被映射成下层通信系统的定义。

目录对象(Directory Object)的组成部分如下：

——首部(Header)；

——复合列表目录登录项(Composite I，ist Directory Entry)；

——复合目录登录项(Composite Directory Entry)。

其定义分别见5．2．6．2．2、5．2．6．2．3和5．2．6．2．4。

5．2．6．2．2首部(Header)

a)

b)

C)

d)

e)

保留(Directory ID)：本行规中未使用；

目录版本号；

目录对象的个数：如果整个目录使用多于一个目录对象，则这些元素被连续定义，就如同使用

一个较大的对象。多个目录对象都被连续地列在该目录中。该对象计数整个目录所需的对

象。Header对象不计人其中；

目录登录项的总数：应计算复合列表目录登录项和复合目录登录项的总个数；

第1个复合列表目录登录项的目录登录项个数：该数用来计数目录内的登录项，而不包含该登

录项的参数地址。第1个目录登录项是在复合列表目录登录项中的物理块引用。在计数登录

项时，复合列表目录登录项与复合目录登录项之间无间隔；

复合列表目录登录项的个数：计数设备内的不同块类型(物理块、转换块和功能块)和对象类型

(在本标准范围内仅针对链接对象)。

5．2．6．2．3复合列表目录登录项(Composite_List_Directory_Entry)和复台目录登录项

(Composite_Directory—Entry)

a) 物理块的Directory—Entry_Number的指针／物理块个数；

b)第1个转换块的Directory—Entry—Number的指针／转换块个数；

c) 第1个功能块的Directory—Entry—Number的指针／功能块个数；

d) 第1个链接对象的Directory—Entry—Number的指针／链接对象个数。

注：Directory_Entry—Number包含两个内容：一个是包含目录相应登录项的参数地址(该地址与通信系统有关，例

如它可能是一个索引)；另一个是在以第1个Composite_List—DirectOry_Entry开始的目录数组中元素的个数

(这与通信系统无关，是该数组的计数器)。

5．2．6．2．4复合目录登录项(Composite_Directory—Entry)

“Block_ptr一1／元素的个数

b)Block—ptr_2／元素的个数

C) ⋯

ⅢBlock—ptr_n／元素的个数

目录分为3层结构，如图1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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脚孟嬲兰搿嚣器

圈11 目录结构和块的引用

Header包含目录和对象的具体结构。Composite—List—Directory区分不同的块类型(FB、TB、

PB)，并提供设备中每类块的个数。Composite_Directory—Entry提供指向这些块的第1个元素的指针

和该块内元素的个数。目录的Composite—Directory—Entry部分应无间隔地紧跟在Composite—List—

Directory—Entry之后。

目录对象到通信对象的映射依赖于通信系统和设备能力(通信对象的最大长度)。例如，如果目录

的总字节数大于一个通信对象(相应参数)的最大长度，则必须紧跟其后增加一个新参数，且该新参数使

用下一个索引。

5．2．6．3设备管理的参数属性

设备管理的参数描述，见6．2．5．3。

5．2．6．4设备管理的视图对象

设备管理不提供视图对象。

5．2．7表(Table)处理

有可能装载和重装载设备中的表。此表主要用于线性化。对于此过程，下列参数是必备的：

——TAB—ENTRY；

——TABLX—Y—VALUE；

——TAB—MIN—NUMBER；

——TAB_MAX—NUMBER；

——TAB—OP—CODE；

——TAB—STATUS；

——TAB—ACTUAL—NUMBER。

参数TAB_X_Y_VALUE包含每个表登录项的一对值。参数TAB_ENTRY标识该表中哪个元素

当前存在于参数TAB。x_Y—VALUE内(见图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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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表的参数

valuo

TAB_MAX—NUMBER是设备的表中登录项的最大个数。由于设备的内部原因(例如为了计算)，

有时至少要使用一定个数的登录项。该个数在参数TAB_MIN—NUMBER中提供。

修改设备中的表会影响该设备的测量或执行算法。因此，必须指出开始点和结束点。TAB—OP—

CODE控制表的处理。通常在设备中提供真实性检查。此检查的结果在参数TAB sTATus中指示。

在装载新表期间，设备也许不能提供有效参数。在这种情况下，过程变量(数据类型101)的状况应

为bad configuration error(经典状况)或bad-function check(浓缩状况)。在修改(开始和结束，见以上

所述)期间，最多两个表可用。以下赋值方法适用于表的读／写：

——TABLENTRY 新表

——TABLx—Y—VALUE 新表

——TAB_MIN—NUMBER 常量

——TA＆MAX__NUMBER 常量

——TAB一0P—CODE 新表

——TAB STATUS 若旧表可用，则固定为8；若无有效表可用，则固定为26

——TAB—ACTUAL_NUMBER旧表(传输完成后采用新的计算值)

表49示出了装载表的序列图。

表49装载表的序列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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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9(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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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出，处理以写TAB—OP—CODE开始。对一行表的写服务次序应是TAB-ENTRY、TAB_X—

Y—VAI。UE。在此序列后，设备将TAB—X—VAI。UE和TAB_Y—VAI，UE值复制到内部存储器。

此参数TAB—ENTRY只应被连接到一个通信关系。参数TAB—ENTRY应被连接到一个自动增

量函数。

表50提供了参数描述，表51提供了参数属性。

表50表处理参数的参数描述

参 数 描 述

TAB ENTRY 参数TAB_ENTRY标识该表的哪个元素当前处于参数TAB X Y—VAI．UE中

TAB_X—Y—VAl，UE 参数TA／8_kY—VAI，UE包含该表的一对值

由于没备的内部原因(例如为了计算)，有时至少要使用一定个数的登录项。该个数在参
TAB_MIN—NUMBER

数TAB-MIN—NUMBER中提供

TAB-MA)LNUMBER是设备的表中登录项的最大个数(TAB—x—VAI。UE和TAB—Y—
TAB—MAX—NUMBER

VAI。UE值对的个数)

TAB一()P—C【)DE
修改设备中的表会影响该设备的测量或执行算法。因此，必须指出开始点和结束点。

TA／3_OP CODE控制该表的处理：

0：未初始化

1； 新操作特性，第1个值(TAnENTRY一1)

2：保留

3：上一个值，传输结束，检查表，用新曲线替换旧曲线，更新TAB—ACTUALNUM
BER

4：删除由TAB_ENTRY规定的表中的点并减小TAB—AcTuAL—NUMBER(可

选)。

5：插入由TAB_x—Y—VALUE定义的点，按TAB-x—VALUE递增顺序对表排序，

并增加TAB ACTUALNUMBER(可选)
6： 用实际ENTRY替代表中的点(可选)

无需开始和停止交互(TAB-oB_CODE 1和TAB—OB—CODE 3)就可能读取一个表或表

中的某些部分。通过将TAB-ENTRY设为1来指示开始

通常在设备中提供真实性检查。检查的结果在参数TAB_sTATus中指示。TAB_STATUS

0：未初始化

1：正确(新表有效)

2：非单调递增(旧表有效)

3：非单调递减(旧表有效)

4： 所传输的值不够(旧表有效)

5： 所传输的值太多(旧表有效)

6：边界斜率(gradient)太高(旧表有效)

7：值未被接受(旧值有效)

8： 当前表被装载．在TAl8 OP CODE=l之后且在TAB-OP—CODE=3之前设置

(对表的其他访问无效，旧值有效)。

9：排序并检查表(对表的其他访问无效，旧值有效)。

10～19：保留

20：非单调递增(表未初始化)

21： 非单调递减(表未初始化)

22： 所传输的值不够(表未初始化)

23： 所传输的值太多(表未初始化)

24： 边界斜率太高(表未初始化)

25：值未被接受(表未初始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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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0(续)

参 数 描 述

TAB-STATUS 26： 当前表被装载，在TAB一0P—CODE=1之后且在TAB OP—CODE=3之前设

置(对表的其他访问无效，表未初始化)

27：排序并检查表(对表的其他访问无效，表未初始化)

28～127：保留

>128：制造商特定

TAB_ACTUALNUMBER 包含表中登录项的实际个数。在完成该表的传输后应对其进行计算

LIN—TYPE
线性化类型。

0： 非线性化(必备)

1： 线性化表(可选)

10： 平方根(可选)

20： 圆柱形卧式容器(可选)

21： 球形容器(可选)

50： 等百分比1：33(可选)

5l： 反向等百分比(快开)1：33(可选)

52： 等百分比1：50(可选)

53： 反向等百分比1：50(可选)

54： 等百分比1t 25(可选)

55： 反向等百分比1：25(可选)

100： RTDPtl0 a—O．003 850(IEC 60751)

101： RTD Pt50 a一0．003 850(IEC 60751)

102： RTD Ptl00 a一0．003 850(IEC 60751)

103： RTD Pt200 a一0．003 850(IEC 60751)

104： RTD PtS00 a#0．003 850(IEC 60751)

105： RTD Ptl000 a一0．003 850(IEC 60751)

106： RTD Ptl0 a一0．003 916(JIS C1604—81)

107： RTD PtS0 a=0．003 916(JIS C1604—81)

108： RTD Ptl00 a一0．003 916(JISCl604—81)

109： RTD Ptl0 a=0．003 920(MIL—T一24388)

110：u RTD Pt50 a=0．003 920(MlL_T一24388)

111： RTD Ptl00 a一0．003 920(MIoT-24388)

112： RTD Pt200 a一0．003 920(MIL-T-24388)

113： RTD Pt500 a一0．003 920(MII．一T-24388)

114： RTD Ptl000 a一0．003 920(MIL T 24388)

115： RTD Ptl00 a一0．003 923(SAMA RC2卜4—1 966)

116： RTD Pt200 a一0．003 923(SAMA RC21—4—1966)

117： RTD Ptl00 a一0．003 926(IPTs-68)

118： RTD Ni50 a一0．006 720(Edison curve#7)

119： RTD Nil00 a一0．006 720(Edison curve#7)

120： RTD Nil20 a一0．006 720(Edison curve#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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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 数 描 述

LIN—TYPE 121； RTD Nil000 a置0．006 720(Edison curve#7)

122： RTD Ni50 a一0．006 180(DIN 43760)

123： RTD Nil00 a一0．006 180(DIN 43760)

124： RTD Nil20 a一0．006 180(DIN 43760)

125： RTD Nil000 a霉0．006 180(DIN 43760)

126： RTDCul0 a一0．004 270

127： RTD Cul00 a一0．004 270

128：TC Type B，Pt30Rh-Pt6Rh(IEC 60584，NIST MN 175，DIN 43710，BS 4937，

ANSI MC96．1，jis C1602，NF C42—321)

129：TC Type C(W5)，W5一W26Rh(ASTM E988)

130：TC Type D(W3)．W3一W25Rh(ASTM E988)

131： TCTypeE，N110C卜Cu45Ni(IEC 60584，NISTMNl75．DIN 43710．BS 4937，

ANSI MC96．1，JIS C1602，NF C42—321)

132：TC Type G(W)，w_W26Rh(ASTM E988)

133： TC Type J，Fe—Cu45Ni(IEC 60584，NIST MN 175，DIN 43710，BS 4937．

ANSI MC96．1，JIS C1602，NF C42—321)

134： TC Type KtNil0C卜Ni5(IEC 60584，NIST MN 175，DIN 43710，BS 4937，

ANSI MC96．1，JISCl602，NFC42 321)

135：TC Type NtNil4CrSONlSi(IEC 60584，NIST MN 175，DIN 43710，BS 4937，

ANSI MC96．1．JIS C1602．NF C42—321)

136：TCType R，Ptl3Rh Pt(IEC 60584．NIST MN 175．DIN 43710．BS 4937，

ANSI MC96．1，J1S C1602，NF C42—321)

137：TCType S，Ptl0Rh—Pt(IEC 60584，N1ST MN 175，DIN 43710，BS 4937，

ANSI MC96．1，JIS C1602．NF C42—321)

138：TC Type T，Cu-Cu45Ni(IEC 60584，NIST MN 175，DIN 43710．BS 4937，

ANSI MC96．1，JIS C1602，NF C42 321)

139：TC Type L，Fe-CuNi(DIN 43710)

140：TC Type U，Cu-CuNi(DIN 43710)

141： TC Type Pt20／Pt40，Pt20Rh—Pt40Rh(ASTM E1751)

142：TC Type lr／Ir40，Ir-Ir40Rh(ASTM E1751)

143- TC Platinel II

144：TC Ni／NiMo

145～239：保留

240： 制造商特定

249： 制造商特定

250： 未使用

251： 无意义

252： 未知

253： 特殊

254～255：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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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1 表处理参数的参数属性

相对
参数名称 对象类型 数据类型 存储 大小 访问

参数用法／ 复位
必备(M)／

索引 传输类型 类别
缺省值 可选(())

(A类和B类)

符合TB的参数

TAB—ENTRY Simple Unsigned8 D l C／a F 0 O(B)

TAB X—Y—VAI』UE Array。’ Float D 8 C／a F O(B)

TAB M1N NUMBER Simple Unsigned8 N 1 R C／a F O(B)

TAB MAX NUMBER Simple Unsigned8 N l R C／a F ()(B)

TAB一()P—CODE Simple Unsigned8 D 1 C／a F O(B)

TAB STATUS Simple Unsigned8 D l R C／a F 0 ()(B)

TAB—ACTUAI，一NUMBER Simple Unsigned8 N 1 R C／a F O(B)

LIN—TYPE Simple Unsigned8 S 1 C／a F M(B)

符合转换块(TB)的参数 O(B)

“相对索引，符合具体块中表参数的使用。

“前4个字节(Float)为X_VAI。UE，随后的4个字节(Float)为Y—VAI，UE。

5．2．8物理块

5．2．8．1物理块的参数描述

表52规定了物理块的参数描述。

表52物理块的参数描述

参 数 描 述

DEVICECERI IFICATION 现场设备的认证，如EX认证

DESCRlPTOR 用户可定义的文本(字符串)，用于描述应用内的设备

DEVICE—．INSTAl。——DATE 设备的安装日期

DEVICE—MESSAGE 用户可定义的MESSAGE(字符串)，用于描述应用内或装置中的设备

DEVICE ID 制造商特定的设备标识

DEVICE MAN 1D 现场设备制造商的标识代码

DEVICE_SER—NUM 现场设备的序列号

设备的详细信息，按比特编码。同时可能包含多个消息。如果Byte4的MSB被设

DIAGNoSIS 为1，则在参数DIAGNOSIS_EXTENSION内可提供更多诊断信息。

DIAGNOSIS参数的编码在5．3．3和5．3．4中规定

D1AGN()SIS_EXTENSl0N 附加的制造商特定的设备信息，按比特编码。同时可能包含多个消息

所支持的DIAGNOSIS信息比特的定义。

D1AGN()SIS MASK 0：不支持

l：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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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 数 描 述

DIAGNOSISMASK_EXTENSION 所支持的DIAGNOSIS_ExTENSl(』)N信息比特的定义。

0：不支持

1：支持

FACTORY—RESET 编码：

1：(必备)是把设备复位为缺省值的命令。总线地址的设置不受影响。

2：(可选)是把设备信息性参数复位为缺省值的命令。对于具有

“informational”复位类别特征的参数，在每个块的参数属性表内对其进行定义。

总线地址的设置不受影响。

3：(可选)是把具有“functional”复位类别特征的设备参数复位为缺省值的命

令。总线地址的设置不受影响。

4～2505：保留。

2506：(可选)是重启设备的命令。所有非易失性参数保持不变，所有动态参

数被复位为缺省值。

2507～2711：保留。

2712：(可选)，将总线地址设为缺省地址；其他参数设置保持不变。即使设备

处于循环数据传输状态，总线地址也应立即改变。直至后续的上电周期／热启动，

复位才暂停。对应于Set_Slave—Add服务的No_Add—Chg_Flag被清除。

2713--32767：保留。

32768～65535：制造商特定。

允许用于其他复位结果的制造商特定命令。

参数IDENT—NUMBER—SELECTOR不受FACTORY—RESET影响。

注：由本地显示的地址处理不属于本标准的范围

HARDWARE—REVISION 现场设备的硬件版本号

IDENT-NUMBER SEI，ECTOR 每个符合1EC 61784 1中CP 3／1的PR()FIBUS DP设备应具有一个由PI提供的

Ident Number。该ldent—Number规定了设备在相应GSD文件中描述的循环行为

特性。符合IEC 61784 1中CP 3／2的PROFIBUS PA设备应至少支持一个行规

特定ldent—Number。在本标准的6．4．1中定义了行规特定Ident—Number。如果

某设备被设为行规特定Ident—Number，则它应符合相应行规GSD文件的行规特

征。此外，PROFIBUS PA设备可支持制造商特定ldent—Number。

行规特定的GSD文件由PI提供。制造商特定的GSD文件由设备制造商提供。

用户能够通过设置参数IDENT—NUMBER—SEI，ECTOR来选择有效的ldent—

Number。如果Ident_Number被改变，则没备的循环行为特性(例如：诊断内容／长

度、当前／已接受的组态数据等)也将被改变。

编码：

0：行规特定Ident—Number(PA行规V3．x)(必备)

l：制造商特定Ident—Number(PA行规V3 x)(可选)

2：制造商特定Ident—Number(PA行规V2．0)(可选)

3；多变量设备的行规特定Ident—Number(PA行规V3．x)(可选)

4～126：保留供行规使用(不允许)

127：适应模式(必备)

128～255：制造商特定(可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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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2(续)

参 数 描 述

IDENT-NUMBER SELECTOR 每个值表示一个由PA设备支持的Ident—Number。仅在适应模式(IDENT—

NUMBER—SELECTOR=127)下，设备才能使用多个Idem—Number进行通信。

必须使用与所保存的IDENT NUMBER_SELECTOR值对应的／dent_Number来

启动设备。如果选择了适应模式，则必须使用其上一个所用的Ident—Number来

启动设备。初始的ldent—Number(首次启动)必须由制造商来定义。

例如：购买了符合行规GSD文件“PAl39700．GSD”的行规设备，其参数IDENT—

NUMBER—sELEcTOR被设为o，则其ldent_Number是0x9700。

如果设备没进行循环通信而试图修改参数IDENT—NUMBER—SEI，ECTOR，则在

此情况下Ident_Number立即改变而不必等到后续的上电周期／热启动时才改变。

如果设备被切换到适应模式，则Ident_Number保持不变。参数DIAGNOSIS的比

特IDENT_NUMBER—VIOLATION不被置位．且保持为0。

如果在设备循环数据传输期间试图修改参数IDENT—NUMBER～SELECTOR，则

设备行为应符合以下选择之一：

1)接受参数IDENT NUMBER SELECTOR的新值，即该参数被改变。只要

持续进行循环数据侍输，设备的ldent—Number和循环行为特性就保持不

变。一旦循环数据传输停止，设备的Ident—Number就立即改变。只要正

在使用的Ident—Number与1DENT—NUMBER—SELECTOR不一致(见

5．3．3和5．3．4．3．3．2)，参数DIAGNOSIS的IDENT—NUMBER—VIOLA—

TION比特就设为1。如果循环数据传输停止，则清除该比特，并且改变

Ident_Number。如果设备被切换到适应模式，则比特IDENT—NUMBER—

VIOLATION被清除／不置位。在此情况下，当循环数据传送停止时，Ident

—Number和循环行为特性保持不变。

2)在进行循环数据传输期间，不能修改参数IDENT NUMBER—SELECTOR，

即当写IDENT NUMBER—SELECTOR时只接受当前值。当试图修改该

参数时，错误响应为“访问，状态冲突”。

3)在进行循环数据传输期间，参数IDENT—NUMBER—SELECTOR是只读

的。在此情况下，拒绝写访问。

如果PA设备被设为适应模式，则Ident—Number可由1类主站使用DP服务Set—

Prm和／或Set Slave_Add来修改。如果设备支持通过SeLPrm或Set—Slave—Add

服务请求传送的Ident—Number，则即使它不是当前设置，设备也接受该服务，即设

备切换到所请求的设置(详见6．5)。这允许用户用新设备替换先前设备而无需先

设置IDENT NUMBER—SELECTOR或用新GSD文件来组态。设备将自动地适

应已组态GSD文件的Ident—Number。

如果该设备未被设为适应模式，则仅当所请求的ldent—Number与IDENT—NUM—

BER SELECTOR设置完全一致时，设备才接受DP服务Set—Prm和Set—Slave—

Add。在此情况下，设备的Ident—Number不改变为所请求的Ident—Number。

参数IDENT-NUMBER SELECTOR不受FACTORY—RESET影响。

注：MS2的Initiate服务的属性Profile_ldent—Numher不同于设备的Ident—Numbet。

对于所有PROFIBUSPA设备，Profile Ident—Number固定为0x9700(见表136)

LoCALOP—ENA 启用本地操作。

0： 禁用(不允许本地操作，即：仅允许来自主机设备的FBMODE的修改)

1： 启用(允许本地操作)

主机操作比本地终端设备操作具有更高的优先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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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 数 描 述

I，OCALOP—ENA 如果通信失败的时间超过30 S，则自动启用本地操作。这里，通信失败的定义是指

在规定时间段内未发生循环通信。如果参数LOCAL—OP—ENA等于0(禁用)且

恢复通信，则设备切换回远程操作。见5．2．8．4

SOFrWARE。REVISION 现场设备的软件版本号

WRITE-LOCKING 软件写保护。

0：拒绝对所有参数的非循环写服务(访问被拒绝)，但WRITE-LocKING本

身除外

1～2456：保留

2457：缺省值，它表示设备的所有可写参数都是可写的

2458～32767；保留

32768～65535：制造商特定

下面的参数无任何写保护机制：

——TAB_ENTRY(线性化表)；

——AcTuALPosT—READLNUMBER(日志功能块)。

此外．无论处于何种写保护状态，设备都应接受不包含Execution—Argument的

CaII-REQ-PDU，例如读I＆M数据

HW—WRITE_PROTECTION 指出不能被远程访问修改的写保护机制(例如。硬跳线或本地用户接口)的状态，

它防止修改设备的参数。

0：无保护(必备)

1：保护，允许手动操作(可选)

拒绝对所有参数的非循环写访问(写访问被拒绝)，但线性化表的参数TAB—

ENTRY，以及参数TARGET—MODE和0UT／OUT—D(仅对AO和DO有

效)除外。

2：保护，非手动操作(可选)

拒绝对所有参数的非循环写访问(写访问被拒绝)，但线性化表的参数TAB—
ENTRY除外。

3～127：保留

128～255：制造商特定

设备可支持代码1和／或代码2。

以下参数无任何写保护机制：

·TAB-ENTRY(线性化表)；

●ACTUALPOST_READ．NUMBER(日志功能块)。

此外，无论处于何种写保护状态，设备都应接受不包含Execution—Argument的

Call—REQ-PDU，例如读I&M数据

FEATURE 指示设备中所实现的可选特性，以及是否支持这些特性的情况

CONDLSTATUS_DIAG 指示可对状况和诊断行为进行组态的设备模式：

0：提供5．3．2中定义的状况和诊断；

l：提供浓缩状况和诊断信息(见5．3．4)

2～255：PI保留

DIAtEVENT—SWITCH 如果FEATURE．Enabled．Condensed—Status=I，则指示／控制该设备对设备特定

诊断事件的反应。

对诊断事件的登录项的引用是制造商／设备特定的

其他参数 在PNO／TC3—04—0007a中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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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8．2物理块的参数属性

表53规定了物理块的参数属性。

表53物理块的参数属性

相对 对象 ：问腓芸 缺省
必备(M)／

可选(O)(A
值

类和B类)
索引

参数名称 数据类型 存储 大小
类型

⋯标准参数见“通用要求”。

附加的物理块参数

8 SOFTWARtREVISI()N Simple VisibleString Cst 16 C／a M

9 HARDWARE REVlSlON Simple VislbleString Cst 16 c／a M

10 DEVlCE—MAN—ID Simple Unsignedl6 Cst 2 C／a M

】l DEVICE ID SimpLe VisibleString Cst 16 C／a M

12 DEVICE—SER—NUM Simple VisibleString Cst 16 C／a M

13 DIAGN()S1S SimpLe OctetString D 4 C／a M

14 D1AGNOSIS-EXTENSION Simple Octetstring D 6 C／a ()

15 D1AGNOSI轧MASK SimpLe Octetstring Cst 4 C／a M

16 DIAGN()S1s_MASK—EXTENSION Simple Oetetstring C¨ 6 C／a ()

17 DEVICE—CERTlFICATION Simple VisibleSt ring Cst 32 C／a 【)

18 WRITE—．1，OCKING Simple Unsignedl6 N 2 C／a F ()

19 FACTPRY—RESET Simple Unsignedl6 S 2 C／a F ()

20 DESCRIPT()R Simple OctetString S 32 C／a I o

2l DEVlCE—MESSAGE Simple OctetString S 32 C／a l ()

22 DEVICE—INSTAl。一DATE Simple OctetString S 16 C／a I ()

23 I，()CALotENA Simple Unsigned8 N 1 C／a F l ()

24 IDENT NUMBER—SEI．ECTOR Simple Unsigned8 S l C／a M(B1

25 HW—WRITE PROTECTION Simple Unsigned8 D l C／a ()

26 FEATURE Record DS-68 N 8 R C／a M

27 CONDLSTATUS DIAG Simple Unsigned8 S 1 C／a F l M

Dlag_Event_
28 DIA(LEVENT—SWITCH Record S 50 C／a F ()

Switch

29～32 Pl保留

33～47 制造商特定，分析仪器设备的PB除外(见11．2．3)

制造商

定义
在PNO／TC3 04 0007a{PROFIBUS行规增补1》和5 4 3中规定的制造商特定的参数和附加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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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8．3物理块的视图对象

表54规定了物理块的视图对象。

表54物理块的视图对象

GB／T 27526--20 11

访问

相对索引 参数名称 替代值 View一1 View一2
VJew 3

View一4

8 SOFTWARE-REVISI()N 16

9 HARDWARE—REVISION 16

10 DEVlCE-MANJD 2

11 DEVICE_ID 16

12 DEVlCE_SER—NUM 16

13 DIAGN()SlS 4 4

14 D1AGNOSI豇EXTENSION 0，0，0，0，0，0 6

15 DIAGNOSIS_MASK 4

16 DIAGNOSIS—MASK—EXTENSI()N 0，0，0，0，0，0 6

】7 DEVICE—CERTIFICATlON 3两个0x20 32

18 WRITE—I，OCKING 32762 2

19 FACT()RY—RESET

20 DESCRIPToR 3两个0x20 32

21 DEvIcE—MESSAGE 3两个Ox20 32

22 DEVICE—INSTAI。一DATE 16个0x20 16

23 I．0CAI．()P ENA 250 l

24 IDENT_NUMBER SELECTOR l

25 HW—WRITE-PROTECTl0N 0 1

26 FEATURE 8

27 CoNr)-STATUS—DIAG 1

28 D1AG—EVENT_SWlTCH 50个0x00

视图对象的字节总数(+标准参数的字节) 4+13 22+13 82+36 108+0

5．2．8．4写访问保护控制

远程设备通过通信和本地终端可对块参数进行写访问。这可能会引发访问冲突，但这种冲突可通

过保护策略进行控制。

下列PB参数控制对块参数的写访问：

——I，0CAL—oP—ENA；

——HW—WRITE—PR()TECTION；

——WRITE—L()C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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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以下情况影响写访问：

——通信错误超过30 S。

这些参数和情况应按表55的定义来控制参数访问。如果有紧急输人，则访问权限可能不同于本

标准。

表55访问保护

可能的本 可能的远
HW—WRlTE—PROTECTION WRITE_J。OCKING LOCALoP—ENA 循环通信中断>30 s

地访问 程访问

0(无保护) 2457(无保护) 1(启用) 是 是

0(无保护) 0(保护) 0(禁用) 否 否 否

0(无保护) 0(保护) 0(禁用) 是 是 否

0(无保护) 0(保护) 1(启用) 是 否

1(保护，允许手动操作) 2457(无保护) 0(禁用) 否 否 否8

1(保护，允许手动操作) 2457(无保护) 0(禁用) 是 否。 否8

1(保护，允许手动操作) 2457(元保护) 1(启用) 否5 否。

1(保护，允许手动操作) 0(保护) 0(禁用) 否 否 否

1(保护，允许手动操作) 0(保护) 0(禁用) 是 否6 否

1(保护，允许手动操作) 0(保护) 1(启用) 否“ 否

2(保护，允许手动操作) 否 否

5无关。

“对于AO／DO，参数TARGET MODE、OUT和OUT—D是可写的。

5．2．9功能块之间的链接

5．2．9．1概述

功能块(FB)间的数据交换(即FB输出参数与输人参数之间)通过链接对象(Link Objects)来描述。

链接对象的类型是结构化参数DS-49(见5．2．3．9)。两个FB参数间的一个连接恰好是一个链接对象。

源FB参数和目标FB参数的数据类型必须是相同的。不应接受具有无效FB参数的组态。链接对象

的参数结构可通过现场总线进行读／写。

本行规仅限于一个设备内的FB链接，即支持设备内从输出参数到一个输人参数的功能块链接。

5．2．9．2本地链接

在资源内定义一个链接仅需要一个链接对象。这样的链接可标识输出到输人参数的传输。应使用

本地索引(Local—Index)标识的参数值和参数状况来更新远程索引(Remote—Index)标识的参数。

5．2．9．3链接对象的参数描述

链接对象的参数描述见表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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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6链接对象的参数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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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 数 描 述

规定输出参数的FB_ID和参数相对偏移量，该输出参数被链接到Remote—Index标识
LocaLIndex

的输人参数。这是该链接的源

Connection—Number 设置为0，以标识这是设备内的一个链接

规定输入参数的FB ID和参数相对偏移量，该输人参数被链接到Local—Index标识的
Remote_Index

参数(仅对本地链接有效)。这是该链接的目标

决定链接的动作。

编码：

0： 无服务——链接是无效的；
Service—Operation

1： 本地——设备内的链接；

2～127： 保留；

128～255：制造商特定

Stale_Count—Limit 设置为0，不需要时效性检测

5．3过程变量状况和诊断

5．3．1兼容性

经典(Classic)状况和诊断的描述见PA行规版本3．0。它考虑到对先前设备的向后兼容性。浓缩

(Condensed)状况和诊断(见5．3．4)旨在在未来的实现中代替经典状况。

5．3．2经典状况

5．3．2．1状况属性

对于所有参数(输入、输出和内含参数)，状况(Status)属性的定义都是相同的。数据有4种质量

(Quality)状态和4种限值(I，imit)状态。每种质量状态有一个包括16种子状况(Quality Substatus)值

的枚举集。对于所有具有状况的参数，为其所有状况属性都产生一个限值信息。

状况字节的编码见表57。

表57状况(Status)字节的编码

Quality的含义

Quality Quality Substatus Limits

Gr Gr QS QS QS QS Qu Qu

2
7

26 2
5

2
4

2
3

2
2

21 20

0 O BAD：坏

0 1 UNCERTAIN：不确定

1 0 GOOD(Non Cascade)：好(无级联)

1 1 GOOD(Cascade)：好(级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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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7(续)

当Quality=BAD时。Substatus的含义

0 0 0 0 0 O non specific：非特定的

0 0 O O 0 1 configuration error{组态错误

0 O 0 0 1 0 not connected：未连接

0 0 0 0 l 1 device failure：设备故障

O 0 0 l 0 0 sensor failure：传感器故障

0 0 0 】 0 l no communication(1ast usable value)：无通信(上一个可用值)

0 O 0 l 1 0 no communication(n0 usable value)：无通信(无可用值)

0 O O 1 1 1 OUt Of service：非服务

当Quality=UNCERTAIN时，Substatus的含义

0 1 O 0 O O nod specific：非特定的

O 1 0 0 0 】 last usable value)(LUV)：上一个可用值(I。Uv)

O 1 O 0 1 O substitute value：替代值

0 l 0 O l 1 initial value：初始值

0 1 O 1 0 O sensor conversion not accurate：传感器转换不精确

engineering unit violation(unit not in the valid set)：工程单位违规(单
O l 0 l 0 1

位不在有效集内)

0 1 0 1 l 0 sub nomal：低于正常情况

0 l O 1 1 1 configuration error：组态错误

O 1 1 0 O O simulated value：仿真值

O l l 0 O 1 sensor calibration：传感器校准

当Quality=GOOD(Non Cascade)时，Substatus的含义

1 O O 0 0 O ok

1 0 0 O 0 1 update event：更新事件

1 0 O 0 l 0 active advisory alarm：有效的警戒报警

1 0 0 0 1 1 acitve critical alarm：有效的紧急报警

l 0 0 l O 0 unacknowledged update event：来确认的更新事件

l O 0 1 0 1 unacknowledged advisory alarm：未确认的警戒报警

1 O 0 l l O unacknowledged critical alarm：未确认的紧急报警

l 0 1 O 0 O initiate fail safe：启动故障安全

1 O l 0 0 1 maintenance required：需要维护

当Quality=G()OD(Cascade)时．Substatus的含义

l l O 0 O 0 ok

1 l O 0 0 1 initialization acknowledged：已确认的初始化

1 1 0 0 l 0 initialization request：初始化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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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7(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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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Quality—GOOD(Cascade)时，Substatus的含义

1 l 0 0 l 1 not invited：不被允许

1 l 0 l 0 1 do nOt select：不选择

1 1 0 1 1 O local overide：本地超驰

l 1 1 O O 0 initiate fail safe：启动故障安全

Limit比特的含义

0 0 ok

0 1 low limited：超下限

1 O high limited：超上限

1 1 constant：常量

5．3．2．2无效的状况值

无效的状况值见表58。

表58无效的状况值

Quality Quality Substatus

Gr Gr QS QS QS QS Qu Qu

27 2
6

2j 2
4

2
3

2
2

21 20

1 O O O O O 1 0 GoOD(Non Cascade)

1 l 0 0 O 0 1 O GOOD(Caseade)

1 O O 0 O 0 O 1 GOOD(Non Cascade)

1 1 O O 0 0 0 l GOOD(Cascade)

5．3．2．3保留的状况值

保留的状况值见表59。

表59保留的状况值

Quality Quality Substatus

Gr Gr QS QS QS QS Qu qu

2
7

2
6

25 2
4

2
3

2
2

21 20

Quality—BAD

0 O 1 O 0 O 保留

O 0 1 1 1 l 保留



GB／T 27526--201 1

表59(续)

Qua|ity=UNCERTAIN

0 l 1 O l 0 保留

0 l 1 l 1 1 保留

Quality=GOOD(Non Cascade)

1 0 0 1 1 l 保留

l O 1 O 1 0 保留

1 0 1 1 1 1 保留

Quality=GOOD(Cascade)

1 l 0 1 O 1 保留

1 1 0 1 1 1 保留

l 1 1 O O 1 保留

1 l 1 1 1 1 保留

5．3．2．4符合行规的设备的状况字节用法

表60示出了达到传感器物理下限时的状况。

表60坏一传感器故障，超下限(BAD-sensor failure，low limited)

Quality Quality Suhstatus Limits

o 0 o 1 o o 0 1

表61示出了达到传感器物理上限时的状况。

表61坏呻}感器故障，超上限(BAD-sensor failure，high limited)

Quality Quality Substatus Limits

o 0 O 1 O o · o

表62示出了超出OUT的LO—LIM时的状况。

表62好(无级联)一有效的警戒报警，超下限

(GOOD(Non Cascade)一active advisory alarm，low limited)

Quality Quality Suhstatus

1 0 0 o l 0 o 1

表63示出了超出0UT的HI—LIM时的状况。



表63好(无级联)-有效的警戒报警，超上限

(GOOD(Non Cascade)一active advisory alarm，high limited)

GB／T 27526--2011

Quality Quality Substatus Limits

， 0 0 0 l 0 1 o

表64示出了超出OUT的L()-L0一LIM时的状况。

表64好(无级联)一有效的紧急报警，超下限

(GOOD(Non Cascade)一active critical alarm，low limited)

Quality Quality Substatus Limits

· o o o · - o 1

表65示出了超出0UT的HI—HI—LIM时的状况。

表65好(无级联)一有效的紧急报警，超上限

(GOOD(Non Cascade)一active critical alarm，high limited)

Quality Quality Substatus Limits

1 0 0 O 1 l 1 o

表66示出了具有s属性的参数已被改变时的状况。

表66好(无级联)一更新事件(GOOD(Non Cascade)一update event)

Quality Quality Substatus Limits

， o o o o ， * *

5．3．2．5状况的优先级

在表67中列出了各种状况，从最低优先级(GOOD-ok)到最高优先级(BAD-out of service)。如果

影响状况的条件不止一个，则具有最高优先级的条件将决定该状况值。

如果出现相应的事件，则将Status设置为该状况值，并在事件消失后将其重新设置为下一个较低

优先级的状况值。

表67状况值的优先级

Quality Quality Substatus 优先级

GOOD(NC) ok 最低

GooD(NC) maintenance required

GoOD(NC)

GooD(NC) active advisory alarm

G()oD(NC) active critical alarm

G00D(NC) unacknowledged update ev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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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7(续)

Quality Quality Substatus 优先级

G()()D(NC) unacknowledged advisory alarm

GOOD(NC) unacknowledged critical alarm

GOOD(NC) initiate fail safe

UNCERTAIN

UNCERTAIN last usable value(1uv)

UN(：ERTAIN

UNCERTAIN initial value

UNCERTAIN sensor conversion not accurate

UNCERTAIN engineering unit violation

UNCERTAIN sub normal

UNCERTAIN configuration error

UNCERTAIN sensor calibration

UNCERTAIN simulated value

G()oD(C) ok

G()0D(C) initialization acknowledged

G()oD(C) initialization request

G00D(C) not invited

G()oD(C) do not select

G00D(C) loeal override

G00D(C) initiate fail safe

BAD

BAD configuration error

BAD

BAD sensor failure

BAD device failure

BAD Ilo communication(1uv)

BAD Ilo communication(no luv)

BAD out of service 最高

5．3．2．6状况的定义

在表68中定义了状况字节的质量、质量子状况和限值各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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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8状况值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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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allty各比特的描述

Quality 描 述

O BAD 对应的值不可用

l UNCERTAIN 对应值的Quality低于正常情况．但值仍可用

2 GO()D(Non Cascade) 对应值的Quality为“GOOD”。可能的报警情况可由Substatus指出

3 GOOD(Cascade) 对应的值可以在控制中使用

当Quality--BAD时，Substatus的描述

Substatus BAD 描 述

0 无特定原因说明对应的值为何是BAD。用于传递

如果由于与参数化或组态不一致(不一致性的检测取决于特定制造
1 configuration error

商)而导致对应的值不可用，则设置为该Substatus

2 not connected 如果要求连接此输入而实际上未连接，则设置为该Substatus

3 device failure 如果对应值的源受到设备故障的影响，则设置为该Substatus

如果设备能确定此条件，则设置为该Substatus。如果错误是由于超出
4 sensor failure

该传感器的范围，则“mit指出超限方向

5 no communication(LUV) 如果对应的值已由通信设置，且该通信现已中断，则设置为该Substatus

如果自上一次“Out of Service”以来从未发生任何与对应值的通信，则
6 no communication(no LUV)

设置为该Substatus

因为块未被赋值且可能处于调试过程中而使得对应的值不可靠。如
7

果该块的模式是O／S，则设置为该Substatus

当Quality=UNCERTAIN时，Substatus的描述

Substatus UNCERTAIN 描 述

0 无特定原因说明对应的值为何是UNCERTAIN a用于传递

1 last usable value(LUV) 无论写人什么，对应的值已停止被写入。用于故障安全处理

2 substitute value 使用预定义的值而不使用计算的值。用于故障安全处理

3 1nitial value 在设备或参数复位期问及复位以后，使用易失性参数的值

如果对应的值处于传感器的限值之一，则设置为该Substatus。IJmits指

4 sensor conversion not accurate 出超限方向。此外，如果设备能确定传感器精度已降低(例如：已降级的

分析仪器)，贝4也设置为该Substatus。在此情况下Limits不被设置

如果对应的值超出为此参数定义的取值范围，则设置为该Substatus。
5 engineering unit violation

1．imits指出超限方向

如果一个值是从多个值导出的，当其数据源为“GOOD”的个数少于要
6 sub normal

求的个数时，则设置为该Substatus

如果存在与参数化或组态不一致(不一致性的检测取决于特定制造
7 configuration error

商)，则设置为该Substatus

8 simulated value 当块处于手动模式而过程值由操作员写入时，设置为该Substatus

9 sensor callbration 在用当前测量值进行校准期间，设置为该Substat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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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8(续)

当Quality=GOOD(Non Cascade)时，Substatus的描述

Substatus GOOD(Non Cascade) 描 述

O ok 无错误或无与对应值有关的特殊情况

如果对应的值是GOOD且块有一个有效的更新事件，则设置为
l update event

该Substatus

如果对应的值是GOOD且块有一个有效的警戒报警，则设置为
2 active advisory alarm

该Substatus

如果对应的值是GOOD且块有一个有效的紧急报警．则设置为
3 active critieal alarm

该Substatus

如果对应的值是GOOD且块有一个未确认的更新事件，则设置为
4 unacknowledged update event

该Substatus

如果对应的值是GOOD且块有～个未确认的警戒报警，则设置为
5 unacknowledged advisory alarm

该Substatus

如果对应的值是GOOD且块有～个未确认的紧急报警，则设置为
6 unacknowledged critical alarm

该Substatus

7 reserved 保留

8 initiate fail safe 对应的值来自一个期望其后续输出块(例如：AO)进入故障安全的块

-

设备仍无故障地运行，但需尽快提供服务支持。这是可以检测的，例
9 maintenance required

如通过pH仪表转换块(TB)的一个值

当Quality=GOOD(Cascade)时，Substatus的描述

Substatus GooD(Cascade) 描 述

0 ok 无错误或无与对应值有关的特殊情况

对应的值是来自一个源(串级输入(cascade input)、远程串级输入(re—
1 initialisation acknowlegded

mote cascade in)和远程输出输入(remote-output in)参数)的初始化值

对应的值是用于一个源的初始化值(反向计算(back calculation)的输
2 initialisation request

人参数)，这是因为下层圆路断开或模式错误

3 对应的值来自一个无目标模式的块，该块将使用此输入值

4 reserved 保留

对应的值来自一个不应被选择的块，这是因为该块内存在某些条件．
5 do not select

或存在作用于该块上的某些条件

对应的值来自一个块，该块已被本地锁开关锁定，或者该块是一个具

6 10cal oveⅢid 有互锁逻辑的复杂AO／DO。正常控制的故障应被传递给主机系统中

运行的用于报警和显示的功能。这也意味“Not Invited”

7 保留 ．，

8 lnitiate fail safe 对应的值来自一个期望其后续输出块(例如AO)进入故障安全的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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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mit比特的描述

Limit 描 述

O ok 对应的值可自由取值

l lOW limited 对应的值已超过其下限

2 high limited 对应的值已超过其上限

一般情况下，参数必须使用“constant”来指示该参数的值由操作员或

3 constant(high and lOW limited) 本地方法设置，它不遵从正常块算法所提供的值。Status可由操作员

来修改(若可写)

表68中Limit的这四种情况是相互排斥的。“constant”也不能只在一个方向被限制。

5．3．3经典诊断

表69示出了物理块参数DIAGNOSIS的编码。表70示出了参数DIAGNOSIS的OctetString的

编码。

表69物理块参数DIAGNOSIS的编码

八位位组 比特 DIAGNOSIS助记符号 描 述 指示类别

0 DIAJ{W—ELECTR 电子方面的硬件故障 R

l DIA—H、V—MECH 机械方面的硬件故障 R

2 DIA—TEMP-MOToR 电机温度过高 R

3 DIA-TEMP-ELECTR 电子器件温度过高 R

1

4 DIAJⅥEM—CHKSUM 存储器错误 R

5 DIA—MEASUREMENT 测量失败 R

6 DIA—NOT—INlT 设备未初始化(无白校准) R

7 DIA_INIT—ERR 白校准失败 R

O DIA—ZER()-ERR 零点错误(限值位置) R

1 D1A SUPPLY 电源故障(电动、气动) R

2 DIA—CoNF—INVAL 组态无效 R

上电后设置，或执行FACTORY—RESET=2506
3 DIA—WARMSTART A

后将此比特置位

4 DIA—COLDSTART 执行FACTORY—RESET=1后将此比特置位 A
2

5 DIA。MAINTAINANCE 需要维护 R

6 DIA—CHARACT 特性化无效 R

如果正运行的循环数据传输的Ident—Number与

PB参数IDENT_NUMBER—SELECTOR的值不一

7 IDENTJqUMBER—VIOLATION 致，则设置为1。如果IDENT二NUMBER_SELEC— R

TOR=127(适应模式)，则DIAGNOSIS的比特

IDENT NUMBER_VIOLATION被清除／不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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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9(续)

八位位组 比特 DIAGNOSIS助记符号 描 述 指示类别

3 0～7 保留 保留

0～6 保留 保留
4

—

7 EXTENSION—AVAILABI。E 可提供更多的诊断信息

指示类别：

R 只要引起该消息的原因存在，指示就保持有效状态。

A 指示必须至少在10 8内被设置，而且必须在完成该动作后的lO S内复位

DIAGNOSIS比特的编码：

——o： 不置位(清除)；

——1：置位。

表70参数DIAGNOSIS的比特串的编码

c，ctet， Octet 2 Octet 3 Octet 4

Bit7 Bit0 Bit7 BitO Bit7 Bit0 Bit7 Bit0

5．3．4浓缩状况和诊断

5．3．4．1目的

为了满足有关浓缩(condensed)状况和诊断报文的要求而给出此定义，这样使得诊断事件在PCS／

DCS和维护站中的用法更加明显和清晰，并以分级(graduated)方法说明维护的需要并增加新的必需的

状况信息。

新的定义支持预测性维护和预防性维护。

5．3．4．2一般要求

5．3．4．2．1概述

此定义增强了过程控制设备在诊断事件情况下，输出用于维护的明确信息的能力。

流向PCS／DCS的数据流(例如：来自模拟输入功能块的OUT参数)，仅支持5．3．2中定义的状况

代码和DIAGNOSIS参数各比特的子集。此子集使信息的解码更加容易。

该定义影响所有具有状况的过程值。流向过程连接的来自输入变量的数据流将继续支持某些经典

状况代码，但在流向PCS／DCS的循环数据传输中不再使用这些经典状况代码。

浓缩状况的数值流和应用见图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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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CS，DCS 卧 抽打霉 最终元件

：输出F8 1B 厂、
＼／

隧剿、仁
．1

一．J
传蓐嚣

厂、
＼／斟IPOS D 变遴器

：鼽8 ：；．TB ：传嬲I
!厂、

尉 ；{ {u

一蕺霸状况。可进的经典状况⋯一经典状况⋯一经典状况
图13浓缩状况的数值流和应用

对浓缩状况的支持通过物理块中的FEATURE参数来指示。

出于兼容性原因，设备关于使用状况的行为可组态为以下两种方式：

一——经典状况产生；

——浓缩状况产生。

如果不要求兼容性模式，则新设备仅应支持浓缩状况产生。

浓缩状况的编码是在经典状况定义的子集上增加新的附加定义。

浓缩状况由在设备与PCS／DCS之问非串级连接的值所使用。这意味着串级状况不受影响。

状况字节的编码必须在Pcs／DcS中解释。如果浓缩状况和诊断被启用，则设备所使用的有效状

况代码应如下所列。

该状况包含两种不同的信息：

——在PCS／DCS内用于计算目的的值的可用性

一设备的条件，例如，用于维护目的
在PCS／DCS中值的可用性见表71。

表71 在PCS／DCS中值的可用性

在PCS／DCS中的可用性 描 述

可用的／有效的(good) 该值是一个真实的过程值

该值的质量降低(例如精度降低)，或该值是替代值。可用性取
有条件地叮用／有条件地有效(uncertain)

决于应用

故障／不可用／无效(bad／failure) 由于错误，该值不代表过程值

该设备处于本地控制、维护或执行功能检查。因此该值不代表
功能检查／本地超驰(function check／local override)

过程值

该值不代表过程值。通道／设备被操作员强迫处于空闲(idle)
钝化(Passivated)(诊断警报被禁止)

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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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维护目的的解释见表72。

表72用于维护目的的解释

在维护站中的可用性 描 述

正常

(Good)
设备工作正常，无需维护

基于先前的条件，磨损余量(wear spare)将在中期或比预期更快地被耗尽。

需要维护 需要维护以确保可用性。

(Maintenance required) 在这里中期被定义为7天或更长。中期过后，故障率将增加。

然而，如果在中期期间内故障率增加。则必须发出必须维护的信号

必须维护
基于先前的条件，磨损余量将在短期被耗尽。

在短期内需要维护以确保可用性。
(Maintenance demanded)

在这里短期被定义为24小时或更长。短期过后，故障率将增加

维护报警 设备或配套附件的磨损余量已耗尽，或者在设备内或其周围出现了意外的缺陷。

(Maintenance alarm) 必须立即维护，以重新恢复功能

功能检查／本地超驰

(Function check／local override)
设备处于本地控制、维护或功能检查

5．3．4．2．2浓缩状况代码

5．3．4．2．2．1概述

在5．3．4．2．2．4中描述的状况代码集可被简化为应用特定的子集而在不同国家组织内应用，例如

NAMUR NEl07中定义的应用。本条中定义的状况代码可简化为NAMUR NEl07所定义的以下

集合：

——故障，Failure(F)；

——维护，Maintenance(M)；

——检查，Check(C)；

——超出规格，Out of Specification(S)。

由于状况总是与过程值一起传输，因此如果出现NAMUR NEl07中未定义的状况代码，也应有一

个特定的状况值。在这种情况下，引入了附加的状况值“GOOD(G)”。

为了从状况得到更详细的信息，已经定义了附加的状况值。符合本行规的设备可采用这样的方法

进行参数化，即由状况提供详细信息，或状况被限制为最多有4个符合上述命名的可能值。此选择可通

过参数DIAG EVENT SWITCH(见5．2．8．1)实现。

将状况值进行分类，以区分相应过程值在PCS／DCS中的使用。在本文本中，为描述用法所使用的

分类如下：

——不可使用：Failure／Passivated／Function Check；

——有条件地可使用：Uncertain；

——可使用：Good。

这些值与NAMUR NEl07不一致，仅是对控制系统设计者的建议。“Failure／Passivated／Function

Cheek”是指相应的过程值不应在PCS／DCS中使用，“Good”是指提供的过程值是可使用的。在“Un—

certain”情况下，控制系统的设计者可依据过程条件自行决定是否要使用该过程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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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三种类型的超限，它们会导致不同的状况质量(见表73)。超限的方向由Limit比特指示。

表73超限的类型和结果状况

超 限 导致的状况质量

超出过程限值 Good

超出规定值：超出规定的设备工作范围 Uncertain

传感器问题：超出传感器的物理范围 Bad

在过程超限的情况下，不仅用Limit比特还通过符合表74的特定GOOD状况来指出超限类型。

表74过程超限对状况的影响

超 限 功能块的参数 在状况内的指示

上限报警 Hl LlM GOOD-advisory alarm，high limit

上上限报警 HI—HLLIM GOOD-critical alarm，high limit

下限报警 L(LLIM GOOI>advisory alarm，low limit

下下限报警 L(LL0一LIM GOOD-cirtical alarm。lOW 1imit

5．3．4．2．2．3 NAMUR NEl07规定的浓缩状况代码

表75给出与NAMUR NEl07相关的浓缩状况代码子集。

表75 NAMUR NEl07规定的状况编码

符合NAMuR 在PCS／13(2S
编 码 符合行规的描述

NEl07的含义 中的用法

Quality
Quality Limit

Substatus

Failure 一0x24～ BAD-maintenance alarm，more disgnosis
Failure 0 O l O O l

(F) 0x27 avaliable

Check 一Ox3C～
Failure O O 1 1 1 1 BAD—function check／local override

(C) Ox3F

Out of
—0x78～ UNCERTAIN—process related，no

Specification Uncertain O 1 1 1 1 0
0x7B maitenance(限值检查见5．3．4．2．2．2)

(S)

Maintenance 0 1 =0xA4～ GOOD-maintenance required／demanded
Good 1 O 1 0

(M) 1 0 0xAB (限值检查见5．3．4．2．2．2)

表76列出了超限的编码。如果具有属性Store=S的参数已被改变，则将Update event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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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6在状况为好(GOOD)时功能检查／更新事件(Limit Checks／Update Events)的编码

符合NAMUR 在PCS／DcS
编 码 符合行规的描述

NEl07的含义 中的用法

Quality
Quality Limit

Substatus

Good(G) Good l O 0 O 0 0 0 O —Ox80 G(，0／>ok
——

—0x84～
Good(G) Good 】 O O O O 1 GOOI>u甜ate event

0x87

Good(G) Good 1 O 0 0 1 0 O 1 —0x89 GOOD-advisory alarm，low limit

Good(G) Good 1 O 0 0 1 O l 0 —0x8A (j()()D-advisory alarm。high limit

Good(G) Good 】 O 0 0 1 l O 1 —0x8D G00I)_cirtieal alarm．10w limit

Good(G) Good l O 0 O 1 1 1 0 =Ox8E GOOI>critical alarm，laigh limit

5．3．4．2．2．4具有详细信息的浓缩状况代码

诊断事件可被映射为比NAMuR NEl07规定的更多的值(见5．3．4．2．2．3)。这就允许访问更详

细的有关过程值质量的信息。在维护站上使用此详细信息可对维护周期和预测性维护进行优化。在

5．2．3．21中描述了诊断事件到特定状况值的映射。

表77示出了具有详细信息的浓缩状况的编码。附加列描述该状况值在维护站中的用法。因此，通

过状况通知的维护被细分为三个特定的等级：

一--Maintenance alarm(维护报警)；

——Maintenance required(需要维护)；

一～Maintenance demanded(必须维护)。

5．3．4．2．2．3中的值是表77(粗体行)和表78中状况值的子集。

表77具有详细信息的浓缩状况的编码

符合NAMUR 在．．．中的用法
编 码 符合行规的描述

NEl07的描述 PCS／DCS 维护站

Quality Quality
I，imit

(BAD) Sbustatus

Failure(F) Failure Failure 0 0 0 O 0 0 0 0 生0x00 BAD-non specific8

BAD-passivated(诊断警报被禁
Failure(F) Passivated Good 0 O l 0 O O 1 1 盘0x23

止)

Maintenance —0x24～ BAD-maintenance alarm．more di—
Failure(F) Failure 0 O 1 O 0 1

0x27 agnosls available

一0x28～
Failure(F) Failure Good 0 0 1 0 1 O BAD-process related-no maitenace

0x2B

Function 一0x3C～ BAD-function eheek／loeal override：
Check(C) 0 0 1 l 】 l

Cheek Check 0x3F value not usable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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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NAMUR 在．．．中的用法
编 码 符合行规的描述

NEl07的描述 PCS／DCS 维护站

Qua Iity

(UNI ：ER-
Quality

Limit
Sbustatus

TA N)

Maintenance
Failure(F) Uncertain 0 1 0 0 1 0 1 l =0x4B UNCERTAIN substitute set

Alarm

Failure(F) Uncertain Good O 1 0 O 1 1 1 1 —0x4F UNCERTAIN—initial value

Maintenance Maintenance —0x68～ UNCERlAIN—maintenance
Uncertain 0 1 1 O l 0

(M) demanded 0x6B demanded(限值检查见5．3．4．2．2．2)

Function UNCERTAIN—simulated
Check(C) Uncertain 0 l l l O O 1 1 —0x73

Check value，start

=0x74～ UNCERTAIN—simulated value．
Check(C) Uncertain Good 0 1 1 1 O 1

0x77 end(限值检查见5．3．4．2．2．2)

Out of
—0x78～ UNCERTAIN—process related，no

Uncertain Good O 1 1 l 1 0

0x7B maitenace(限值检查见5．3 4．2．2．2)
(S)

Quality Quality
Limit

(GOOD) Sbustatus

一0x80～ GOOD(限值检查／更新事件见
Good(G) Good Good l 0 0 O

0x8E 5．3．4．2 2 2)

—0xA0～
GOOD-initiate fail safe(用于输出

Good(G) Good Good 1 O 1 O 0 0 FB的输人参数的命令，与变送器
0xA3

无关)(限值检查见5．3．4．2．2 2)

Maintenanee Maintenanee 一0xA4～ GOOD-maintenance required(限
Good l 0 l 0 O l

(M) 0xA7 值检查见5．3．4．2．2 2)

Maintenance Maintenance 一0xA8～ G00I)_maintenance demanded
Good l 0 1 0 1 O

(M) demanded 0xAB (限值检查见5．3．4．2．2．2)

一0xBC～ GOOD-function check(限值检查
Good(G) Good 1 0 1 l l l

Check 0xBF 见5．3．4．2．2 2)

。仅由代理(proxy)而不由设备自身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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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8具有详细信息的浓缩状况的描述

含义(NAMUR
状 况 描 述

NEl07’)

BAD-non specific Fallure(F) 代理(proxy)决定设备不进行通信

已组态的故障安全值连同此状况共同使用。无更多诊断事件映射到

BADpassivated
Slave_Diag服务。

Fallure(F) 输入功能块：由该块的模式和状况处理产生。仅影响具有属性eye、0的
(诊断警报被禁止)

参数的状况(支持故障安全逻辑)。

输出功能块：仅影响具有属性O的参数的状况

BADmaintenance alarm．
因为故障而无可用的测量值。

Fallure(F) 详细的诊断可由DIAGNOSIS EXTENSION参数的制造商特定比特、制
more diagnosis available

造商特定参数，或／和通过适当的工具指出

BAD-process related，no ma
因为无效的过程条件而无可用的测量值。

Failure(F) 提示：当无效的过程条件保持的时间超过可容忍的时间时，应立即在循
intenance

环的输出上产生此状况，否则状况可能为good。不用于短(short)事件

BAD-function cheek／loeaI
执行器：如果由用户控制执行器，则激活该状况。在READBACK(一D)和

Cheek(C) POS D中指示FBAO模式转换为MAN或LO。
override，value not usable

变送器／分析仪器：在清洗和校准过程中

仅故障安全逻辑的输出。

输入功能块：由PV或具有BAD-maintenance alarm，more diagnosis avail

able或BAD-function check状况的仿真值引起。这影响输
UNCERTAIN—substitute set Failure(F)

出参数的状况。

输出功能块：由通信失败或启动故障安全状态引起。这影响输出参数

(如oUT(一D))的状况

在无测量值可用时，或在影响值及其相应状况的诊断产生之前使用缺
UNCERTAIN—initial value Failure(F)

省值

UNCERTAlN—maintenance Maitenance(M) 过程值的可用性取决于应用。该值可能是无效的，这是因为检测到该设

demanded (优先级高) 备或其配套附件中有磨损。需要短期维护以确保可用性

指示仿真开始(从设备到DCS的数值流)。

变送器：启用测量值的仿真或输入FB模式从AuT0变为MAN。

执行器：执行器不使用该状况。测量值的仿真在参数CHECKBACK中

指示。

如果集成了触发器(flip flop)，则DCS驱动能检测出该状态。

如果仿真被启用，则工程工具应记录或跟踪仿真参数和模式参数。

该状况至少保持10 s：

UNCERTAIN—simulated ——在启用仿真后；
Check(C)

value，start ——在将FB设为MAN模式后；

——如果启动仿真或FB处于MAN模式，在重新启动(例如，掉电周

期)后；

——如果启用仿真或FB处于MAN模式．在钝化被清除后。

在MAN模式下，保持该状况直到10 s后有一个后续的写命令覆盖OUT

值为止。

在仿真模式下，所写的状况被缓存并在10 s后出现在数值流中。然而，

新写的SIMULATE参数及其状况在10 s内可被读出

66



表78(续)

GB／T 27526--2011

含义(NAMUR
状 况 描 述

NEl07)

指示仿真结束f)Z设备到DCS的数值流)。

变送器：禁用测量值的仿真，或Input FB模式从MAN变到AUTO。

UNCERTAIN—simulated
执行器：执行器不使用此状况。测量值的仿真由参数CHECKBACK

Check(C) 指示。
value，end

如果集成了触发器(flip flop)，则DCS驱动能检测出该状况。

在仿真结束后，保持此状况10 s。

当设备处于此状况时，无可靠的过程值。之后更新测量值及其状况

过程条件超过规定的设备操作范围。该值可能已降低了质量或降低了

精度。

该过程值的可用性取决于应用。
UNCERTAIN—process re一 Out of

1ated．no maintenance Specification(S)
当无效的过程条件保持的时间超过可容忍的时间时，应该立即在循环的

输出上产生此状况，否则状况可能为good。不用于短(short)事件。

此外，该状况作为故障安全逻辑的输出，该故障安全逻辑是由PV或具有

状况“bad—process related，no maintenance”的仿真值引起的

GOOD-ok 见5．3．2

与5．3．2相反，保持此状况20 s。该持续时间被延长以确保在具有更高

G001)_update event 优先级的仿真结束情况下发出信号。这样，PCS／DCS用i0 s结束仿真，

然后用10 s更新事件

GOOD-active advisory a—

见5．3．2
larm

GOoD—active critical alarm 见5．3．2

GOOD—initiate fail safe 见5．3．2

Maintenance(M)
GOOD-maintenance required 值有效。建议在中期内进行维护

(优先级低)

GoO口maintenance deman— Maimenanee(M)

ded (优先级高)
值有效。强烈建议在短期内进行维护

G()()D-function check 在对过程影响不大的情况下，设备执行内部功能检查。值有效

GOoD(Cascade)ok 见5．3．2

G()OD(Caseade)一initializa
见5．3．2

tion acknowledged

G00D(Cascade)一initializa—
见5．3．2

tion request

G()OD(Cascade)一not lnvi
见5．3．2

ted

G()oD(Cascade／local o—

见5．3．2
verride

GOoD(Cascade)initiate
见5．3．2

fail sa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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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4．3状况的使用

5．3．4．3．1概述

表79给出了状况从最低到最高的优先级。当设备中存在可能影响状况的多个条件时，具有最高优

先级的条件决定该状况。当相应事件发生时，设置该状况；当该事件消失时，该状况被重新设为下一个

较低优先级的状况。

表79状况的优先级

优先级 质 量 子状况

最低 G()0D(NC) ok

G()0D(NC) maintenance required

G00D(NC) maintenance demanded

G()0D(NC) function check

G()oD(NC) update event

GooD(NC) active advisory alarm

G()OD(NC) active critical alarm

G()OD(NC) initiate fail safe

UNCERTAlN initial value

UNCERTAIN process related，1"lo maintenance

UNCERTAIN maintenance demanded

UNCERTAIN substitute set

BAD process related，no maintenance

BAD maintenance alarm，more diagnosis available

UNCERTAIN simulated va】De，end

UNCERTAIN simulated value，start

BAD function check／local override

最高 BAD passivated(诊断警报被禁止)

5．3．4．3．2启用浓缩状况和诊断报文

5．3．4．3．2．1橱述

根据诊断和状况的行为特性可将设备分为两种类型：

——仅支持浓缩状况和浓缩诊断报文的设备；

——可以在支持经典和支持浓缩状况与诊断报文间进行切换的设备。

5．3．4．3．2．2仅支持浓缩状况和浓缩诊断信息的设备

这种的设备应具有参数FEATURE，并指示对此特性的支持。浓缩状况和浓缩诊断报文的启用通

过硬编码实现。

该特性对于新设备是必备的，对于新生产的现有设备是可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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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设备应具有参数FEATURE，并指示对此特性的支持。

该特性对于新生产的现有设备是可选的。

使用以下机制来同步工程工具和DCS驱动(循环参数的状况和非循环参数的状况)。

设备具有参数COND二STATUS-DIAG，该参数指示浓缩状况和浓缩诊断报文是否被启用。此组

态由工具通过参数化、激活的数据交换和Set—Prm服务的参数PRM—COND来确定。

启用浓缩状况和诊断的条件见表80。

表80启用浓缩状况和诊断的条件

PRM—CoND6 结果
COND二STATUS-D1AG 数据交换 FEATURE enabled Condensed—Status

(SetPrm) CoNDLSTATUS—DIAG

0 无 O 0

1 无 1 l

O O O

1 1 1

8无关／不可用。

“比特信息在6．3．3 4 2和6 7中描述。

如果被写的COND—STATUS—DIAG值与实际值不同，则在数据交换期间对参数COND—

STATUS—DIAG的非循环写访问通过DPVl的错误“访问一状态冲突”来拒绝。

5．3．4．3．3附加的物理块定义

5．3．4．3．3．1 钝化(Passivation)

通过设置物理块目标模式Target Mode=o／s，可将整个设备的实际模式设置成模式o／s(out of

service)。该设备的所有FB进入实际模式Actual Mode—o／s(状态机转换的附加条件)。FB的目标

模式不受影响。具有属性eyc／O的主(primary)输出，其状况为BAl)passivated。转换块不受影响(见

表81)。

表81 物理块与功能块之间的相互关系

条 件 结 果

物理块 功能块 功能块
状况 状况

(传感器输入， 输入FB：OUT(一D)
目标模式 目标模式 实际模式

转换块输人) 输出FB：Readbaek(一D)／POS-D

<>O／S O／S O／S BA肛passivated

<>o／S AUTO／RCAS AUT(3／RCAS BAD 受对输入功能块有效的参数FSAFE-TYPE的影响

受以下参数影响：

——Pv子状况；

<>o／S AUTO／RCAS AUTo／RCAS <>BAD ——报警(sT—REV，Limits)；

——内部功能块条件；

——状况的优先级表(见通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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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1(续)

条 件 结 果

物理块 功能块 功能块
状况 状况

(传感器输入， 输入FB：OUT(一D)
目标模式 目标模式 实际模式

转换块输入) 输出FB：Readback(一D)／POS-D

UNCERTAIN-simulated value，start(仅输入FB)
<>O／S MAN MAN

状况可由操作员改写

BAD-passivated

(停止将参数DIAGNOSIS和DIAGNOSIS EX
O／S O／S

TENSION的内容复制到PROFlBUS DP Slave—

Diag服务)

3无关。

只要物理块的实际模式是o／s，任何Slave—Diag服务形式的诊断警报必须被冻结。但该设备内部

诊断功能仍然工作，并且更新参数DIAGNOSIS和DIAGNOSIS-EXTENSl0N。

如果物理块的实际模式从o／s变为其他模式，则依据它们的状态机来改变该设备的FB。

仅物理块参数的实际模式Actual Mode=O／s影响功能块。

每个功能块可以单独地被切换进入o／s模式并传送状况BAD-passivated。

可通过将其Actual Mode改为o／s来钝化单个功能块。更新参数DIAGNosIs和DIAGN0sIS—

EXTENSION。不冻结Slave～Diag服务，即将未钝化的功能块及其转换块的诊断事件发布给1类

主站。

5．3．4．3．3．2 DIAGNOSIS

如果发生诊断事件，则DIAGNOSIS比特中的一个比特必须被置位。对于单个诊断事件至多一个比

特置位。不同的诊断事件能导致不同的诊断比特置位。如果在参数DIAGNOSIS_EXTENSION中存在更

多可用的信息(至少一个比特置位)，则应将比特EXTENSION_AVAILABLE单独置位(见表82)。

表82启用浓缩状况时，物理块参数DIAGNOSIS编码

八位
比特 DIAGNOSIS助记符 描 述

指示 将Ext_Diag

位组 类别 比特置位

0 PI保留，固定为0

1 P1保留，固定为0

2 PI保留，固定为0

3 PI保留．固定为0
l

4 PI保留，固定为0

5 PI保留，固定为0

6 PI保留，固定为0

7 PI保留，固定为0

O PI保留，固定为0

2 1 PI保留，固定为0

2 PI保留，固定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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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位
比特 DIAGNOSIS助记符 描 述

指示 将Ext—Diag

位组 类别 比特置位

3 DIA—WARMSTART 上电后或在执行FACTORY-RESET2 A 否
2506后，应被置位

在执行FACTORY—RESET一1后，应
4 D1A——COl，DSTART A 否

被置位

5 D1A—MAINTENANCE 需要维护 R 否

6 PI保留，固定为0
2

如果运行中的循环数据传输的ldent—

Number和物理块参数IDENT—NUM—

BER—SEI，ECTOR的值不一致，则应置

7 IDENT—NUMBER VIOLATION 位。如果IDENT—NUMBER—SEl。EC— R 否

TOR一127(适应模式)，则DIAGNOSIS

的比特IDENT NUMBER-ⅥOLAl’ION

被清零／不置位

0 DIAJvlAINTENANCE—ALARM 设备或配套附件故障 R 是

1 DIAJⅥAINTENANCE—pEMANDED 必须维护 R 否

设备处于功能检查模式，或处于仿真，
2 DIA_FUNCTION—CHECK R 否

或在本地控制下，例如维护

3
过程条件不允许返回有效的值。如果

值的质量为UNCERTAIN-Process re—

3 DIA—INV—PRO—COND R 否
lated，no maintenance或BAD-Process

related，no maintenance，则将其置位

4～7 保留 PI保留，固定为0

0～6 保留 PI保留，固定为0

4
0：无更多信息可用

7 EXTENSION—AVAILABLE 1：在DIAGNOSIS—EXTENSION中，有

更多的诊断信息可用

R指示：只要引起该消息的原因存在，该指示就一直保持有效。

A指示：在10 s后自动复位。

DIAGNOsIs的大多数比特被认为积累的诊断事件。这意味着应将诊断事件归为下述

DIAGNOSIS比特相关的类别之一：

——DIA—MAINTENANCE—ALARM；

——DIA—MAINTENANCE—DEMAND；

——DIA—MAINTENANCE；

——DIA—FUNCTIoN—CHECK；

——DIA—INV—PR0一CO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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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4．3．3．3 DIAGNOSIS—EXTENSION

详细的和设备特定的诊断标志置于物理块参数DIAGNOSIS—ExTENsION中。如果诊断事件发

生，则DIAGNOSIS_EXTENSION中的一个比特必须被置位。对于单个诊断事件应将至多一个比特置

位。不同的诊断事件能导致不同的诊断比特置位。

DIAGNOSIS_EXTENSION中的比特应标识诊断事件的原因。DIAGNOSIS—EXTENSION中的

比特与上述DIAGNOSIS的类别之一有关。如果仅在DIAGNOSIS—EXTENSl0N中提供信息，则DI

AGNOSIS中不存在相关比特。

5．3．4．3．3．4对Slave_Diag服务的EXT—D1AG比特的附加定义

如果当前处于故障状态，则在Slave—Diag响应PDU中的Station—Status_1的EXT—DIAG比特只

能被置为1；但如果仅是需要维护或必须维护，则该比特不应被置位(见表82)。

5．3．4．4对变送器数据单的附加定义

5．3．4．4．1仿真

5．3．4．4．1．1实际模式为MAN／对OUT参数的仿真

当Al变为MAN时，参数OUT的状况被设为“UNCERTAIN—simulated value start，constant”。

直到操作员通过后续的写命令重写参数OUT。如果参数OUT在变化后的前10 S内被重写，则新的参

数OUT内容被缓存，并在10 S后变为可见。图14示出了MAN模式的时序图。

TARGET MODE MAN厂——————]
MODE B—c⋯笆厂—————]
OUT参数写保护

OUT的值

OuT的状况

卜—一卜—可i——|+—一
图14 MAN模式的时序图

当实际模式变为MAN时，将诊断比特DIA—FUNCTION—CHECK置位。因为信号路径被切断，

转换块的值对MAN模式下的参数OUT无影响。

当实际模式从MAN变为AUTO时，参数OUT的状况被设为“UNCERTAIN simulated value

end”并保持10 S。在该时段后，更新测量值并传送相应的状况。此外，如果在设备中对于DIA—FUNC

TION—CHECK比特不存在其他有效条件，则将其复位。如果没有更高优先级的状况，则在下一个10 s

后状况改为“G00D-Update ev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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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实际模式从MAN变为o／s时，根据“MODE o／s的状况处理”立即改变状况。此外，如果在设

备中对于D1A—FUNCTION—CHECK比特不存在其他有效条件，则将其复位。

当在前10 S内实际模式从MAN变为AUTO时，则状况立即变为“UNCERTAIN—simulated value

end”。在此时段后，更新测量值并传送相应的状况。此外，如果在设备中对于DIA—FUNCTl0N—

CHECK比特不存在其他有效条件，则将其复位。如果没有更高优先级的状况，则在下一个10 S后状况

改为“GOO肛update event”。

当在前10 S内实际模式从MAN变为o／s时，根据“MODE O／s的状况处理”立即改变状况。此

外，如果在设备中对于DIA-FUNCTION—CHECK比特不存在其他有效条件，则将其复位。

如果设备在实际模式为MAN下启动，则OuT的状况为“UNCERTAIN—simulated value start”，

直到由操作员写一个新状况或MODE变为AUTO或o／s为止。OUT的值是设备特定的。

当对参数OuT的状况写“UNCERTAIN—simulated value end”时，用负响应“Out of range”来拒绝。

当进入MAN或进行仿真时，更新事件不通过状况来通知。

5．3．4．4．1．2模拟输入值的仿真

当从SIMUI。ATE_ENABLE=0变为SIMULATE—ENABLE=1时，不管写什么状况，设备都将被

写的仿真状况改为“UNCERTAIN simulated value start，constant”。此状况具有较高的优先级，并可

不被修改地通过故障安全逻辑。所写的状况被缓存并在10 S后成为有效的。然而，在10 S内，所写的

参数SIMUI。ATE及其状况是可读的。在仿真被启用至少10 S后，通过后续写访问实现的状况修改立

即成为可见的。图15给出了时序图。

SsI。M—UL㈣ATE-“。厂—————]
DIA～m j互X二二二j三三巫至二二二二汇二二匠二二

OUT的值

OUT的状况

卜_J坠一卜J峨—}—jL一

图15仿真的时序图

在SIMUI。ATE—ENABLE变为TRUE之后，且直到OUT的状况“UNCERTAIN-simulated value

end”结束为止，应将诊断比特DIA—FUNCTION—CHECK置位。如果在设备中对于此比特不存在其他

有效条件，则将DIA—FUNCTION—CHECK复位。

当对sIMuI。ATl0N参数的元素Simulate—Status写“UNCERTAIN—simulated value end”状况时，

必须用负响应“out of range”来拒绝。

当从SIMULATE—ENABLE=1变为SIMUl。ATE—ENABLE一0时，设备将参数OUT的状况设

为“UNCERTAIN—simulated value end”并保持10 S。在此时段后，更新测量值并传送相应状况。如果

没有更高优先级的状况，则在下一个10 S状况改为“GOO[Yupdate event”。

5．3．4．4．2功能检查(Function Check)／本地超驰(Local Override)

、如果设备处于校准、清洗阶段、测试阶段或类似阶段，当设备处于这种状态时，应在TB的状况中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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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D-Function check／local override，constant”或“GOOD-Function check／local override，constant”来

指示。该状况被提供给所连接的FB。

所有输入功能块具有由用户解除故障安全机制的可能性。这对于将功能检查状况信息传送给功能

块的输出值是有用的。

在FB中的手动模式和仿真具有比功能检查更高的优先级。

5．3．4．4．3 AI FB状态机

表81定义了在AI FB状态机中的转换。

依据表83，故障安全机制影响对输入功能块的状况赋值。

表83故障安全机制对输入功能块的状况赋值

输 入 结 果

故障安全机制之前的状况 FSAFE—TYPE 0 FSAFE—TYPE 1 FSAFE_TYPE 2

(FB的输人) (故障安全值) (上一个可用值) (错误的计算值)

BAD non specific

(不是该设备产生的)

BAD—passivated BAD—passivated，constant BAD、pasMvated，constant BAD—pass{rated，eonstant

BAD—maintenance alarm UNCERTAIN-substitute set UNCERTAIN—substitute set‘ BAD—maintenance alarm

BAD—process related UNCERTAIN-process related UNCERTAIN—process related BAD—process related

BAD一{unction check UNCERTAIN—substitute set UNCERTAIN—substitute seto BAD—Function Cheek

8如果没有可用值(例如在上电后立即检测出故障)，则应使用UNCERTAIN-initial value。

5．3．4．4．4 Totalizer FB状况计算

表84示出了使用浓缩状况的状况计算。

表84使用浓缩状况的Totalizer功能块的状况计算

条 件 结 果

状况(输入) 总状况实际
FB条件 SET～TOT MoDE。ToT FAILTOT

模式 质量 质量子状况 质量 质量子状况 限值

O／S BAD Passivated

MAN 见5．3．4．4．1．1

故障，例如

硬件缺陷
AUTO BAD ok

或无效的

参数集。

RESET UNCER—
AUTO ok lnitiate value

PRESET TAIN

在MoDE～ToT被设为

AUT0 ok T()1：ALIZE HOLD HOI。D之前，冻结上一个

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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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 件 结 果

状况(输入) 总状况实际
FB条件 SET ToT MODE—TOT FAlI—T()T

模式 质量 质量子状况 质量 质量子状况 限值

受以下因素影响(设备特定)：

BALANCED G00D ——PV子状况

AUT(] ok TOTAl，IZE
POS一()NLY

UNCER— ——更新事件

NEG—ONLY TAIN ——限值检查

——状况的优先级表(见通用要求)

BALANCED
<> UNCER

AUT0 ok TOTALIZE POS—oNLY BAD MEM()RY okh
TAIN

NEG—oNLY

BALANCED STATUS(输入)
<>

AUTO ok TOTALIZE PoS—oNLY BAD RUN BAD Quality ok

NE(LoNLY Substatus

BALANCED STATUS(输入)
<>

AUTO ok TOTAI。IZE POS—ONLY BAD H()LD BAD Quality
passivated

NEG—ONLY Suhstatus

BALANCED

AUTO ok T()TAI．IZE PoS—oNLY BAD passivated BAD

NEG—ONLY

3无影响(无关)-

“依据累加器的限值检查，Limit比特可能被改为“low limited”或“high limited”。

。例如，转换块的输出与累加器功能块的UNIT_TOT之间的单位类不一致。

由于ACTUAL—MODE为MAN模式，参数TOTAL的值和状况被设为与AI FB的OUT参数相

同的值和状况(见5．3．4．4．1．1)。

5．3．4．5离散输入数据单的附加定义

5．3．4．5．1仿真

5．3．4．5．1．1 实际模式为MAN／对OUT_D参数的仿真

由于ACTUAL—MODE为MAN模式，参数OUT二D的值和状况被设为与AI FB的OUT参数相

同的值和状况(见5．3．4．4．1．1)。

时序图与图14类似。

5．3．4．5．1．2离散输入值的仿真

除了将参数OUT用离散输入块的OUT—D替代外，其他参数与5．3．4．4．1．2相同。

5．3．4．5．2功能检查／本地超驰

如果设备处于校准、清洗阶段、测试阶段或类似阶段，当设备在这种状态下时，应在OUT—D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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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用“BA口function check／local override，constant”或“GoOD—function cheek／Iotal override

constant”来指示。

5．3．4．5．3 DI FB状态机

表81定义了在DI FB状态机中的转换。

依据表83，故障安全机制影响对输入功能块的状况赋值。

5．3．4．6离散输出数据单的附加定义

5．3．4．6．1 READBACKJ)的状况

这些返回值带有整个回路的状况。如果在转换块或设备中存在影响输出的诊断事件，则不论实际

位置的测量质量是否为“GOOD”，READBACK—D的状况都指示故障、维护请求等。

5．3．4．6．2功能检查／本地超驰

如果执行器设备处于本地控制(LO)下被设为MAN模式，并处于初始化阶段、测试阶段或类似阶

段，则此情况应在READBACK—D的状况中用“BAD-function check／local override，constant”来指示。

5．3．4．6．3 DO FB状态机

表81定义了在DO FB状态机中的转换。

5．3．4．7执行器数据单的附加定义

5．3．4．7．1 READBACK和POS_D的状况

这些返回值带有整个回路的状况。如果在转换块或设备中存在影响执行器的诊断事件，则不论实

际位置的测量质量是否为“GOOD”，READBACK和POS D的状况都指示故障、维护请求等。

5．3．4．7．2功能检查／本地超驰

如果执行器设备处于本地控制(LO)下被设为MAN模式，并处于初始化阶段、测试阶段或类似阶

段，则此情况应在READBACK—D和POS—D的状况中用“BAD-function check／local override，

constant”来指示。

5．3．4．7．3 AO FB状态机

表8l定义了在AO FB状态机中的转换。

5．4参数处理

5．4．1概述

参数处理(parameter transaction)是向设备传送连续数据集的一个写服务序列。该机制是面向参

数的，可能传送视图对象或其他参数。在处理期间所传送参数的个数取决于运行情况。可传送设备的

所有参数或仅一个子集。在处理序列期间，不进行设备参数间的一致性检查。

如果设备处于写保护模式下，则该设备拒绝激活参数处理。通过软件或硬件方式实现的写保护机

制会导致该拒绝行为的发生。

在开始参数处理后，写保护状态的改变(受保护或不受保护)不会影响处理的继续进行。对于通过

软件或硬件方式激活的写保护机制，该定义都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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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2处理参数描述

5．4．2．1参数处理的参数

表85规定了参数处理的参数。

表85参数处理的参数描述

GB／T 27526—2011

参 数 描 述

用于参数处理功能的控制参数。

o：PTA_PA$SIVE

无动作(缺省值)

1：PTA—START_STRICT

使用严格(strict)模式(对下载数据集的100％兼容性)来启动参数处理。

2：PTA-START_SMOOTH

使用平滑(smooth)模式(非兼容性不会导致停止下载但通知给主机)来启动参数处理。

3：PTA—ABORT

PTA—oP—CoDE 异常中止参数处理(停止处理和对先前数据集的激活)。仅对具有单独处理数据缓冲器

的设备有效。没有单独处理数据缓冲器的设备必须拒绝此命令(错误代码：无效范围)。

4：PTA-TERMINATE

参数处理结束。主站指出处理的所有数据都已被传输。设备开始验证该处理数据集。

5：PTA—CoNFIRM

部分非兼容性或错误数据集的用户证实。

6～127：PI保留。

128～249：制造商特定。

250～255：PI保留

关于处理序列的当前状态和设备数据有效性的状况信息。

0：保留

l：STPTA—TA—ACTIVE

该处理当前是有效的。

2：STPTA-VERIFICATION

该处理数据集的验证是有效的(功能检查)。

3：STPTA—DATA—CoMVALID

该数据集是完全有效(一致)的。
PTA STATUS

4；STPTA—DATA—NoTVALID

该数据集是无效(不一致)的。该数据集不允许启动预期的操作。

5：STPTA—DATA-PARVALID

该数据集可能仅部分有效(一致)。在使用平滑模式(使用PTA—START_SMOOTH来启

动该处理)的情况下支持此状况。

6～127：PI保留。

128～249：制造商特定。

250～255：PI保留

注1：在初始启动期间．设备验证设备参数并计算参数PTA STATUS。

注2：验证参数的持续时间取决于例如相关参数的个数，以及这些参数与该设备性能之间关系的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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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2．2平滑(Smooth)模式

在使用平滑模式情况下，设备可以正确认(接收确认)来响应任何写服务。在处理阶段不检查参数

～致性是一种有效的设备行为。设备可忽略无效值。在结构化参数的情况下，可忽略无效或未知的元

素并应接受有效元素。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避免主机停止参数处理序列。
示倒：

在传输结构化参数(例如，视图对象)的情况下，可能会有特殊的处理。可丢弃参数的未知元素(例如，枚举的未知代

码)并接受已知元素。尽管不是所有参数元素都被接受，该设备都以正确认来响应写请求。

5．4．2．3严格(Strict)模式

在使用严格模式情况下，设备应以相应的确认来响应任何写服务(正响应或负响应。设备应立即检

查这些参数值的有效性。在处理阶段期间，不检查一致性。

5．4．3参数处理的属性

参数处理的参数属性见表86。

表86参数处理的参数属性

相对
参数名称 对象类型 数据类型 存储 大小 访问

参数用法／ 必备／可选

索引 传输类型
复位类别 缺省值

(A类和B类)

物理块的参数

n。 PTA。OP—CODE Simple Unsigned8 D 1 C／a O O(B)

n+1 PTA_STATUS Simple Unsigned8 N 1 C／a F O(B)

物理块的参数

。这些参数应位于物理块中。相对索引n是制造商特定的。

表87给出了依赖于处理状况(PTA—STATUS)的过程值的状况处理。

表87依赖于处理状况(PTA_STATUS)的过程值的状况处理

具有多参数缓冲器的 具有单参数缓冲器的
不具有多参数缓 不具有单参数缓

PTA—STATUS 冲器的浓缩状况 冲器的浓缩状
浓缩状况的测量状况 浓缩状况的测量状况

的测量状况 况的测量状况

STPTA—TAJ～CTIVE 无影响 Bad-／unction check 无影响 Bad一0／S

STPTA—VERIFICATION
无影响 Bad function check 无影响 Bad O／S

(function check)

STPTA—DATA—CoMVALID 无影响 无影响 无影响 无影响

STPTA—DATA—PARVALID 无影响 Bad-[unction check 无影响 Bad—o／S

STPTA—DATA—NOTVALID Bad—maintenance alarm Bad-maintenance alarm Bad-config error Bad—config error

5．4．4功能定义

表88给出了参数处理的功能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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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8参数处理的功能定义

GB／T 27526--2011

功能名称 描 述

此功能检查数据集是否有效。

如果该数据集是有效(一致)的，则返回TRUE。
lsDatasetValid()

如果该数据集是无效(不一致)的，则返回FAI。SE。

如果该数据集是部分有效(一致)的，则返回PARTIALLY(仅当处于平滑模式时)

此功能删除指示处理数据集仅郝分有效(一致)的诊断事件。
DiagEventPartValidDisappears()

此功能可用于重新计算功能块的测量状况

此功能激活应用的数据集。

setDatasetlnUse(dataset) dataset—oldDataset(在处理之前的原始数据)

dataset=newDataset(上一次处理传送的新数据)

此功能指示该设备是否支持平滑模式。

isSmoothModesup() 如果该设备支持平滑模式，则返回TRUE。

如果该设备不支持平滑模式’贝Ⅱ返回FALSE

5．4．5参数处理的状态机

5．4．5．1概述

5．4．5描述了参数处理功能的状态机。该机制分为两种不同的变型，区别在于可用的处理和有效

缓冲器的个数。有效数据缓冲器中的数据是执行功能块算法的基础。

单缓冲器设备仅提供一个缓冲器来管理处理数据和有效设备数据。

多缓冲器设备使用不同的缓冲器来管理处理数据和有效数据。这就允许该设备在处理序列期间不

受任何限制地执行功能块算法。用于功能块算法计算的数据库，与参数处理期间使用的数据缓冲器是

互相独立的。

5．4．5．2支持单缓冲器机制的设备的状态表

表89给出了支持单缓冲器机制的设备的参数处理状态表。

表89 支持单缓冲器机制的设备的参数处理状态表

事件／条件
# 当前的PTA状态 下一状态

一)动作

Wrlte req(PTA OP—CODE—PTA—START—

l STPTA—DATA—COMVAI。ID STRICT) STPTA—TA—ACTIVE

一)

Write．req(PTA—OP—CODE=PTA—START—

SMOOTH)＆．&(isSmoothModesup()一FALSE)

2 STPTA—DATA-COMVALID 一) STPTA—DATA—COMVALID

Error Code：一invalid range

Write．rsp(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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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9(续)

事件／条件
# 当前的PTA状态 下一状态

一>动作

Write．req(PTA—OP—CODE=PTA—START—

3 STPTA—DATA—CoMVALID SMOOTH)＆＆(isSmoothModesup()=TRUE) STPTA—TA—ACTIVE

一>

Write．req(PTA一0P—CODE=PTA．ABORT)
=、

4 STPTA—DATA—COMVALID STPTA—DATA～COMVALID
Error Code：一invalid range

Write．rsp(一)

Write．req(PTA—OP～CODE—PTA—TERMI—

NATE)

5 STPTA DATA—COMVALID 一、 STPTA—DATA。COMVALID

Error Code：一state conflict

Write．rsp(一)

Write．req(PTA-OP_CODE—PTA—CONFIRM)

=>
6 STPTA—DATA_COMVALID STPTA。DATA。COMVALID

Error Code：一state conflict

Write．rsp(一)

W卉fe．req(PTA—oP～CODE—PTA—START—

STRICT)

7 STPTA—T九ACTIVE =) STPTA。TA—ACTIvE

Error Code：=state conflict

Write．rsp(一)

Write．req(PTA—OP—CODE—PTA—START—

SM()oTH) 8L＆ (isSmoothModesup()=

FALSE)
8 STPTA—TA—ACTIVE STPTA—TA—ACTIVE

一)

Error Code：一invalid range

Write．rsp()

Write．req(PTA—OP—CODE—PTA—START—

SMOOTH)&＆(isSmoothModesup()=TRUE)

9 STPTA—TA ACTIVE =、 STPTA_TA。ACTIVE

Error Code：=state conflict

Write．rsp(一)

Write．req(PTA_OP—CODE=PTA—ABORT)

一、
10 STPTA—TA—ACTIVE STPTK：Ih—ACTIVE

Error Code：=invalid range

Write．rsp(一)

Write．req(PTA—OP—CODE—PTA—TERMI—

11 STPTA—TA—ACTIVE NATE) STPTA-VERIFICATION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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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条件
# 当前的PTA状态 下一状态

一>动作

Write reqfPTA—OP—CODE=PTA—CONFIRM)

一、
12 STPTA—TA。ACTIVE STPTA——TA——ACTIVE

Error Code：一state conflict

Write．rsp(一)

W“te．reqfPTA—OP—CoDE—PTA—START—

STRICT)

13 STPTA。VERlFICATlON =、 STPT九VERIFICATION
Error Code：一state conflict

Write．rsp(一)

Wrlte req(PTA—OP—CODE—PTA—START—

SMOOTH)8L&(isSmoothModesup()一

FALSE)
14 STPTA—VERIFICATION STPTA—VERIFICATION

=)

Error Code：一invalid range

Write rsp(一)

Write．req(PTA—OP～CODE—PTA—START—

SMOOTH)&＆(isSmoothModesup()=TRUE)

15 STPTA—VERIFICATIoN 一、 STPTA—VERIFICATl0N

Error Code：一state conflict

Write rsp(一)

Write．req(PTA——OP_CODE=PTA——ABORT)

一、
16 STPTA—VERIFICATION STPTA—VERIFICATION

Error Code：一invalid range

Write rsp(一)

Write．req(PTA—OP—CODE—PTA—TERMI—

NATE)

17 STPTA—VERIFICATION 一、 STPTA VERlFICATlON

Error Code：一state conflict

Write．rsp(一)

Write．req(PTA。OP—CODE PTA。CONFIRM)

一、
18 STPTA—VERIFICATION STPTA—VERIFICATION

Error Code：一state conflict

Write．rsp()

——

lsDatasetValid()一TRUE
19 STPTA—VERlFICATION STPTA—DATA—CoMVAUD

一)

isDatasetValid()．----FALSE
20 STPTA—VERIFICATION STPTA——DATA——NOTVALID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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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9(续)

事件／条件
# 当前的PTA状态 下一状态

一)动作

STPTA—VERIFICATl0N
1sDatasetValid()一PARTIAI。LY

2l (only[or devices which support STPTA—DATA—PARVALID
一}

smooth mode)

Write req(PTA—OP—CODE=PTA—START—

22 STPTA—DATA—NOTVALID STRICT) STPTA—TA—ACTIVE

一)

Write．req(PTA—OP—CODE—PTA—START—

SMOOTH)&＆(isSmoothModesup()=FALSE)

23 STPTA—DATA—NOTVALID =、 STPTA—DATA_NOTVAI，1D

Error Code{一invalid range

Write．rsp(-)

Write．req(PTA—OP—CODE—PTA—START—

24 STPTA—DATA-NOTVALID SMOOTH)＆&(isSmoothModesup()=TRUE) STPTA_TA—ACTIVE

一、

Write．req(PTA—OP—CODE=PTA—ABORT)

一、
25 STPTA——DATA——NOTVALID STPTA—DATA—NOTVAI。ID

Error Code：=invalid range

Write．rsp(一)

Wnte．req(PTA—OP—CODE—PTA—TERMI—

NATE)

26 STPTA—．DATA—．NOTVALID =、
STPTA—DATA—NOTVALID

Error Code：=state conflict

W—te．rsp()

Write．req(pTA—OP—CODE=PTA—CONFIRM)

=、

27 STPTA—DATA—NoTVALID STPTA—DATA—NoTVAI，lD
Error Code：一state conflict

Write．rsp(一)

STPTA—DATA—PARVAI。ID Wr|tB reel(PTA—OP—CoDE—PTA—START—

28 (only for devices which support STRICT) STPTA—TA—ACTIVE

smooth mode) 一、

W“te．req(PTA—OP—C()DE—PTA—START—

STPTA—DATA—PARVALID
SMOOTH)＆&(isSmoothModesup()一

29 (only for devices which support

FALSE)
STPTA—DATA—PARVALID

一、
smooth mode)

Error Code：一invalid range

Write．rsp(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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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条件
# 当前的PTA状态 下一状态

一>动作

STPTA——DATA——PARVAI。ID
Write．req(PTA—OP—CODE—PTA—START—

30 (on|y for devices which support

SMOOTH)＆＆(isSmoothModesup()=

TRUE)
STPTA—TA—ACTIVE

smooth mode)
=、

STPTA～DATA—PARVALID
Write．req(PTA。0P—CODE=PTA—ABORT)

=)
31 (only for devices which support STPTA DATA—PARVALID

smooth mode)
Error Code：一invalid range

Write．rsp()

Wrlte．req(PTA—OP—C()DE=PTA—TERMI—

STPTA—DATA—PARVALID NATE)

32 (only for devices which support
=、 STPTA—DATA—PARVALlD

smooth mode) Error Code：一state conflict

Wnte rsp(一)

STPTAlDATA PARVALID Write．req(PTA—OP—CODE—PTA—CONFlRM)

33 (only for devices which support 一) STPTA。DATA—CoMVAl，ID

smooth mode) DiagEventPartValidDisappears()
_——

Write．req(PTA—oP—CODE—PTA—PASSIVE
34 any

一、

5．4．5．3支持多缓冲器机制的设备的状态表

表90给出了支持多缓冲器机制的设备的参数处理状态表。

表90支持多缓冲器机制的设备的参数处理状态表

事件／条件
# 当前的PTA状态 下一状态

一>动作

Wrlte．req(PTA—OP—CODE=PTA—START—

STRICT)
1 STPTA—DATA COMVALID STPTA—TA—ACTIVE

一、

dataset：一oldDataset

Write．req(PTA—OP—CODE—PTA—START—

SMOOTH)＆．&(isSmoothModesup()=

FALSE)
2 STPTA-DATA_COMVALID STPTA—DATA—CoMVALID

=、

Error Code：一invalid range

Write．rsp(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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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90(续)

事件／条件
# 当前的PTA状态 下一状态

一>动作

Write．req(PTA—OP～CODE=PTA—START—

SMOOTH)＆8L(isSmoothModesup()=TRUE)
3 STPTA—DATA—COMVAL【D STPTA—TA—ACTlVE

一、

dataset：一oldDataset

Write．req(PTA_OP—CODE--PTA—ABORT)

一、
4 STPTA．—DATA—．COMVALID STPTA—DATA—COMVALID

Error Code：一state conflict

Write．rsp()
_——

Write．req(PTA—OP—CoDE—PTA—TERMI—

NATE)

5 STPTA、—DATA．—COMVALID 一> STPTA—DATA—COMVAI。1D

Error Code：2 state conflict

Wrlte．rsp()

Write．req(PTL()P_CODE—PTA—CONFIRM)
一)

6 STPTA—DATA COMVAI，ID STPTA—DATA COMVALID
Error Code：2 state conflict

Write．rsp()

Write．req(PTA—OP—CoDE=PTA—START—

sTRICT)

7 STPTA——TA——ACTIVE 一、 STPTA_TA—ACTIVE

Errof Code：=state conflict

Write．rsp(一)

Write．req(PTA OP—CODE—PTA START—

SMOOTH)&＆(isSmoothModesup()=

FALSE)
8 STPTKjA—ACTIVE STPTA。TA—ACTIVE

一、

Error Code：一invalid range

Write．rsp(一)

Write req(PTA—OP—CODE—PTA—START—

SMOOTH)＆&(isSnmothModesup()=TRUE)

9 STPTA—TA—ACTIVE 一、 STPTA—TA—ACTlVE

Error Code：一state conflict

Write．rsp(一)

Write．req(PTA—OP—CODE—PTA—ABORT)／

10 STPTA——TA——ACTIVE lsDatasetValid(oldDataset)一TRUE STPTA—DATA—CoMVAI，1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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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条件
# 当前的PTA状态 下一状态

一)动作

Write．req(PTA一0P—C()DE—PTA—ABORT)／

11 STPTA TA-ACTIVE lsDatasetValid(oldDataset)一FAI．SE STPTA—DATA_NOTVALID

一)

Write．req(PTA—OP—CODE—PTA—TERMI—

12 STPTA TA—ACTlVE NATE) STPTA—VERlFICATI()N

一)

Write．req(PTA—OP—CODE=PTA—CONFIRM)

=)

13 STPTA。TA-ACTIVE STPTA—TA—ACTlVE
Error Code：一state conflict

Write．rsp()

Wrlte．req(PTA—OP—CoDE—PTA—START

STRICT)

14 STPTA—VERIFICATION 一、 STPTA—VERIFICATl0N

Error Code：=state conflict

Write．rsp(一)

Write．req(PTA—OP—CODE—PTA—START—

SMOOTH)＆＆(isSmoothModesup()=

FALSE)
15 STPTA—VERIFICATION STPTA_VERIFICATION

一)

Error Code：一invalid range

Write．rsp(一)

Write．req(PTA—OP—CODE—PTA—START—

SMOOTH)＆&(isSmoothModesup()一TRUE)

16 STPTA VERIFICATl0N =、 STPTA—VERIFlCATlON

Error Code：=state conflict

Write．rsp(一)

Write．req(PTAJ)P-CODE=PTA—ABORT)
=、

17 STPTA—VERIFICATION STPTA-VERIFICATI(IN
Error Code：一state conflict

Write．rsp()

Write．req(PTA—OP—CODE—PTA—TERMI—

NATE)

18 STPTA VERIFlCATION ；) STPTA—VERIFICATI()N

Error Code：一state conflict

Wrlte．rsp(一)

Write．req(PTA—oP—CODE=PTA—CONFIRM)

；、

19 STPTA—VERIFICATION STPTA—VERIFIEATION
Error Code：=state conflict

Write．r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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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90(续)

事件／条件
# 当前的PTA状态 下一状态

一>动作

isDatasetValid()一TRUE

一)
20 STPTA—VERIFlCATION STPTA—DATA CoMVAI，ID

dataset：=ilewDataset

setDatasetlnUse(dataSet)

-一
isDatasetValid()一FAI，SE

2l STPTA—VERIFICATION STPTA—DATA NOTVALID
=、

STPTA—VERIFICATION lsDatasetVMid()一PARTIAI，LY
22 STPTA—DATA—PARVAI，ID

(仅对支持平滑模式的设备) 一、
—

Write．req(PTA OP C()DE—PTA—START—

STRICT)
23 STPTA DATA N()TVAI。ID STPTA-TA—ACTIVE

一、

dataset：一oldDataset
—

Wdte req(ETA—OP—CODE—PTA—START—

SMOOTH)＆＆(isSmoothModesup()一FALSE)

24 STPTA DATA—N()TVAI，ID 一> STPTA—DATA—NOTVALID

Error Code：=invalid range

Write．rsp()

Write．req(PTA—OP—CODE=PTA—START—

SMOOTH)＆＆(isSmoothModesup()=TRUE)
25 STPTA DATA NoTVALID STPTA—TA_ACTIVE

一、

dataset：=oldDataset

—

WⅢe_req(PTA—OP—CODE=PTA—ABORT)

一、
26 STPTA—DATA—Nf)TVALID STPTA—DATA NOTVALID

Error Code：一state conflict

Wrlte．rsp(一)
——

Write．req(PTA—OP—CoDE—PTA—TERMl

NATE)

27 STPTA DATA N()TVALID 一、 STPTA—DATA—N()TVAl。ID

Error Code：一state conflict

Write rsp()

Wnte req(PTA_OP CoDE—PTA—CONFIRM)

28 STPTA—DATA—NOTVAI。ID 一) STPTA DATA COMVAl，ID

dataset：一oldDataset

Wnte．req(PTA—OP—CoDE—PTA—START—

STRICT)
29 STPTA DATA PARVALID STPTA—．TA——ACTIVE

一、

dataset：一oldData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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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条件
# 当前的PTA状态 下一状态

一>动作

Write．req(PTA—OP—CODE—VIA—START—

SMOOTH)＆．＆(isSmoothModesup()一FALSE)

30 STPTA—DATA—PARVAI．ID 一、 STPTA—DATA PARVAI，ID

Error Code：一invalid range

Write．rsp(一)

Wrlte．req(PTA—OP—C()DE—PTA—START—

SMOOTH)&＆(isSmoothModesup()一

31 STPTA—DATA—PARVAl。ID TRUE) STPTA—TA-ACTlVE

一、

ataset：一oldDataset

Write．req(PTA—OP—CODE曼PTA—ABORT)

一)
32 STPTA DATA—PARVAI。ID STPTA—DATA—PARVALID

Error Code：一state conflict

Write．rsp()

Write．req(PTA—OP—CODE—PTA—TERMl一

NATE)

33 STPTA—DATA—PARVALID 一、 STPTA—DATA—PARVAl。ID

Error Code：=state conflict

W出e．rsp(一)

Wrlte．req(PTA一0P CODE—PTA—CONFIRM)

一、

34 STPTA—DATA—PARVALID DiagEventPartValidDisappears() STPTA—DATA—COMVALID

dataset：一newDataset

setDatasetInUse(dataSet)

Write．req(PTAOP—CODE—PTA-PASSlVE
35 任何状态 相同状态

一、

5．4．5．4支持单缓冲器机制的设备的参数处理状态图

图16示出了单缓冲器设备的参数处理状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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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6单缓冲器设备的参数处理状态图

5．4．5．5支持多缓冲器机制的设备的参数处理状态图

88

图17示出了多缓冲器设备的参数处理状态图。

L耳吼13

图17 多缓冲器设备的参数处理状态图



5 5设备版本标识和兼窖性

5 51背景和概述

在世备生产生命局期内，过程世备丌发的创新保证了生产过程的小断优化。这尤其适川十钾能壬【Il

场设备。例如，现场设备软什版本的政变．可能由集成附加功能、更换醍备硬件、凋经软件“满足特定特

性而引起。造就导敛r设备的变删。所有造衅改变叮能埘l司 喇号设备的不M变型的tII}容性产牛

影响。

对于在自动化系统内设备功能的集成．设备制造商使用多种集成技术(虬图I 8)米描述浚蹬箭的功

能。设备驱动程序(例如．(，sI)，EDD、DlM)使得设备功能通过集成T具在自动化系统(即过程控制系

统)内是IV卅的。

通过GSD文件描述r有关MSO的蹬箭功能．InJ EDD或nTM迎常用于捕述与MS[／MS2前盖的

设舒功能。为确保个喇号内设备变型问的兼容性，设备功能和设备驱动程序所描述的功能问的相互

关系必需明确定义和清晰可辨。

妥。。
月P

妥。。
目t自

图18 PROFIBUS的集成技术

与MS0诵道有关的设备功能通壶士明确的殴备PROFIBUSldent—Number来标识。有一组严抒}的

兼容性规则束指导设备制造商进行设备开发。与MSl／MS2通道有荧的设备功能(通过EDD或D'IM

描述)的标识基于特定的版本参数(设备版本)。踱没铸版本参数将设备软什版本的变更从与Ms0有是

的设备功能当中剥离出米。该定义的参数是主机集成工县内设备和蹬备驱动程序间兼容性的有效性的

基础。

5．5 2向上／向下幕窖性

如果早期醴备、新设备和设备驱动程序不作特别修改就能一起运行．则实现了现场设备和设备驱动

程序问的兼容性。

图19给出r设备和设备驱动程序之间向上／向下兼容性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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撼
散
轴
蜊

设备类型

争
软件变乳0

0

软徽¨。孕

面

(可选)兼容性

可选)兼容性

设备驱动程序

国圈一型。

园豳一m
图19设备和设备驱动程序之间的向上／向下兼容性的解释

向上兼容性和向下兼容性的定义取决于看待问题的角度(见图19)。在本标准内，设备的向下兼容

性是指与老软件版本设备变型的设备驱动程序进行操作的能力。在此情况下，在集成工具内不能使用

新设备变型的附加功能，这是由于在早期设备驱动程序内未描述该附加功能。

此外，设备的向上兼容性是指与新软件版本的设备驱动程序进行操作的能力。在此情况下，必须保

证在集成工具中不能使用新设备驱动程序所描述的设备功能，这是由于早期设备不支持该新功能。

5．5．3 GSD描述的设备功能(与Ms0有关的设备功能)

5．5．3．1概述

为确保设备(n代)与其以后的设备版本(n+1代)之间的兼容性，必须考虑到主机系统的集成。

PROFIBUS定义了主机(操作站／PLC)与设备之问的循环通信路径的方法。循环主站集成在主机

中并管理整个网络路径。因此，需要定义关于网络和设备间的相互作用。

在GSD中定义了设备特定的网络行为特性。设备制造商提供GSD(语言特定的“*．gs?”文件)。

GSD定义了物理层、协议层、从站模型，以及应用层以下各通信层参数化的启动等。

对于客户，以下方面是重要的：

——设备类型的后续版本(n+1代设备)可被集成到主机，无需改变应用或网络组态；

——设备类型的后续版本(n+1代设备)应能使用早期GSD(n代设备的)在网络中工作，在此情况

下不使用该设备实现的新特性。

5．5．3．2参数描述

设备中与MS0有关方面(循环数据(CFG—Data)、PRM数据和诊断数据的结构)的设备集成兼容

性，是基于PROFIBUS设备的PROFIBusldent—Number的。设备开发必须遵守5．5．3．2中规定的规

则。这些规则保证了设备和GSD的向下兼容性。设备和GSD都由惟一的Ident—Number来标识。表

91给出了设备和GSD的参数。

表91 ldent_Number的参数描述

参 数 描 述

Ident Number是惟一的Unsignedl6数据类型的编号，它表示在GB／T 20540．5和GB／T

20540 6中定义的设备MSO特性。在启动MS。连接期间，1类主站(控制器)与从站(现场设
Ident Number

备)之间交换此参数。

Ident—Number也是GSD的一个关键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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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SD关键字用于描述与MS0通道有关的设备功能。关键字的任何改变表示后继设备可能的功能改变。

因此，用于MS0通道的兼容性规则可基于GSD关键字的改变。这些规则决定由于GSD文件更新

引起的改变是兼容性改变还是非兼容性改变，直到请求新的PROFIBUS Ident—Number。

补充文档包含PROFIBUS GSD规范中定义的所有关键字。并且，如果使用新GSD(与现有GSD

相比)来描述后继设备，则该补充文档还指出某些关键字修改的结果。因此，所描述的规则可作为设备

开发人员的指南，以说明这些改变对设备功能的影响。

原则上，详细规则可被简化为以下通用原则：如果一个设备的型号被改变而不能再使用早期GSD

版本工作，则该设备型号可作为新设备的型号，并需由PROFIBUS国际(PI)组织分配一个新的ldent—

Number。

须考虑以下规则，并且应通过PROFIBUS认证来证实现场设备是否遵循这些规则：

——新设备变型的GSD描述了附加功能，并完全支持早期设备变型的功能：

·新设备变型是向下兼容的；

·新设备变型需进行PROFIBUS认证的更新(无新的PROFIBUS ldent—Number)。

——新设备变型的GSD不完全描述早期设备变型的功能：

·新设备变型不是向下兼容的；

·新设备变型需要新的PROFIBUS Ident—Number(新的认证过程)；

·Ident Number的自动适应是必备的(见6．4)。

——新设备变型的GSD包含编辑上的修改，并完全支持早期设备变型的功能：

·新设备变型是向下兼容的；

·应增加GSD版本。

5．5．3．4 ldent—Number的自动适应

如果一个符合本行规的PROFIBUS PA设备能支持多个Ident—Number，则必须支持Ident—

Number的自动适应。因此，在接收Set—Prm或Set—Slave_Add报文之后，从站设备自动接受在主机系

统中组态的Ident—Number。Set—Prm和Set—Slave_Add都必须被这些设备支持。详见表52中的参数

IDENT—NUMBER—SELECT()R和6．4。

设备Ident—Number的自动适应使得可以在不改变主机的情况下替换不兼容的设备变型。这样，

在不干扰过程的情况下，就可以从已安装的设备技术过渡到未来开发的技术。

5．5．4 EDD／DTM描述的设备功能(与MSl／MS2有关的设备功能)

5．5．4．1概述

与MSl／MS2通道有关的设备功能(通过EDD或DTM描述)的标识基于特定的版本参数(设备版

本)。这些参数将该设备软件版本的变更从与MSl／MS2通道有关的设备功能中剥离出来。所定义的

参数是主机集成工具内，设备和设备驱动程序间兼容性的有效性的基础。

5．5．4．2参数描述

设备与EDD／DTM间兼容性的检查需要以下版本参数。这些版本参数分别位于设备内和设备驱

动程序内。

5．5．4．2．1设备参数

表92规定了两个设备参数。
q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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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92设备参数的参数描述

参 数 描 述

此参数包含关于MSl或MS2连接所使用的设备功能的信息。Dev_Rev(设备版本)与MS0连接所

使用的设备类型功能的标识无关。设备类型功能的标识由参数Ident Number来表示。

Dev_Rev Dev—Rev被用于为设备指定设备驱动程序的版本(例如：EDD、DTM)。因此，提供设备和驱动程序

内的信息是必要的。

Dev_Rev的设置是制造商特定的，但基于强制性规则(见5．5．4．3)

在使用MSl或MS2连接的设备变型系列中，参数DEV—REV—COMP(设备版本兼容性)定义设

Dev_Rev_Comp 备功能的向下兼容性的范围。其值表示该设备支持的最低的设备版本。

Dev_Rev_Comp的设置基于强制性规则(见5．5．4．3)

5．5．4．2．2设备驱动程序参数

在设备制造商提供的设备驱动程序(例如：EDD、DTM)内，应给出表93中的参数。

表93设备驱动程序参数的参数描述

参 数 描 述

参数DEVICE_REVISION(驱动程序设备版本)位于设备驱动程序内，并提供关于设备支
DEVICE REVlSION

持的功能的信息。它被用于为设备指定驱动程序(例如EDD、DTM)

注：参数DEVICE—REVISION在IEC 61804 3中(DEVICE-REVISION)和IEC 62453—2中(IdSoftwareRevision)

中都有规定。

5．5．4．3兼容性规则

5．5．4．3．1设备版本

设备版本由设备参数Dev—Rev规定。当改变与MSl和MS2连接有关的设备功能时，应遵循以下

规则来更新设备版本。

修改参数Dev—Rev的规则如下：

a)被设为制造商特定的初始值，用于支持Dev_Rev特性的第1个设备版本；

b)增加，当实现了附加的设备对象(参数或块)时；

c)增加，当删除某些设备对象(参数或块)时；

d)增加，当改变了一个设备对象(参数、块等)的位置(Slot，Index)时(移动一个块也引起设备管

理登录项的改变)；

e) 增加，当扩大了参数的有效范围时，例如：

·枚举参数

现在支持某个枚举值；

·数字参数

下限被下移或上限被上移；

·参数属性

引起兼容性修改的改变：访问(只读一读／写)。

f)增加，当缩小了参数的有效范围时，例如：

·枚举参数

不再支持某个枚举值；

·数字参数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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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限被上移或上限被下移；

·参数属性

引起兼容性修改的改变：访问(读／写一只读)，数据长度或类型的改变。

g)增加，当改变了设备参数中任何数据项的含义时。

注：修改参数的任何方式不可产生与早期设备版本不一致的结果。例如，设备版本n的设备所支持的任何参数，在

设备版本n+1的设备中必须具有完全相同的作用。

仅对Dev—Rev为非必备参数的设备(3．02之前的行规版本的设备)有效：

h) 设为0，以通知设备驱动程序，参数Dev_Rev不具有可被检查的有效信息。其含义等于不存在

参数Dev—Rcv。

注：DEV REV的增加必须为单调增加。

修改参数Dev—Rev_COMP的规则如下：

i)设为等于参数Dev_Rev的初始值，用于支持Dev_Rev特性的第1个设备版本。

j)设为Dev—Rev的值(在不兼容性更新的情况下)：遵从规则c)、d)、f)和g)。

k)不改变(在兼容性更新的情况下)：遵从规则b)和e)。

1)设为0，遵从规则h)。

上述规则对设备版本参数的影响见表94。

表94规则对设备版本参数的影响

5．5．4．3．2设置Dev—Rev的示例

表95以应用案例的形式给出了如何使用5．5．4．3中定义规则的示例。

表95设置Dev—Rev的示例

应用案例 应用规则

支持PA行规3．o或3．Ol的设备引入Dev—Rev参数 a)、h)

从早期PA行规版本到PA行规3．02的升级设备。设备版本的特性第一次得到支持 a)

从早期PA行规版本到PA行规3．02的升级设备。设备版本的特性在早期行规版本中已被支持 取决于改变b)～g)

开发符合PA行规3 02的新设备 a)

向设备增加新的块 b)

向现有块增加参数 b)

删除块 c)

在设备管理中对块进行重新排序 d)

参数的访问权限从“读／写”改变为“只读” f)

扩大现有参数的有效范围，例如：从20～40扩大到o～40 e)

对现有参数增加新的有效枚举值。例如：对单位参数增加附加的单位，对通道参数增加附加的通道 e)

缩小现有参数的有效范围，例如：从0～40缩小到20～40 f)

不再支持一个枚举值，例如：从单位参数所支持单位列表中删除一个单位 f)

改变现有参数的行为，例如：当写一个参数时，执行一个附加动作(如校准) g)

支持PA行规3．0或3 01的设备不支持Dev—Rev参数 h)

改变本地显示菜单 无

93



5 5 4 3 3驱动程序设备版本

驱动程序设备版本由驱动程序参数DEVICE—REVISION求规定。当没备驱动程序改变时．应遵

循以F规则束更新驱动程序设备版本：

参数DEVICE—REVISION被设为陵没缶驱动程序所适用的设备的设备版本(Dev—Rev)。此设备

驱动程序与陵设备兼释。

＆☆*％自Hm∞自目m{-4mⅫ过参数DID REV(Uasignedl6)m^i d4镕准十T☆4*每#*f#镕

^女Ⅲ"f皓定DEVICE REVISI{)N∞DD REV∞№k仳，表《其＆件菲择n(Ⅲ5 5 2)．

5 5 4 3 4兼容性规则

5 5 6现场设备上的信息

安全／正确的设备版奉处理．必须提供设备制造商、没舒类型及片软件版本的清晰、明确的标识。这

样．对于PROFIBUSPAj殳备，软件版本和设备版水的标识是必备的。因此．参数SOFTWARE—REVI

SION、nw—Rcv和Dev—Rev—Comp应在易于阅读的传置姓示以便十访问：在不供电的没蔷状惑下也

麻泼是町让的。

设备的铭牌应提供关于制造商和设备类型的清晰信息。此外．应显示所支持的PR()FIBUS ldemN⋯bet
岳达的格式为：xx YY zZ_一rk帆Rev Comp⋯．Uev_Revj．见lq 21中的小倒。



GB／T 27526--2011

图21 版本处理信息的显示示例

这样放置的示例是：

——用紧固的方法将一个标签固定在外壳表面(不一定要在铭牌上)供直接阅读。这样，即使设备

未被加电，它也是可读的。

——在更新的情况下，该标签也必须被更新。

一一如果可能，在显示器上显示。在设备启动期间．应显示该设备版本参数。
一一为了直接阅读，将该标签固定在现场设备包装的外面。
——⋯。。一o

5．6参数编码

制造商代码见5．6．1。工程单位代码和材料代码遵循表96和表97中的规定。

5．6一DEVICE_MAN—ID

DEVICE MAN—ID列表由P1支持中心维护。该表可从www．PRoFIBus．corn网站上获得。

5．6．2单位代码

某些单位的定义或其测量条件可能因不同的国家或不同的工业领域而不同。如果在表96中没有

准确的转换／定义，则制造商必须在设备手册中说明所支持的单位及其含义。如果要求可互换性，那么

用户必须检查其差异。

表96单位代码

值 符 号 描 述 等效值

0～999 保留

开[尔文]
1000 K SI

注：绝对温度(开氏温度)

T／K—t／℃+273．15
100l ℃ 摄氏度

△T一1℃等效于△T一1 K

1002 t 华氏度 T／K一(t／下+459．67)／1．8

1003 。R 兰[金]氏度 T／K=<T／。R)／1．8

弧度
1004 rad 一1m／m

注：平面角单位

1005 度 一(Ⅱ／180)rad

1006 分 一(1／60)。

1007 秒 一(1／60)’

冈
1008 gon 一('r／200)rad

注：平面角单位

1009 转 一2Ⅱrad

1010 米 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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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96(续)

值 符 号 描 述 等效值

1011 km 千米 一1 000．0m

1012 厘米 一0．01m

1013 毫米 一10
3
m

lOl4 pm 微米 一10
6
m

1015 纳米 =10—9 m

1016 pm 皮米 一10
2

m

1017 A 埃 一10
10 m

1018 ft 英尺 一12in

1019 英寸(国际) 一0 025 4mm

1020 yd 码 一36ln

1021 mile 英里 一1 760 yd

1022 nautical mile 海里 =1 852m

1023 m2 平方米

1024 km2 平方千米

1025 oi!o
2

平方厘米

1026 dm2 平方分米

1027 mmz 平方毫米

1028 公亩 一10
2
m2

1029 ha 公顷 一104 rfl2

1030 in2 平方英寸

1031 ft2 平方英尺

1032 y水 平方码

1033 mile2 平方英里

1034 m3 立方米

1035 dm3 立方分米

1036 Cm3 立方厘米

1037 mm3 立方毫米

1038 L [公]升 =10
3
m3

1039 cL 厘升 一0．01 L

1040 mL 毫升 一0．001 L

1041 hL 百公升 一100 L

1042 in3 立方英寸

1043 ft3 立方英尺

1044 y酽 立方码

1045 mile3 立方英里



表96(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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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 符 号 描 述 等效值

1046 pmt 品脱(美制，液体) 一(1／8)gal

1047 quart 夸脱(美制，液体) 一(1／4)gal

1048 gal 加仑(美制) 一231ln3

1049 ImpGal 加仑(英制) =4．546 09I．

1050 bushel 蒲式耳(美制．干燥固体) =2150 42ln3

105l bbl 桶(美制，石油) =42 gal

1052 bbI(1iq) 桶(美制，液体) =31．5 gal

10S3 fp std 标准立方英尺

1054 秒 SI

1055 ks 千秒 ；103 s

1056 毫秒 ；10、3 s

1057 ⅡS 微秒 ；10—6 ITt

1058 分 =60 s

1059 h 小时 二60min

1060 d 天 =24 h

1061 m／s 米每秒

1062 mm／s 毫米每秒

1063 m／h 米每小时

1064 km／h 千米每小时

1065 knot 海里每小时 =1．852 km／h

1066 in／s 英寸每秒

1067 ft／s 英尺每秒

1068 yd／s 码每秒

1069 英寸每分

1070 ft／min 英尺每分

1071 yd／min 码每分

1072 in／h 英寸每小时

1073 ft／h 英尺每小时

1074 yd／b, 码每小时

1075 mi／h 英里每小时 =0 447 04m／s

1076 m／s2 米每平方秒

1077 Hz 赫[兹] 一1 s

1078 THz 太赫(百万兆赫[兹]) 110”Hz

1079 GHz 吉赫(千兆赫[兹]) =109

Hz

1080 MHz 兆赫[兹] ；106 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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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96(续)

值 符 号 描 述 等效值

1081 kHz 千赫[兹] 一10
3

Hz

1082 1／s 每秒 =1 s

1083 l／min 每分 =(1／60)s_1

1084 r／s 转每秒

r／min
1085 转每分

rpm

1086 rad／s 弧度每秒

1087 l／s2 每平方秒

1088 kg 千克 SI

1089 g 克 一 =10
3

kg

1090 mg 毫克 =10’6 kg

1091 Mg 兆克 一103 kg

1092 [公]吨 一103 kg

1093 盎司(常衡制) 一1／16lb

1094 lb 磅(常衡制) 一0．453 592 37 kg

t1395 STon 短吨 一2 000lb

1096 I，ToN 长吨 一2 240lb

1097 kg／m3 千克每立方米

1098 Mg／m3 兆克每立方米

1099 kg／dm3 千克每立方分米

1100 g／cm3 克每立方厘米

1101 g／m3 克每立方米

1102 t／m3 吨每立方米

1103 kg／L 千克每升

1104 g／ml。 克每毫升

1105 g／L 克每升

1106 1b／1n3 磅每立方英寸

1107 lb／ft3 磅每立方英尺

1108 lb／gal 磅每加仑(美制)

1109 STon／yd3 短吨每立方码

特沃德尔度
1110 。Twad

注：液体比重的表示法

重波美度

注：波美比重计采用玻璃管式浮计中

的一种特殊分度方式来间接地给

出液体的密度，即波美度。重波
11ll 。Baum(hv)

美度是指把食盐含量的质量分数

为15％的水溶液的示值定为15，

而在纯水中的示值定为零，其间

等分为14，并延伸到15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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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 符 号 描 述 等效值

轻波美度

注：轻波美度是指把食盐含量的质量

分数为10％的水溶液的示值定
1112 。Baum(h)

为零，而在纯水中的示值定为

10，期间等分为10，并延伸到lo

以上

API度

1113 6API 注：美国石油学会制订的一种量度，

用以表示原油及石油产品密度

1114 SGU 比重单位
——

1115 kg／m 千克每米

1116 mg／m 毫克每米

特[克斯]
1117 一10—6 kg／m

注：线密度单位

1118 kg·n12 千克平方米

lll9 kg·m／s 千克米每秒

1120 N 牛[顿] 一1 kg-m／酽

1121 MN 兆牛[顿] 一106 N

1122 kN 千牛[顿] 一10
3 N

1123 mN 毫牛[顿] 一10—3 N

1124 uN 微牛[顿] 一10—6 N

1125 kg·m2／s 千克平方米每秒

1126 N·m 牛[顿]米

1127 MN·m 兆牛[顿]米

1128 kN·1,11 千牛[顿]米

1129 mN·m 毫牛[顿]米

1130 Pa 帕[斯卡] 一1 N／m2

1131 GPa 吉帕[斯卡](千兆帕[斯卡]) 一10
9 Pa

1132 MPa 兆帕[斯卡] 一106 Pa

]133 kPa 千帕[斯卡] 一10
3

Pa

1134 iXlPa 毫帕[斯卡] =10
3

Pa

1135 “Pa 微帕[斯卡] 一10
6

Pa

1136 hPa 百帕[斯卡] =102 Pa

1137 bar 巴(气压单位) 一100 kPa

1138 tubar 毫巴 =1 hPa

托
1139 一(1／760)atm

注：真空度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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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96(续)

值 符 号 描 述 等效值

1140 标准大气压 一101 325．0 Pa

lbt／in2 一(0．453 592 37·9．806 65／O 025 421 Pa
1141 磅力每平方英寸

psl (无参考点的压力，或差压)

lbf／in： 一(0．453 592 37·9 806 65／O．025 4”Pa
1142 磅力每平方英寸(绝对)

psia (相对于真空)

lbf／in； 一(O．453 592 37·9．806 65／0 025 42’Pa
1143 磅力每平方英寸(标准)

pslg (相对于大气压)

1144 gf／cm2 克力每平方厘米 =98．066 5 Pa

1145 kgf／cm2 千克力每平方厘米 一98 066．5 Pa

1146 lnH20 英寸水柱

1147 inHzO(4℃) 英寸水柱(4℃)

1148 inH20(68下) 英寸水柱(68下)

1149 millH，O 毫米水柱

1150 mrflH20(4℃) 毫米水柱(4℃)

1151 l,nmH20(68下) 毫米水柱(68下)

11 52 ftH。o 英尺水柱

1153 ftH20(4℃) 英尺水柱(4℃)

1154 “H20(68 F) 英尺水柱(68 T)

1155 1nHg 英寸汞柱

11 56 inHg(0℃) 英寸汞柱(0℃)

1157 mmHg 毫米汞柱

1158 mmHg(0℃) 毫米汞柱(0℃)

1159 Pa·s 帕[斯卡]秒

1160 m2／s 平方米每秒

泊
116l P 一0 1 Pa·s

注：流体动力的黏度单位

1162 cP 厘泊 一1mPa·s

斯[托克斯]
1163 St =10⋯l,i1／s

注：流体动力的黏度单位

1164 cSt 厘斯[托克斯] 一1 rnm2／s

1165 N／m 牛[顿]每米

1166 mN／m 毫牛[顿]每米

1167 J 焦[耳] 一1 N·m

1168 EJ 艾焦[耳](万亿兆焦[耳]) 一10”J

1169 PJ 拍焦[耳](千兆兆焦[耳]) =101
5

J

1170 TJ 太焦[耳](百万兆焦[耳]) 一10。2 J

117l GJ 吉焦[耳](千兆焦[耳]) 一109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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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 符 号 描 述 等效值

1172 MJ 兆焦[耳] 一106 J

1173 kJ 千焦[耳] 一10
3

J

1174 mJ 毫焦[耳] 一10叫J

1175 W·h 瓦[特]小时

1176 TW·h 太瓦[特]小时(百万兆瓦[特]时)

l】77 GW·h 吉瓦[特]小时(千兆瓦[特]时)

1178 MW·h 兆瓦[特]小时

1179 kW·h 千瓦[特][小]时

1180 calm 卡[路里](热化学) 一4．184 J

1181 kca[m 千卡[路里](热化学) 一4 184 kj

1182 Mcal¨1 兆卡[路里](热化学) =4．184mJ

1183 Btu¨1 英制热量单位(热化学) 一(4184·0．453 592 37／1．8)J

十色姆(detatherm)

注：色姆(therm)为英制热量单位，一
1184 datherm 一1．055 06·10

9

J
色姆表示将一吨纯净液体水的温

度提高一华氏度所需要的热量

1185 ft·lbf 英尺磅力 一I 355 817 948 331 400 4 J

1186 W 瓦[特] 一1 J／s

1187 TW 太瓦[特](百万兆瓦[特]) =10”W

1188 GW 吉瓦[特](千兆瓦[特]) 一109W

1189 MW 兆瓦[特] 一106W

1190 kW 千瓦[特] 一103W

1191 mW 毫瓦[特] 一10
3 W

1192 uW 微瓦[特] 一10_6W

1193 nW 纳瓦[特] 一10
9 W

1194 pW 皮瓦[特] 一10
2 W

1195 Mcalm／h 兆卡[路里]每小时

1196 MJ／h 兆焦[耳]每小时

1197 Bm¨1／h 英制热量单位

1198 hp 马力(电学) 一746W

l】99 W／(m·K) 瓦[特]每米开EZ,文]

1200 W／(m2·K) 瓦[特]每平方米开[尔文]

120l in2·K／W 平方米开[尔文]每瓦[特]

1202 J／K 焦[耳]每开[尔文]

1203 kJ／K 千焦[耳]每开[尔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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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96(续)

值 符 号 描 述 等效值

1204 J／(kg·K) 焦[耳]每千克开[尔文])

1205 l【J／(kg·K) 千焦[耳]每千克开[尔文])

i206 J／kg 焦[耳]每千克

1207 MJ／kg 兆焦[耳]每千克

1208 kJ／kg 千焦[耳]每千克

1209 A 安[培] SI

1210 kA 千安[培] 一103 A

12ll mA 毫安[培] 一10
3

A

1212 pA 微安[培] 一10
6

A

1213 nA 纳安[培] 一10
9

A

1214 pA 皮安[培] 一10一1
2

A

1215 C 库[伦] 一1A·s

1216 MC 兆库[伦] 一106 C

1217 kC 干库[伦] ：103 C

1218 MC 微库[伦] 一10一6 C

1219 nC 纳库[伦] 一10一9 C

1220 pC 皮库[伦] 一10
1 2

C

】22] A·h 安[培]时

1222 C／m3 库[伦]每立方米

1223 C／mm3 库[伦]每立方毫米

1224 C／cm3 库[伦]每立方厘米

1225 kC／m3 千库[伦]每立方米

1226 mE／m3 毫库[伦]每立方米

1227 uC／m3 微库[伦]每立方米

1228 C／m2 库[伦]每平方米

1229 C／mm2 库[伦]每平方毫米

1230 C／cm2 库[伦]每平方厘米

123l kC／m2 千库[伦]每平方米

1232 mE／m2 毫库[伦]每平方米

1233 r‘C／m2 微库[伦]每平方米

1234 v／ITl 伏[特]每米

1235 MV／m 兆伏[特]每米

1236 kV／m 千伏[特]每米

】237 V／cm 伏[特]每厘米

1238 mV／m 毫伏[特]每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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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 符 号 描 述 等效值

1239 “V／m 微伏[特]每米

1240 V 伏[特] =1W／A

1241 MV 兆伏[特] 一106 V

1242 kV 千伏[特] 一10
3

V

1243 mV 毫伏[特] =10
3 V

1244 pV 微伏[特] 一lO
6 v

1245 F 法[拉] 一1C／V

1246 mF 毫法[拉] 一10
3

F

1247 “F 微法[拉] 一10
6

F

1248 rlF 纳法[拉] 一10_9 F

1249 pF 皮法[拉] 一10一、2 F

1250 F／m 法[拉]每米

1251 pF／m 微法[拉]每米

1252 nF／m 纳法[拉]每米

1253 pF／m 皮法[拉]每米

1254 C-m 库[伦]米

1255 A／m2 安[培]每平方米

1256 MA／m2 兆安[培]每平方米

1257 A／cm2 安[培]每平方厘米

1258 kA／m2 千安[培]每平方米

1259 A／m 安[培]每米

1260 kA／m 千安[培]每米

126l A／cm 安[培]每厘米

1262 T 特[斯拉] 一1Wb／m2

1263 mT 毫特[斯拉] 一10q T

1264 “T 微特[斯拉] 一10
6
T

1265 nT 纳特[斯拉] 一10叫T

1266 Wb 韦[伯] ⋯1 V
1267 mWb 毫韦[伯] =10

3 W

1268 Wb／m 韦[伯]每米

1269 kWb／m 千韦[伯]每米

1270 H 亨[利] 一1Wb／A

127l mH 毫亨[利] 一10 3

H

1272 pH 微亨[利] 一10叫H

1273 nH 纳亨[利] 一10_9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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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 符 号 描 述 等效值

1274 pH 皮亨[利] 一lo
2
H

1275 H／m 亨[利]每米

1276 #H／m 微亨[利]每米

1277 nH／m 纳亨[利]每米

1278 A·m 2 安[培]平方米

1279 N·m2／A 牛[顿]平方米每安[培]

1280 Wb·m 韦[伯]米

1281 n 欧[姆] 一1 V／A

1282 Gn 吉欧[姆](干兆欧[姆]) 一10。n

1283 Mn 兆欧[姆] 一10
6

n

1284 k1] 千欧[姆] 一10
3

n

1285 m0 毫欧[姆] 一10—3 n

1286 “n 微欧[姆] 一10
6
n

1287 S 西[门子] 一1 Q
1

1288 kS 千西[门子] =10
3

n

1289 mS 毫西[门子] 一10
3

n

1290 ⅡS 微西[门子] 一10
6

n一1

129l n·m 欧[姆]米

1292 Gn·m 吉欧[姆]米(千兆欧[姆]米)

1293 Mn·m 兆欧[姆]米

1294 kn·m 千欧[姆]米

1295 n·cm 欧[姆]厘米

1296 mn·m 毫欧[姆]米

1297 pn·m 微欧[姆]米

1298 nn·nl 纳欧[姆]米

1299 S／m 西[门子]每米

1300 MS／m 兆西[门子]每米

1301 kS／m 千西[门子]每米

1302 mS／era 毫西[门子]每厘米

1303 #S／ram 微强[门子]每毫米

1304 1／H 每亨[利]

球面度
1305 一1m2／m2

注：表示立体角的国际单位

1306 Wf sr 瓦[特]每球面度

1307 W／(sr·m2) 瓦[特]每球面度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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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 符 号 描 述 等效值

1308 W／m2 瓦[特]每平方米

流[明]
1309 lm 一1 ed·sr

注：光通量单位

1310 lm·S 流明秒

1311 1m·h 流明小时

1312 lm／m
2

流明每平方米

1313 Im／W 流明每瓦[特]

勒[克司]
1314 lX 一l Im／m 2

注：光照度单位

1315 lx·s 勒[克司]秒

坎[德拉]
1316 cd SI

注：发光强度单位

1317 cd／m2 坎[德拉]每平方米

1318 g／s 克每秒

1319 g／rain 克每分

1320 g／h 克每小时

1321 g／d 克每天

1322 kg／s 千克每秒

1323 kg／min 千克每分

1324 kg／h 千克每小时

1325 kg／d 千克每天

1326 t／s (公)吨每秒

1327 t／min (公)吨每分

1328 t／h (公)吨每小时

1329 t／a (公)吨每天

1330 lb／s 磅每秒

1331 lb／rain 磅每分

1332 Ib／h 磅每小时

1333 lb／d 磅每天

1334 sTon／s 短吨每秒

1335 STon／rain 短吨每分

1336 STon／h 短吨每小时

1337 STon／d 短吨每天

1338 LTon／s 长吨每秒

1339 LTon／rain 长吨每分

1340 I，Ton／h 长吨每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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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 符 号 描 述 等效值

1341 I，Ton／d 长吨每天

1342 ％ 百分比 一0．01

1343 ％sol／wt 固体重量百分比

1344 ％sol／vol 固体体积百分比

1345 ％stm qHaI 蒸汽质量百分比

柏拉图度
1346 oPlato

注：浓度单位

1347 m3／s 立方米每秒

1348 m3／mia 立方米每分

1349 m3／h 立方米每小时

1350 m3／d 立方米每天

1351 I。／s 升每秒

1352 I。／rain 升每分

1353 L／h 升每小时

1354 L／a 升每天

1355 MI，／d 兆升每天

1356 ft3／s 立方英尺每秒

1357 ft3／min 立方英尺每分

1358 ft3／h 立方英尺每小时

1359 It3／d 立方英尺每天

1360 ft3／min std． 标准立方英尺每分

1361 It3／h std． 标准立方英尺每小时

1362 gal／s 加仑(美制)每秒

1363 gal／min 加仑(美)每分

1364 gM／h 加仑(美制)每小时

1365 ga|／d 加仑(美制)每天

1366 Mgal／d 兆加仑(美制)每天

1367 ImpGal／s 加仑(英制)每秒

1368 ImpGal／min 加仑(英制)每分

1369 lmpGal／h 加仑(英制)每小时

1370 lmpGal／d 加仑(英制)每天

1371 bbl／s 桶每秒

1372 bbl／min 桶每分

1373 bbl／h 桶每小时

1374 6bl／d 桶每天

106



表96(续)

GB／T 27526--2011

值 符 号 描 述 等效值

1375 W／m2 瓦[特]每平方米

1376 roW／r[12 毫瓦[特]每平方米

1377 ⅡW／m2 微瓦[特]每平方米

1378 pW／m2 皮瓦[特]每平方米

1379 Pa·s／rEl3 帕[斯卡]秒每立方米

1380 N·s／m 牛[顿]秒每米

1381 Pa·s／m 帕[斯卡]秒每米

1382 B 贝 一Ig(比值)

1383 dB 分贝 一10_1 B

1384 mol 摩[尔] SI

1385 kmol 千摩[尔]

1386 毫摩[尔]

1387 gmol 微摩[尔]

1388 kg／mol 千克每摩[尔]

1389 g／tool 克每摩[尔]

1390 m3／mol 立方米每摩[尔]

1391 dm3／mol 立方分米每摩[尔]

1392 cm3／mol 立方厘米每摩[尔]

1393 L／tool 升每摩[尔]

1394 J／mol 焦[耳]每摩[尔]

1395 kJ／m01 千焦[耳]每摩[AX]

1396 J／(ric01．K) 焦[耳]每摩[尔]开[尔文]

1397 mol／m3 摩[尔]每立方米

1398 tool／din3 摩[尔]每立方分米

1399 mol／L 摩[尔]每升

1400 mol／kg 摩[尔]每千克

1401 mmol／kg 毫摩[尔]每千克

贝可[勒尔]
1402 Bq 一1 S_1

注：放射性活度单位

1403 MBq 兆贝可[勒尔]

1404 kBq 千贝可[勒尔]

1405 Bq／kg 贝可[勒尔]每千克

1406 kBq／kg 千贝可[勒尔]每千克

1407 MBq／kg 兆贝可[勒尔]每千克

戈[瑞]
1408 Gy 一1 J／kg

注：辐射的吸收剂量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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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96(续)

值 符 号 描 述 等效值

1409 mGy 毫戈[瑞]

拉德
1410 rd 一10

2
Gy

注：辐射的吸收剂量单位

希[沃特]
1411 Sv 一1 J／kg

注：辐射的剂量当量单位

1412 rosy 毫希[沃特]

雷姆
1413 一10

2

Sv
注：辐射的剂量当量单位

1414 C／kg 库[伦]每千克

1415 mC／kg 毫库[伦]每千克

伦琴
1416 R 一2．58·10

4

C／kg
注：照射量单位

1417 1／J·m3

1418 e／V·n13

1419 m3／C 立方米每库[伦]

1420 V／K 伏[特]每开[尔文]

1421 mV／K 毫伏[特]每开[尔文]

1422 pH pH(酸碱度)

1423 ppm 百万分之一 一10
6

1424 ppb 十亿分之一 一10
9

1425 ppth 千分之一 一10 3

白利度
1426 。BIix

注：可溶性固形物含量单位

巴林度
1427 。Ball

注：浓度单位

1428 proof／vol 酒精纯度(按体积)

1429 proof／mass 酒精纯度(按质量)

1430 lb／lmpGal 磅每加仑(英制)

1431 kcalth／s 千卡[路里]每秒

1432 kcalm／min 千卡[路里]每分

1433 kca[、h／h 千卡[路里]每小时

1434 kcalm／d 千卡[路里]每天

1435 Mcalm／s 兆卡[路里]每秒

1436 Mcaln／min 兆卡[路里]每分

1437 Mcalm／d 兆卡[路里]每天

1438 kJ／s 千焦[耳]每秒

1439 kJ／min 千焦[耳]每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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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 符 号 描 述 等效值

1440 kJ／h 千焦[耳]每小时

1441 kJ／d 千焦[耳]每天

1442 MJ／s 兆焦[耳]每秒

1443 MJ／mira 兆焦[耳]每分

1444 MJ／d 兆焦[耳]每天

1445 Btum／s 英制热量单位每秒

1446 ＆um／rain 英制热量单位每分

1447 Btu¨／day 英制热量单位每天

1448 pgal／s 微加仑(美制)每秒

1449 mgal／s 毫加仑(美制)每秒

1450 kgal／s 千加仑(美制)每秒

1451 Mgal／s 兆加仑(美制)每秒

1452 ptgal／min 微加仑(美制)每分

1453 mgab7min 毫加仑(美制)每分

1454 kgal／min 千加仑(美制)每分

1455 Mgai／min 兆加仑(美制)每分

1456 ogal／h 微加仑(美制)每小时

1457 mgal／h 毫加仑(美制)每小时

1458 kgal／h 千加仑(美制)每小时

1459 Mgal／h 兆加仑(美制)每小时

1460 t‘gal／d 微加仑(美制)每天

1461 mgal／d 毫加仑(美制)每天

1462 kgal／d 千加仑(美制)每天

1463 弘ImpGal／s 微加仑(英制)每秒

1464 mlmpGal／s 毫加仑(英制)每秒

1465 klmpGal／s 千加仑(英制)每秒

1466 MlmpGalls 兆加仑(英制)每秒

1467 pImpGal／min 微加仑(英制)每分

1468 mlmpGal／min 毫加仑(英制)每分

1469 kImpGal／min 千加仑(英制)每分

1470 MImpGal／min 兆加仑(英制)每分

1471 pImpGal／h 微加仑(英制)每小时

1472 mlmpGal／h 毫加仑(英制)每小时

1473 klmpGa[／h 千加仑(英制)每小时

1474 MImpGal／h 兆加仑(英制)每小时

109



GB／T 27526--20 1 1

表96(续)

值 符 号 描 述 等效值

1475 ptlmpGal／d 微加仑(英制)每天

1476 mlmpGal／d 毫加仑(英制)每天

1477 klmpGai／d 千加仑(英制)每天

1478 MlmpGal／d 兆加仑(英制)每天

1479 ,ttbbl／s 微桶每秒

1480 mbbl／s 毫桶每秒

1481 kbbl／s 千桶每秒

1482 Mbbl／s 兆桶每秒

1483 ／abbl／min 微桶每分

1【484 rabbi／min 毫桶每分

1485 kbbl／min 千桶每分

1486 Mbbl／min 兆桶每分

1487 #bbl／h 微桶每小时

1488 mbbl／h 毫桶每小时

1489 kbbl／h 千桶每小时

1490 Mbbl／h 兆桶每小时

1491 ／-bbl／d 微桶每天

1492 mbbl／d 毫桶每天

1498 kbbl／d 干桶每天

1494 Mbhl／d 兆桶每天

1495 川n3／s 立方微米每秒

1496 mm3／s 立方毫米每秒

1497 km3／s 立方千米每秒

1498 Min3／s 立方兆米每秒

1499 ／am3／min 立方微米每分

1500 mm3／min 立方毫米每分

1501 km3／rain 立方千米每分

1502 Mm3／min 立方兆米每分

1503 ¨m3／h 立方微米每小时

1504 mm3／h 立方毫米每小时

1505 km3／h 立方千米每小时

1506 Mm3／h 立方兆米每小时

1507 um3／d 立方微米每天

1508 mm3／d 立方毫米每天

1509 km3／a 立方千米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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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 符 号 描 述 等效值

1510 Mm3／d 立方兆米每天

1511 cm3／s 立方厘米每秒

1512 crll3／min 立方厘米每分

1513 cm3／h 立方厘米每小时

1514 cm3／d 立方厘米每天

1515 kcalm／kg 千卡每千克

1516 Btum／lb 英制热量单位每磅

1517 kI， 千升

1518 kL／min 千升每分

1519 kL／b． 千升每小时

1520 kL／d 千升每天

1521 制造商特定

1522 制造商特定

1523 制造商特定

1524 制造商特定

1525 制造商特定

1526 制造商特定

1527 制造商特定

1528 制造商特定

1529 制造商特定

1530 制造商特定

1531 制造商特定

1532 制造商特定

1533 制造商特定

1534 制造商特定

1535 制造商特定

1536 制造商特定

1537 制造商特定

1538 制造商特定

1539 制造商特定

1540 制造商特定

1541 制造商特定

1542 制造商特定

1543 制造商特定

1544 制造商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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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96(续)

值 符 号 描 述 等效值

1545 制造商特定

1546 制造商特定

1547 制造商特定

1548 制造商特定

1549 制造商特定

1550 制造商特定

155】 S／cm 西门子每厘米

1552 ps／cm 微西门子每厘米

1558 mS／Ill 毫西门子每米

1554 “S／m 微西门子每米

1555 MQ·cm 兆欧[姆]厘米

i556 kfl·cm 千欧[姆]厘米

1557 Gew％ 重量百分比

1558 rag／L 毫克每升

1559 pg／L 微克每升

1560 ％Sat

1561 vpm

1562 ％vol 体积百分比

1563 mL／rain 毫升每分

1564 rag／din3 毫克每分米

毫克每升
1565 mg／L

(新项目中不再使用该单位，使用1558)

1566 mg／m3 毫克每立方米

1567 克拉(钻石) 一200．0·10
6

kg

1568 Ib(tr) 磅(金衡制或药衡制) 一0．373 241 721 6 kg

1569 ∞(tr) 盎司(金衡制或药衡制) 一1／12lb(tr)

1570 fl oz(U．S．) 盎司(美制，流体) =(1／128)gal

1571 Cm3 立方厘米 =10
6

m3

1572 af 英亩英尺 一43 560ft3

标准立方米(O℃，1 arm一101 325 Pa)
1573 m3 HorrrIal

注：标准状态指O℃，1标准大气压下

标准升(0℃，1 acm一101 325 Pa)
1574 LlloFmal

注：标准状态指0℃．1标准大气压下

标[准]立方米(20℃，l atm一

1575 1,i13 std． 101 325 Pa)

注：标准状态指20℃，1标准大气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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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 符 号 描 述 等效值

标准升(20℃，latin=101 325 Pa)
1576 I．std．

注：标准状态指20℃，1标准大气压下

1577 mL／s 毫升每秒

1578 ml。／h 毫升每小时

1579 mL／d 毫升每天

1580 af／s 英亩英尺每秒

1581 aUmin 英亩英尺每分

1582 af／h 英亩英尺每小时

1583 af／d 英亩英尺每天

1584 fl oz(U．S．)／s 盎司(美制，流体)每秒

1585 fl oz(U．S．)／rain 盎司(美制，流体)每分

1586 fl oz(U．S．)／h 盎司(美制，流体)每小时

1587 fl oz(U．S．)／d 盎司(美制．流体)每天

标准立方米每秒(o℃，1 atm=

1588 m3／s normal 101 325 Pa)

注：标准状态指0℃，1标准大气压下

标准立方米每分(0℃，1 atm；

1589 m3／min normal 101 325 Pa)

注：标准状态指0℃，1标准大气压下

标准立方米每小时(0℃，1 aim一

1590 m3／h norrnal 101 325 Pa)

注：标准状态指0℃，l标准大气压下

标准立方米每天(o℃，1 atm；

159l m3／d normal 101 325 Pa)

注：标准状态指0℃，1标准大气压下

标准升每秒(o℃，l aim=101 325 Pa)
1592 L／s norrllal

注：标准状态指0℃．1标准大气压下

标准升每分(o℃，1 atm--101 325 Pa)
1593 L／min normal

注：标准状态指0℃，1标准大气压下

标准升每小时(o℃，1 atm=101 325 Pa)
1594 I。／h normal

注：标准状态指0℃，1标准大气压下

标准升每天(o℃，l arm=101 325 Pa)
1595 L／d normal

注：标准状态指0℃，1标准大气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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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96(续)

值 符 号 描 述 等效值

标准立方米每秒(20℃．1 arm=

1596 m 3／s std 101 325 Pa)

注：标准状态指20℃，1标准大气压下

标准立方米每分(20℃，l arm=

1597 m3／min std． 10l 325 Pa)

注：标准状态指20℃，1标准大气压下

标准立方米每小时(20℃，l lttm一

1598 ITt3／h std． 101 325 Pa)

注：标准状态指20℃，】标准大气压下

标准立方米每天(20℃，1 atm=

1599 m3／d std． 101 325 Pa)

注：标准状态指20℃，1标准大气压下

标准升每秒(20℃，1 arm=lOl 325 Pa)
1600 L／s std．

注：标准状态指20℃，1标准大气压下

标准升每分(20℃，1 arm--101 325 Pa)
1601 L／rain std．

注：标准状态指20℃，1标准大气压下

标准升每小时(20℃，1 atra=

1602 L／h std． 101 325 Pa)

洼：标准状态指20℃，1标准大气压下

标准升每天(20℃，1 atm一101 325 Pa)
1603 L／d std

注：标准状态指20℃，1标准大气压下

1604 即／s std． 标准立方英尺每秒

1605 ft3／d std． 标准立方英尺每天

1606 oz／S 盎司每秒

1607 盎司每分

1608 oz／h 盎司每小时

1609 oz／d 盎司每天

16lO Pa。 帕[斯卡](绝对)

1611 Pag 帕[斯卡](标准)

1612 GPa。 吉帕[斯卡](千兆帕[斯卡])(绝对)

1613 GPa# 吉帕[斯卡](千兆帕[斯卡])(标准)

1614 MPa。 兆帕[斯卡](绝对)

1615 MPa# 兆帕[斯卡](标准)

1616 kPa。 千帕[斯卡](绝对)

1617 kPa。 千帕[斯卡](标准)

1618 mPa。 毫帕[斯卡](绝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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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 符 号 描 述 等效值

1619 mPag 毫帕[斯卡](标准)

1620 “Pa。 微帕[斯卡](绝对)

1621 妒a。 微帕[斯卡](标准)

1622 hPa。 百帕[斯卡](绝对)

1623 hPag 百帕[斯卡](标准)

t624 gf／cm： 克力每平方厘米(绝对)

1625 gf／cm； 克力每平方厘米(标准)

1626 kgf／cmi 千克力每平方厘米(绝对)

1627 kgf／cmi 千克力每平方厘米(标准)

1628 SD4℃ 4℃下标准密度

1629 SDl5℃ 15℃下标准密度

1630 SD20℃ 20℃下的标准密度

1631 PS 公制马力 一735．498 75W

1632 ppt 万亿分之一 =10
1 2

1633 hL／s 百升每秒

1634 hL／rain 百升每分

1635 hl。／h 百升每小时

1636 hL／d 百升每天

1637 bbl(1iq)／s 桶(美制，液体)每秒

1638 bbl(1iq)／min 桶(美制，液体)每分

1639 hbt(1iq)／h 桶(美制，液体)每小时

1640 bbl(1iq)／d 桶(美制，液体)每天

164l bbl(fed) 桶(美制) 一31 gal

1642 bbl(fed)／s 桶(美制)每秒

1643 bbl(fed)／rain 桶(美制)每分

1644 bbl(fed)／h 桶(美制)每小时

1645 bbl(fed)／d 桶(美制)每天

1646 保留

1994 保留

1995 文本单位定义

1996 未使用

1997 无意义

1998 未知

1999 特定

2000～32767 保留

32768～65535 制造商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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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3材料代码

表97规定了预定义的材料代码。

表97材料代码

值 显 示 缩 写 描 述

0 Carbon Steel 碳钢

1 Stainless Stee】304 304 SST 不锈钢304

2 Stainless Steel 316 316 SST 不锈钢316

3 Hastelloy C Hast C 哈司特镍合金c

4 MoneI 蒙乃尔合金

5 Tantalum 钽
。

6 钛

7 PUIr 铂一铱

8 Alloy 20 合金20

9 Co_C卜Ni 钴铬一镍

10 PTFE 聚四氟乙烯PTFE(Teflon)

11 Viron 氟(化)橡胶

12 Buna—N 丁腈橡胶

13 Ethyl-Prop 乙烷基一丙

14 Urethane 尿烷(氨基甲酸乙酯)

15 Gold Monel 金一蒙乃尔合金

16 Tefzel 乙烯四氟乙烯共聚物

17 Ryton Ryton是菲利浦石油公司的注册商标

18 Ceramic 陶瓷

19 Stainless Steel 316I。 316I，SST 不锈钢316L

20 PVC 聚氯乙烯

21 Nitrile Rubber 腈橡胶

Teflon和Kalrez都是E．I．DuPont De Nemours公司
22 Kalrez

的注册商标

23 Inconel Inconel是International Nickel Company公司的商标

Kynar是Pennwah Incorporated公司的商标。
24 Kynar

Hastelloy C是Cabot Corporation公司的商标

25 Aluminium Al 铝

26 NickeI Nickel 镍

27 FEP 氟化乙炳烯(橡胶)。典型地用作()型圈的密封材料

不锈钢316 Ti，含16％～18％的铬，10％～14％的镍，
28 Stainless Steel 316 Ti 316 SST Ti

2％～3％的钼

30 Hastelloy C276 Hast C276 哈司特镍合金C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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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 显 示 缩 写 描 述

31 Klinger C4401 4401 由Klinger compound No．C4401引用的材料

由ArmstrongWorld Industries Inc．公司商标注册的
32 Thermotork

材料

由Union Carbide Poly Tetra Fluoro Ethylene公司注

33 GrafoiI 册商标的材料，其外层涂不锈钢材料3161。。PTFE也

以其商标名Teflon而闻名

34 PTFE coated 316L SST 外层涂不锈钢材料316L的PTFE

35 Gold plated Hastelloy C276 Gold plated Hast C276 镀金Hastelloy C276

聚四氟乙烯玻璃材料．填料为玻璃的PTFE。PTFE
36 PTFE Glass

也以其商标名Teflon而闻名

聚四氟乙烯石墨材料，填料为石墨的PTFE。PTFE
37 PTFE Graphite

也以其商标名Teflon而闻名

234 PTFE Hastelloy PTFE Hast PTFE哈司特镍合金

235 Stainless Steel CF 8M 不锈钢CF 8M

236 Hastelloy SST Hast SST 哈司特镍合金不锈钢

237 Gold plated SST 镀金不锈钢

239 Monel 400 蒙乃尔合金400

250 未使用

25l 无意义

252 未知

253 特定

5．7一致性声明

表98～表101提供了一致性声明的模板。

表98块存在的一致性声明

项 一致性声明 子元素

物理块 M

转换块 ()

功能块 M

模拟输入块 S

模拟输出块 S

离散输入块 S

离散输出块 S

累加器块 S

日志块 S

其他功能块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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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99设备管理的一致性声明

l 项 一致性申明 子元素

l设备管理 M

表100块的一致性声明

项 一致性声明 子元素

通用要求的标准参数 M

M／o
附加块特定的参数

(依据相应的属性表)

制造商特定参数 o

o(A类)
View_l对象

M(B类)

View_x对象 O

表101 行规特性的一致性声明

项 一致性声明 子元素

浓缩状况／诊断 M

经典状况／诊断 。

设备版本标识和兼容性 M

参数处理 。

严格模式 M

平滑模式 。

单缓冲器机制 S

多缓冲器机制 S

PROFlsafe 0

6本行规到PROFIBUS DP的映射

6．1 目标

本章规定了PROFIBUS FB应用行规定义到PROFIBUS DP协议的映射。在第5章中已给出设

备模型和块模型的描述。

6．2技术概述

6．2．1概要

数据单和在“通用要求”中描述的行规规定了FB应用定义，但未说明通信特征。行规定义旨在提

供对应用参数和功能的访问。这种访问是通过设备映射器(Device Mapper)、FB应用程序与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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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FIBUS DP协议之间的接口所支持的非循环和循环数据传输来完成的。本映射描述了这两种类型

的访问(见图22)。

图22应用行规定义到循环／非循环数据传输的映射

行规的映射通过以下三个示例进行说明，即具有一个物理块、一个功能块和一个转换块的设备，具

有多个转换块的设备，具有多个功能块和转换块的设备。

6．2．2功能块映射的一般规则

功能块被视为功能模块，它类似于PROFIBUS DP设备的面向硬件的多个可插拔模块。这些模块

是GSD文件的组成部分，用来组态循环数据传输。本行规定义以下规则，以使PROFIBUSPA功能块

的映射与PROFIBUSDP模块的映射相同(见6．2．3和6．2．4)：

a)一个槽(Slot)只包含一个FB。

b)Slotl包含第1个FB，Slot 2包含第2个FB⋯⋯，即在模块(GSD中)、FB和Slot之间是一对

一的映射。规则j)是惟一的例外。

c)所有FB都从相应Slot的索引(Index)16开始(即FB的Block—Object总是位于Indexl6)。

d) 设备管理的目录总是从(Slot l，Index 0)开始。

e)所有设备的PB都应位于Slot 0中，从Index 16开始。

f)Slot中FB的顺序，在Composite—Directory—Entry中FB起始地址的引用顺序，以及在循环报

文中相应FB参数的顺序都是相同的。即在组态串中的标识符字节或扩展标识符格式的顺

序。与槽中功能块的顺序应是相同的。

g)TB在Slot中的位置是制造商特定的。对于FB与TB间具有固定关系的设备，建议将TB分

配在与其FB相同的Slot中。但是，一个TB可能与多个FB连接，即一个FB可能与另一个

Slot中的TB连接。

h)对于具有多个PB的设备，PB在Slot中的位置是制造商特定的。对于PB与TB间具有固定

关系的设备(例如，即插即用的硬件模块)，建议将PB分配在与其TB相同的Slot中。

i)设备中未使用的FB在组态串中用一个空槽(Empty Slot)标识符来表示。只有组态串末尾的

空槽标识符序列才是可选的(可省略的)。

j)对于分配多个Slot的FB，其附加的Slot通过空槽标识符来表示。

这些分配规则仅适用于使用FB的应用。调试以及访问物理块、转换块和链接对象参数的其他应

用需要设备管理中的目录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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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3非循环数据传输的映射

数据传输分为非循环数据传输和循环数据传输。PROFIBUS DP为这两种要求提供了协议功能。

设备的每个参数具有惟一地址的可被读或写。按相应的功能块(FB)规范来定义一个参数是否可

写。该参数地址由一个槽号(Slot)(范围为0～254)和一个索引号(Index)(范围为0～254)组成。一个

参数的地址通过如下方法来计算：

参数XX的地址一在COMPOSITE—DIRECTORY—ENTRY中规定的参数B1。OCK一0BJECT的

Slot／Index+相应块参数属性表中规定的相对索引(Relative Index)。如果上述

两项的和大于254，则该Slot应增加l并且Index重新从0开始计数

Address—of—VIEw一1一在相关块的BI。OCK一0BJECT中规定的地址

Slot—Oetetl(MSB)／Index—Octet2(LSB)

Address—of—VlEw—n=VIEW一1的地址+(n一1)。

图23示出了具有一个PB、一个FB和一个TB的简单设备。其PB的参数位于Slot0中，设备管理

的参数位于Slotl的Index0～13，随后是FB参数和TB参数。通常这些块具有20～50个参数，一个

Slot有255个Index(0～254，每个Slot的lndex255是保留的)。

DM
阳
FB

图23一个PB、一个FB、一个TB到两个槽的映射

如果所有的参数不是都位于一个Slot中，则这些块可能在Slot边界上重叠。

图24示出了一个PB、一个FB、多个TB到三个Slot的映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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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循环鼓据传输

图24一个PB、一个FB、多个TB到三个槽的映射

更复杂的设备需要多个Slot来分配所有参数。Slot内的分配是制造商特定的。Slot号之间不允

许有间隔．但一个Slot的全部Index不必都被使用。

图25示出了一个PB、多个FB、多个TB到几个Slot的映射。图26示出了一个PB、两个FB、三个

TB和一个链接对象的映射。

DM设备管理
PB物理块
FB功能块
TB转换块

图25一个PB、多个FB、多个TB到几个槽的映射



GB／T 27526--20 1 1

图26一个PB、两个FB、三个TB和一个链接对象的映射

PROFIBus DP将块参数结构映射为若干模块，这些模块包含服务参数(Slot和Index)与FB应用

块参数之间的引用。每个块参数被映射为一个Slot／Index组合。起始Slot／Index和块参数的个数是

块特定的。设备管理参数被固定绑定到已定义的模块(即Slot／Index)。块参数到Slot和Index的绑定

是设备特定的，并且这些Slot和Index在设备管理目录中引用。设备映射器是一个逻辑子层，它包含块

参数与Slot／Index组合之间的关联，并保护FB应用块结构不受DP通信资源的影响。

6．2．4循环数据传输的映射

在FB应用行规的定义中，只有FB可以具有循环参数。PB和TB都不具有循环参数。在图27的

示例中，FB在循环数据传输中只有一个OUT参数。

122

图27一个FB循环参数到输入数据帧的映射

设备管理
物理块
功能块

转换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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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设备具有多个TB但只有一个FB，则在循环数据传输中与上述没有差别。如果具有多个FB

和多个循环参数，则这些数据元素被串接在输人数据帧(Inp—Data)和输出数据帧(Outp—Data)中。在

输人数据帧和输出数据帧中，一个FB的参数顺序是按照该FB参数属性表中的相对索引从低到高的顺

序排列的。如果设备具有多个相同类型的FB(例如，三个AI FB)，则输入数据帧和输出数据帧中循环

参数的顺序与目录中FB的顺序相同。

图28示出了多个FB循环参数到输入数据帧、输出数据帧的映射。

PB暂理块

FB功馘
TB转馘

图28多个FIB循环参数到输入数据帧、输出数据帧的映射

Chk—Cfg—REQ-PDU中包含Cfg_Data，它描述了Data—Exchange服务的Inp—Data和Out—Data成

员。向Inp—Data和Outp—Data提供参数的每个块通过标识符字节来寻址。只有在参数属性表中具有

属性cyclic的FB参数才能作为循环数据传输的成员。关于循环数据传输的详细信息见GB／T 20540．5和

GB／T 20540．6。

如果未实现用于循环数据传输的一个可选参数(用O／cyc标记)，但在Chk—Cfg—REQ-PDU中选择

了该参数用于循环数据传输，则此Cfg—Data可被设备接受。在此情况下，其状况应被设置为“BAD-

passivated”(浓缩状况下)或“BAD-not connected”(经典状况下)，且其值应被设为0。

6．2．5设备管理的详细定义

6．2．5．1概述

在PROFIBUS DP通信协议上可见的设备的所有参数都与某个块或对象(例如链接对象)相关。

对于块和对象的设备组态是设备类型特定和制造商特定的。设备的具体组态在设备管理的目录对象中

描述。定义目录对象来对设备功能块应用内的信息起引导作用。在通用要求中对目录对象进行描述。

此信息可由期望访问参数的接口设备读取，并分别在Chk—Cfg—REQ-PDU服务或Get—Cfg—RES-PDU

服务期间用于完成必要的检查。

图29示出了设备管理中块、块参数与目录之间的关系。



GB／T 27526--20 1 1

·指针

图29块、块参数与设备管理中的目录之间的关系

通过明确定义的语法，目录包含设备内块实例和对象的个数和类型的信息。此引用表提供了本行

规定义的目录与制造商特定的块或对象位置之间的关系，块或对象的起始位置在DP寻址范围内。目

录是设备管理的组成部分。

6．2．5．2设备管理参数描述

设备管理参数见5．2．6。

6．2．5．3设备管理映射和参数属性

设备管理位于(Slotl，Index0)～(Slotl，Indexl3)。表102规定了该结构。

表102设备管理的参数属性

存 大 访 参数用法／ 必备(M)／可选(O)
索引 参数名称 用法 数据类型

储 小 问 传输类型 (A类和B类)

0 DIRECT()RY—oBJECT— 目录首部 Unsignedl6 C 特 R C／a M

HEADER 的数组 定‘

(目录对象首部)
1 COMPOSITE LIST Begin_PB Unsignedl6 C 2 R C／a M

HRECTORY—ENTRIES(复 No—PB 的数组 C 2 R C／a M

合列表对象登录项)／ Begin TB- C 2 R C／a M

c()MP()日TE_DIREC'TORY— No—TB C 2 R C／a M

ENTRIES(复合目录登录项) Begin F13 C 2 R C／a M

No—FB C 2 R C／a M

Begin_LO— C 2 R C／a ()

No—LO。 C 2 R C／a O

Slot／Index_PB C 2 R C／a M

No～PB Param C 2 R C／a M

Slot／Index_1．TB C 2 R C／a M

No_1．T13_Param C 2 R C／a M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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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十FB∞≈镕 DS 3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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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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击103～表105给m r数据类型的使用。

表103首部(Slotl．Index0)的数据类型

“u。

Ui ks㈨1cdl6

表104复合列表目录登录项(Slotl固定Indexl；第1个和第2个目录登录项

Begin PB

。～，。 8。s。；一18 。。。．，。

Index lndex Offset

“，口

I l Jn-iRⅢ【】】h

表105复台到表目录登录项(Slotl固定．indexl第3个和第4个目录登录项

}lkgbx_FB Begin—l() 。⋯
|lndex Offscl

⋯～⋯

离，∞ n7* -．jt¨ n r∞

IⅢs㈦-。d】f，

各参数说明如下

——】)眦ctorv Enzry(目录程录项)

· H录中的逻辑宁段．由 个引用和个tl教器组成



·Composite一1ist—Direemry—Enlries(置录项的第1部分，占两个宁节)引用composite—Di

ⅢⅢy Emries，并计数相同娄碰(物理块、功能块，转换块或链接对象)的composite—Di

rectory—Entries；

·Composite Directory_Entries引卅块的第t个参数(登录项的第l部分．占两个字宵／．井

计数块或对象内的参数。

Index(日采对象编号／

·Index是设参数的read／write服务的Index属性。Index包含相麻的(k3mlxlsite Directory—

Entries参数。有救范围是1～1 3。

()ffseH口采登求项编号

SI∽，Index

·对块(Block—Object／或对象(LinkObject)的第1个参数的引用。

PB ID、TB_ID、FB—ID和【。0一ID是用于设计和组态的逻辑编号。TB—ID用来计算由FB的

CHANNEl。参数引用的TB参数的绝对参数地址。

在一个目录内，xx_ID的有效地址范围如下：

l≤PBID≤253

1≤TB—ID≤25,5

14FB_In≤255

l≤LO—ID≤255

6 2 5 d给出r 6 2 3中所使用设备目录的示例。

PB_ID、TB—ID和FB ID是按在相血块对象类型的Compositc_Di rectory—Entries巾相应块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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柬定义的(见块结构DS 32的第2个兀素)．以l升始。

6 2 5 4设备管理目录的示例

6 2 5 4 1具有一个PB一个nI和一个1B的设备

此小例足依据图23米组态的。设备管理参数在表108～表11 0巾给出。任同 数组中

Composite—1)irectory_Emrics紧接在Composite]．ist Directory Entries之后。

表t08首部(Slotl；Index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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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参数十&l

o 1A

糌麓。。 3 1O

第1十Direclory—Em ry 第2十I)ireclory EnI ry *3十Directory Entry



表11 3复台目录登录项(Slotl；Index2．新参数

*4十Direo(ory]imry 第二十j)m㈣J。y—Ent ry 第6个D[reclo ry Ent ry

表¨4第7十和第8个复合目录登录项

6 2 5 4 3具有一个I}B、两个FB和三个+FB的设备

此1i例足傲掂吲25束组恋的。没箭管理参数在应115～丧118中给m

表115首部(Slotl；Index0)

1)】r m
¨r”【fIml’

I_ist_I)lr—Fntry

。

表11 6复台列表目录登录项(SIoII；Index

*l十D叶cto。LEn’w 《2十Direc Lory Enl。y 第3十DirecmrLEnlry

表11 7复合目录登录项(Slotl：Index2．新参数

兰譬一㈣$#十＆__i～I'TB=I”f
Inde^ s1Ⅲ Ir

rIL2☆针

””””“卜iTi一““””
飘I 。o‘jll蠢酝i。扛。豫翻霾盈瞳

*4十ul∽‘一EnIry ≈5十D雌cⅢLEⅢ。y 第6十Directory_EnTry



表11 8第7、8、9个复合目录登录项

T【{_1I)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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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2 5 4 4具有一个l’B、两个FB三个IB和一个链接对象的设备

此示例是依据图26来组态的。设备管理参数在表11 9～表1 24巾给出

表1 19首部(Sloll：IndexO)

N／,m DiLf)h

0

表120复台到表目录登录项(Slotl；Index

拦一m m卜尝篙一一m k竺篙一 N,,m FI，

2 5 1 2}6 l 3 2 9 。

第1十Directory_Entry 镕2十I)ir“mry_Enlry 第_{十Directory Enlry

表1 2I具有可选Beginj一0的复合列表目录登录项

‰¨LI．0

1n(jcx

。

表122第5、6、7个目录登录项的复合目录登录项(Slotl．Index2，新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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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23第8、9、10个复合目录登录项

*8十I)⋯my—Entry ∞9十H州’o’kFnt ry 第]o十Directory Entry

表124第_1个复合目录登录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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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ror Class Error_Class Error_code Error Code

(含义) (十进制) (含义) (十进制)
描 述

访问 11 无效索引 该Slot存在(来自可用目录的引用)，但没
0

(access) (invalid tndex) 有为此Lndex定义参数

写长度错误
1

写请求中的长度与该参数的大小不匹配

(write length error) (较长或较短)

无效槽(invalid slot) 2 访问一个不包含任何参数的Slot

类型冲突
3 在本行规范围内未使用

(type conflict)

无效区域(invalid area) 4 访问无效的FLIndex

该设备处于不能访问某些参数集的状态。

例如，设备／块处于AUT0模式而操作员

状态冲突 试图写输出参数(仅在MAN模式下才可
5

(state conflict) 写)，或该设备被本地操作。因为该设备必

须通过外部作用(操作员或工具)才能离开

此状态，所以主机不应重试

不能写参数，因为设备被写保护。

写保护可通过以下机制实现：

访问被拒绝
——Hw WRITE_PRoTECllON：

(access denied)
6 ——唧E-LOCKING)

——I PAR_ENABLE

对于PROHsafe，PA状态机的状态INspEc

TIoN=“S2”或“S3”

不能写人参数，因为该值超出范围。例如：

——不允许的组态<例如在FB与TB之间的
固定通道)；

——不支持的命令(例如FACTORY—RE—

无效的范围
SET)；

7 ——不支持的功能(01如LIN—TYPE范围、
(invalid range)

无效的TARGET—MODE值)；

——由于一致性原因，必须要求特定的写参

数顺序；

一一枚举的无效选择，或该值小于最小值，

或该值大于最大值

无效的参数
8 在本行规范围内未使用

(invalid parameter)

无效的类型
9 在本行规范围内未使用

(1nvalid type)

备份(backup) 10 在本行规范围内未使用

暂时无效
11 在本行规范围内未使用

(temporal invalid)

制造商特定
12～14

(manufacturer specific)

其他(other) 15 原因不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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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25(续)

Error Class Error Class Error_code Error_Code

(含义) (十进制) (含义) (十进制)
描 述

资源 12 读限制冲突
O 在本行规范围内未使用

(resource) (read constraint conflict)

写限制冲突
1 在本行规范国内未使用

(write constraint conflict)

设备在某个时间段内忙(例如，正进行校

准过程，EEPROM访问，正被其他主站同

资源忙 时访问)。
2

(resource busy) 因为设备无须通过外部作用(操作员或工

具)就可离开此状态，所以主机应不断

重试

资源不可用 试图访问upload／download参数对象，但
3

(resource unavailable) 设备不支持upload／download

保留(reserved) 4～7

制造商特定
8～14

(manufacturer specific)

其他(other) 1 5 原因不确定

6．3．3使用DP服务以提供行规功能

6．3．3．1 Data_Exchange

此服务用于具有循环(cyclic)属性的块参数的循环数据交换。Data—Exchange服务的当前结构由

设备的块结构来规定，并由Cfg_Data来定义(见6．3．3．2)。

如果选择了多个循环参数，那么在Data～Exchange中循环参数的顺序依据相应的参数属性表中参

数的相对索引来确定，从相对索引最低的参数开始。

6．3．3．2 Chk_Cfg-REQ-PDU

6．3．3．2．1一般定义

此服务发起PROFIBUS PA设备的功能块应用(即设备管理)，以检查循环数据交换的主站与从站

组态之间的一致性。

GB／T 20540．6描述了服务参数Cfg—Data的结构和若干标识符的编码。标识符由表示循环输入

和输出数据串组态的一个或多个八位位组组成，这些数据在PROFIBUS DP 1类主站与PROFIBUS

DP从站间传输。依据本行规，每个功能块有其自己的标识符，它表示用于PROFIBUS DP通信组态的

具有“cyclic”属性的所有参数(见每个FB的参数属性表)。

在组态之前，设备用表127和表131中粗体字表示的标识符对Get—Cfg—REQ-PDU进行响应。

Cfg_Data的结构直接源于设备的块结构。设备的块结构在设备管理(DM)的目录中描述。在循环

数据报文中循环参数的顺序与在Slot中功能块的顺序完全相同，即这些标识符字节依据在Slot中功能

块的顺序来串接。根据图25的示例，下列Cfg—Data串对于设备是有效的(见表127)，假定功能块都是

模拟输入块。

——Identifier—Format 0x94，0x94

——Extended_Special—Identifier_Format 0x42，0x84，0x08，0x05，0x42，0x84，0x08，0x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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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设备具有4个离散输出的情况下，以下组态是有效的，假定在循环数据报文中只有设定值

(SP—D)参数。

——Identifier-Format 0xAl，0xAl，0xAl，0xAl

对于功能块，在循环数据报文中可能有不同的参数组合。这种差异性源于不同用户对信息的必要

范围(是否具有输出的实际位置反馈)和在控制任务中的集成方式(是否具有远程串级)的不同需要。在

组态期间，由操作员选择参数的组合(见表127)，由工具来串接相应的组态串。对于功能块，不同的参

数组合用Special—Identifier_Format中的一个附加编号(见表126)来标记。

表126循环参数标识

比特 AO循环参数 DO循环参数 TOT循环参数 A1循环参数 DI循环参数

O READBACK READBACK—D T()TAL oUT 0UT D

1 SP SP D SET—T()T

2 RCAS—IN RCAS—lN—D MODE—T()T

3
RCAS一()UT RCAS一0UT—D

4 CHECK—BACK CHECK—BACK

5 POS_D

6 未使用或制造商特定

7 1 1 1 1 l

8无关。

表127定义了用于现有功能块的组态串。

表127功能块的组态串

FB 参数 Identifier_Format Special—Identifier Format／Extende疋Special—Identifier Format

模拟输入
()UT 0x94 0x42，0x84。0x08。0x05

(A1)

模拟输出 SP 0XA4 0x82，0x84．0x08，0x05

(AO)
SP

READBACK 0x96．0xA4 0xC6，0x84，0x86，0x08，0x05，0x08，0x05，0x05，0x05

POS-D

SP
0x92．0xA4 0xC3，0x84，0x82，0x08．0x05．0x0A

CHECK BACK

SP

READBACK
0x99．0xA4 0xC7，0x84，0x89，0x08，0x05，0x08，0x05，0)【。5，0x05，0x0A

POs-D

CHECK—BACK

RCAS—IN
0xB4 OxC4，0x84，0x84，0x08，0x05，0x08，0x05

RCAS—oUT

RCAS—IN

RCAS oUT 0x97，0xA4 0xC5，0x84，0x87，0x08，0x05，0x08，0x05，0x0A

CHECK—BACK

SP

READBACK

RCAS IN 0xCB，0x89，0x8E，0x08，0x05，Ox08，0x05，0x08，0x05，0x08，0x05，
0x9E，0xA9

RCAS一()UT 0x05，0x05，0x0A

P()S D

CHECK—B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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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27(续)

FB 参数 Identifier_Format Special—．Identifier_Format／Extended——Special——Identifier_Format

离散输入
(Dn

oUT—D 0x91

离散输出 SP—D 0xAl

(DO)
SP—D

0xCl，0x81，0x81，0x83
READBACK D

SP_D
0xCl，0x81，0x82，0x92

CHECK—BACK

SP—D

READBACK—D 0xCl，0x81，0x84，0x93

CHECK—BACK

RCAS—IN—D
0xCl，0x81，0x81．0x8C

RCAS-OUT-一D

RCAS—IN—D

RCAS—OUT—D 0xCl，0x81，0x84，0xgC

CHECK BACK

SP—D

READBACK—D

RCAS—IN—D 0xCl，0x83，0x86，0x9F

RCAS-oUT—D

CHECK BACK

累加块 T()TAL 0x41，0x84。0x85

ToTAL
0xCl，0x80，0x84，0x85

SET—TOT

TOTAL

SET二TOT 0xCl，0x81。0X84．0x85

MoDE—TOT

未使用 0x00 0x00

使用PROFIBuS DP空模块机制，可将FB从循环数据传输中移除。

6．3．3．2．2多变量设备的行规特定标识符格式定义

多变量设备可以是紧凑型设备或模块化设备，其特征是功能块的个数是可变的，且功能块类型集也

可能是可变的。固定功能块组合与设备类型之间的关系(例如，像温度或物位设备那样)是不可能的。

一个多变量设备所使用的功能块组合是组态过程的结果(即取决于应用需求)。本行规不可能规定设备

功能块所有有用的组合。如果技术创新和制造商特定的解决方案提供了特殊的附加功能，并且这些解

决方案使用规定的功能块行为，那么这些解决方案必须在行规范围内是可组态的。这是使用模块化功

能块模型的主要优点之一。

在组态期间，必须定义无歧义的功能块标识以及在循环报文中这些功能块的循环参数的标识。在

ChkCfg—REQ-PDU数据串内，必须标识功能块的类型(功能块代码)以及所选的该特定功能块的循环

参数组合。因此，在CFG—Data中的功能块代码以及所选循环参数组合必须与Slot中功能块的顺序相

匹配(一个Slot只包含一个功能块)。此CFG_Data是使用GSD对设备组态的结果。因此，多变量设备

有一个特定的GSD文件，这使得可以对所有由功能块驱动的设备进行所有可能的功能块组合的组态。

多变量设备的行规特定的标识格式应根据表128中的规则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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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ader I／O I／O(如必要) Block Code 循环参数组合ID

Special—Cfg_
根据表130的 根据表126的

ldentifier
Length—Octet Length Octet Manufacturer— Manufacturer

Specific——Data Specific_Data

根据表129中的定义，标识格式的各字节代表了该格式的结构。

表129 多变量设备标识格式的编码

字节 比特 元 素 描 述

1 7～6 Header(首部) I／O数据的长度八位位组的个数／类型

5～4 固定为o(Special—Identifier_Format)

3～0 行规特定字节的个数

2 7～6 I／O 整体一致性和字节结构

5～0 标识格式中I／0字节的个数

3 7～6 I／O 整体一致性和字节结构

5～0 标识格式中I／O字节的个数(如果1和。都存在)

3或4 7～0 Block code(块代码) 见表130

4或5 7～0 Cyc PID(循环参数ID) 见表126

表130 FB代码的定义

功能块 块代码

A1 0x81

A0 0x82

D1 0x83

D() 0x84

T()TALIZER 0x85

PID 0x86

保留 0x87～0xEF

制造商特定 0xF0～0xFF

表131定义了多变量设备的标识格式，与在数据单中定义的一致。

表131 多变量设备模块的标识格式

功能块 参 数 多变量设备的标识格式

模拟输入(AI) oUT 0x42，0x84，Ox81，Ox8l

模拟输出(AO) SP 0x82，0x84，0x82，0x82

SP

READBACK 0xC2，0x84，0x86，0x82，0xA3

POS-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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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31(续)

功能块 参 数 多变量设备的标识格式

模拟输出(AO) SP

0xC2。0x84，0x82，0x82，0x92
CHECK—BACK

SP

READBACK
0xC2，0x84，0x89，0x82，0xB3

POS_D

CHECK—BACK

RCAS-IN
0xC2，0x84，0x84，0x82，0x8C

RCAS一0UT

RCAS IN

RCAS一()UT 0xC2，0x84，0x87，0x82，0x9C

CHECK BACK

SP

READBACK

RCAS—IN
OxC2，0x89，0x8E．0x82，0xBF

RCAS—oUT

POS_D

CHECK—BACK

离散输入(D1) oUT D 0x42，0x8l，0x83，0x81

离散输出(Do) SP_D 0x82，Ox81，0x84，0x82

SP—D
0xC2，0x8l，Ox81．0x84，0x83

READBACK—D

SP-D
0xC2，0x81，0x82．0x84，0x92

CHECK—BACK—D

SP—D

READBACK D 0xC2，0x81，0x84，0x84．0x93

CHECK—BACK—D

RCAS—IN—D
0xC2．0x81．0x81．0x84，0x8C

RCAS oUT D

RCAS_IN—D

RCAS一()UT—D 0xC2，0x81，0x84，0x84，0x9C

CHECK—BACK—D

SP—D

READBACK—D

RCAS IN D 0xC2，0x83，0x86，0x84，0x9F

RCAS一()UT—D

CHECK—BACK—D

累加器(Totalisator) ToTAL 0x42．0x84，0x85，0x81

T()TAI。
0xC2，0x80，0x84，0x85，0x83

SET—TOT

ToTAL

SET—TOT 0xC2。0x81，0x84，0x85，0x87

MODE—TOT

未使用 0x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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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服务传送设备当前的Cfg—Data(即Data～Exchange服务中循环数据的顺序)(见6．3．3．2)。设备

应在第一次组态之前返回表131中用粗体字表示的标识符。

6．3．3．4 Set—Prm-REQ-PDU

6．3．3．4．1概述

此服务可使用应用特定的值来初始化参数。此服务的User—Prm—Data在GB／T 20540．6中定义，

并可具有制造商特定的附加信息。这些附加信息在制造商特定的“GSD”文件中描述。

GB／T 20540．6根据关于PROFIBUS DP的特殊定义规定了3个字节的User_Prm—Data。出于兼

容性原因，设备应接受User_Prm—Data_I，en--0和User—Prm—DataJ。ell≥3。表132中给出的定义适

用于符合本行规的设备。

表132 User_Prm Data的DPVl—Enable定义

GSD关键字 GSD关键字
U8er Prm—Data的

GSD版本 DPVl一Enable比特 说 明
DPV卜Slave MSl一RW—Support

(仅对MSl连接有效)

不支持非循环MSl连接的设备，不必

3和更高 0(False) 0(False) 0(False) 支持DPVl特定的User—Prm—Data

(仅为了与早期版本兼容)

不支持非循环MSl连接的设备，必须
3和更高 1(True) 0(False) 0(False)

支持DPVl特定的User_Prm—Data

3和更高 0(False) 1(True) 此设备组态是无效的(GSD错误)

支持非循环MSl连接的设备，将打开
3和更高 1(True) 1(True) 1(True)

非循环MSl连接

支持非循环MSl连接的设备，将不使
3和更高 1(True) 1(True) 0(False)

用非循环MSl连接

当设备接收到不符合表134定义的User_Prm—Data时，设备应将诊断的Diag—Prm—Fault置位。

只要未规定其他行为，通过Set—Prm的参数写访问不受任何写保护机制的影响。

6．3．3．4．2带PRM—COND的行规特定Prm—structure

对此结构的支持是必须的。出于兼容性原因，如果未传输所描述的Prm—Structure，则符合

5．3．4．3．2．3的设备也应接受Set—Prm服务。在此情况下，设备的动作同当PRM—COND=0(禁用浓

缩状况)时一样。

PRM—COND比特提供了启用或禁用浓缩状况的能力，它在Prm—Structure中传输。Prm—

Structure包含在Set—Prm服务中(见表133)。

表133行规特定的Prm_Structure

字节 名称 格式 描 述

指示此Prm_Structure的字节个数，包括Structure Length字节本身。
0 St ructure_l。ength Unsigned8

固定为5

1 Structure_Type Unsigned8 固定为65一行规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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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33(续)

字节 名称 格式 描 述

固定为0。
2 Slot Number Unsigned8

意味着用此Prm—Strcuture进行的设置对整个设备都是有效的

供将来使用
3 Unsigned8

固定为0

Bit0：PRM—COND

0：禁用浓缩状况；
4 Options OctetString(1)

l；启用浓缩状况。

Bitl～Bit7：保留

仅支持浓缩状况的设备使用行规GSD文件时，应额外注意：尽管Set—Prm报文不包含PRM—

COND Prm—Structure，但设备应接受包含行规Ident—Number的Set—Prm报文。在此情况下，允许该

设备发送浓缩状况来替代经典状况。

6．3．3．5 MS2—READ

此服务用于读具有非循环或循环属性的块参数。

Slot号和Index号的值可使用目录对象来计算。

6．3．3．6 MS2’_WRITE

此服务用于写具有非循环或循环属性的块参数。

Slot号和Index号的值可使用目录对象来计算。

6．3．3．7 MSlJtEAD

地址通过Slot号和Index号来定义。块中参数的

地址通过Slot号和Index号来定义。块中参数的

女Ⅱ~果支持MSl一READ，那么为MS2一READ定义的相同映射规则是有效的。对MSl一READ的支

持是可选的，并在GSD中定义。

6．3．3．8 MSl WRITE

如果支持MSl一WRITE，那么为MS2一WRITE定义的相同映射规则是有效的。对MSl一WRITE

的支持是可选的，并在GSD中定义。

6．3．3．9 Diagnosis-RES-PDU

6．3．3．9．1概述

设备能够通过发送具有高优先级的响应来指示诊断信息的变化。随后，主站向该设备请求Diag

nosis—RES-PDU。物理块的参数DIAGNOSIS被映射到Diagnosis—RES PDU(见表134)。

表134 DIAGNOSIS到Diagnosis-RES—PDU服务数据结构的映射

字节 名 称 比特 值 信 息

l～6 Station_status一1， 用于设置Station—status一1中的Diag．Ext—
Station

status一2， Diag(扩展诊断)，见表82

Stationstatus一3，

Diag—Master—Add，

Ident—Num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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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节 名 称 比特 值 信 息

7 Header_Octet 7 0 固定

6 O 固定

5～0 8或可选 块长度

8 Status_Type 7 1 状况

6～0 126 制造商特定状况的最大值。将来不再使用

9 Slot—Number O 包含DIAGNOSIS的PB

lO Specifier 7～2 O 保留

1：状况出现

(status appears)
1～0 取决于诊断的内容

2：状况消失

(status disappears)

11～14 DIAGNOSIS 在Slot 0中PB的DIAGNOSIS

DIAGNOSIS— 在Slot 0中PB的DIAGNOSIS-
1 5～20

EXTENSION EXTENSION(可选)

21～ 制造商特定(可选)

注：如果使用行规特定的Ident_Number，则不应传送DIAGNOSIS-EXTENSION和制造商特定的扩展。其他限

制见6．4。

6．3．3．9．2状况出现和状况消失

表135示出了如何处理“状况出现”比特和“状况消失”比特。

表135状况出现／消失

在DIAGNOSIS或 在DIAGNOSIS或
状况消失 状况出现

DIAGNOSIS_EXTENSION中的比特A D1AGNOSls．EXTENSION中的比特B

O O O O

0—-1 0 1

1—·O 0 1 O

O—，l O l

1—-0 1 1 0

O 1—，0 1 0

8任意：状态0或1，或转换O一1或1一O。

总之，这表示：

——比特“状况出现”和“状况消失”的缺省值为0；

——每个新事件都被指示为“状况出现”，不论之前是否有～个事件或者另一个事件已过去(“状况

出现”比“状况消失”具有更高的优先级)；

——如果一个或多个事件已过去，且没有新的事件出现，则此情况以“状况消失”来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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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WAIT-PRM到DATA EXCH的转换应被认为是上电。有效的事件应被指示为正出现的事件。

6．3．3．1 0 Set_Slave_Add

符合本行规版本(3．02)的从站设备必须支持DP服务Set—Slave—Add。如果这些设备还具有选择

总线地址的硬件拨码开关，则必须遵从以下规则：

a) 如果硬件拨码开关提供了有效的地址，则设备使用此地址。设备拒绝Set—Slave—Add。

b)如果硬件拨码开关提供了无效的地址，则将其视为“地址不存在”。设备允许Set—Slave_Add。

c) 如果硬件拨码开关从无效地址转变为有效地址，则设备采用硬件所选择的地址。

d) 如果硬件拨码开关从有效地址转变为无效地址，则设备采用缺省地址126。参数No—Add—

Chg应被复位。

e) 物理块参数FACTORY—RESET的编码2712将由Set—Slave—Add设置的地址复位(即使No—

Add—Chg被置位)。

如果拨码开关提供的值在有效范围内(≤125)。则地址有效。

如果拨码开关提供的值超出有效范围(>125)，则地址无效。

另外，地址的有效性可通过其他方法提供(例如附加的拨码开关)。

6．3．4循环通信丢失

循环通信丢失事件是指，由于丢失了与DP主站的循环数据交换而导致DP的看门狗(watchdog)

定时器超时。

在启动期间无循环通信时，具有属性I(input)和eyc(cyclic)的参数的状况应被设为BAD-no eonl．

munication，no usable value(经典状况)／UNCERTAIN—substitute set(浓缩状况)。

在循环通信丢失后，具有属性l(input)和cyc(cyclic)的参数的状况应被设为BAD-no eommunica．

tion，last usable value(经典状况)／uNcERTAIN—substitute set(浓缩状况)。

6．3．5通信关系

在GB／T 20540．5和GB／T 20540．6中定义了1类主站、2类主站同DP从站之间的服务访问点

(sAP)以及所允许的服务。

符合本行规的设备应至少提供一个主／从非循环2类(MS2关系)的通信关系。

GB／T 20540．5规定了根据Initiate服务参数API(应用程序接口)的取值，不同逻辑应用在一个设

备内的使用。仅当API=0和SCL=0时(即Initiate的服务参数API应为API=0和SCI。--0)，才可获

得本行规定义的PROFIBUS PA FB应用。将l≤API／SCL≤127范围内的API／SCL保留供将来行规

使用。大于127的API／SCL是制造商特定的。

此外，为符合本行规的设备定义了Initiate的参数Profile—Ident—Number和Profile—Feature—Sup—

ported(见表136)。如果Initiate．req PDU遵循DPVl定义，则不论Initiate．req中参数Profile—Ident—

Number和Profile_Feature—Supported包含什么值，设备都必须用这些值来进行应答。

表136 Initiate的参数值

Initiate参数 值

Pr。file_IdenLNumber ox9700

Pr。file_Feature supported Ox0000



6．3．6通信参数(总线参数)的缺省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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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6．1 RS-485

缺省通信参数由PI组织的工作组规定。这些参数是实现PROFIBUS站之间通信而无需第2层上

额外组态(站地址除外)的基础。对于特定的应用目的，可进行优化。参数定义在GSD文件中获得。

6．3．6．2 IEC 61784—1中CP 3／2的MBP通信

缺省通信参数由PROFIBUS PI组织的DP规范工作组规定。这些参数是实现PROFIBUS站之间

通信而无需第2层上额外组态(站地址除外)的基础。对于特定的应用目的，可进行优化。参数定义在

GSD文件中获得。

6．4 ldent_Number的自动适应

6．4．1概述

Ident—Number的自动适应提供了一种方便机制，以将PROFIBUS PA从站的Ident—Number调整

到PROFIBUS主站对其的组态而无需额外的用户交互。在启动期间使用Set—Prm和／或Set—Slave—

Add服务来组态有效的Ident—Number。此机制不需要任何额外的非循环参数设置。

对于符合本行规的所有设备，Ident—Number的自动适应是必备的。

6．4．2一般规则

一般规则给出了支持Ident—Number自动适应的PA设备的一般行为概述。细节在状态机中规定

见6．4．3。

一仅当物理块参数IDENT—NUMBER—SEI．ECTOR被设为127(设备适应模式)时，Ident—
Number的自动适应才被激活；否则该从站的Ident—Number是固定的，且不能通过6．4中描

述的机制来改变。

有效的Ident—Number可通过DP服务Set—Prm和／或Set—Slave—Add来改变。符合本行规

的设备必须同时支持这两种方法。

仅当设备处于MSCYIS状态机(见GB／T 20540．6)的WAIT PRM状态时，才允许更改其

Ident——Number。

一即使设备被写保护(例如，通过硬件写保护机制或通过物理块参数WRITE-I．OCKING)，也接

受Ident—Number的更改。

一当Ident—Number被更改时，不改变静态参数。因此，不会产生更新事件，不增加参

数ST—REV。

在Set—Prm服务内的Ident—Number被MSCYlS状态机忽略(例如设置minTm)的情况下，

即使传输的是有效的标识符，Ident—Number适应也忽略所传输的Ident—Number。

一一如果ldent—Number被更改，则MS0组态被复位到相应的缺省设置，以便为后续的Get—Cfg

服务提供有效的组态。

一修改被立即执行；也就是说，即使从站实际的ldent—Number与请求的ldent—Number不一致，
第1个Set—Prm服务也应被接受。

上电或复位后，应使用之前有效的Ident Num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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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制造商特定的扩展，Ident—Number可被提供作为动态只读的参数以使诊断和支持更

容易。

——如果从站被设为Ident—Number自动适应，则当MSCYlS状态机处于WAIT—PRM状态时，它

的Diagnosis-RES-PDU被限制为6个字节。即在此情况下，仅传输Station—status一1、Station—

status一2、Station—status_3、Diag～Master_Add和实际的Ident—Number。如果PROFIBUS主

站因其所组态的GSD文件而希望减少诊断长度时，这将避免冲突。

——即使USR—PRM—DATA未被接受，也适应Ideat_Number。

6．4．3状态机

6．4．3．1概述

该状态机是对GB／T 20540．6的4．6．i中规定的MSCYlS状态机的适当抽取，它支持Ident—

Number的自动适应。

6．4．3．2本地变量

B Prm(OctetString)：用于Prm—data的中间存储。

6．4．3．3功能

表137包含了MSCYlS状态机使用的GB／T 20540．6中4．6．1规范以外的功能。

表137 MSCYlS所使用的附加功能

名 称 功 能

IDENT—NUMBER一0K Ident—Number等于该从站支持的Ident Number列表中的一个登录项

PA-PRM—OK Prm_Data．1e11)7

＆＆Lock-Req=TRUE

＆＆Unlock_Req—FALSE

＆＆IDENT—NUMBER_OK=TRUE

&＆(wDL0n—FALSE I(WD Fact一1)O＆＆WD_Faet一2>0))

＆8L(Freeze—Req=FALSE Freeze_Supported)

＆＆(Sync—Req=FALSE Sync_Supported)

＆＆(PrTTLData[1]．0，．1，．2一FALSE)

＆＆L OPERATION—MODE—OK

6．4．3．4状态转换

表138中列出的转换应替代GB／T 20540．6的4．6．1中规定的相应转换。该表仅包含因Ident

Number自动适应而修改的那些转换。其他转换不受影响。

注：转换的编号与GB／T 20540．6的4 6．1规范中使用的编号不相对应。



表138修改的MSCYlS状态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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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条件
# 当前状态 下一状态

一)动作

l WAlT—PRM MSCYlS Set Slave Diag．req(Ext Diag Flag，Ext Diag Overflow．Ext WAIT—PRM

Diag—Data，Reference)

一>

Diag．Ext_Diag_Data：=Ext Diag Data

Diag．Ext_Diag_Flag：一Ext Diag Flag

Diag．Ext—Diag_()verflow：一Ext Diag Overflow

Diag．Ext—Diag—Data：一NIL

Diag．Ext_Diag—Flag：一FALSE

Diag Data：=Diag

Act—Ref：一Act—Ref+1

Act—Cnt：一Reference

ReLCnt：一Act—Ref

DMPMS Slave Diag Upd．req(Diag Data，Reference：一Act—ReD

MSCYlS Set Slave Diag．cnf(+)(Reference；一Act—Cnt)

2 WAI’r_PRM DMPMS Set Slave Add．ind(New Slave Add，Ident_Number，No Add PoWER—oN

Chg，Rem Slave Data)

／Real—No—Add—Chg=FALSE＆＆IDENT—NUMBER—oK—

TRUE＆&Diag Ident—Number=Ident—Number＆8L New—Slave—

Add≤125

一，

MSCYlS Set Slave Add．1nd(New Slave Add。Ident—Number，No

Add Chg，Rem Slave Data)

3 WAIT—PRM DMPMS Set Slave Add．ind(New Slave Add。Ident_Number，No Add P()WER—oN

Chg，Rem Slave Data)

／ReaLNo—Add—C119=FALSE＆＆IDENT—NUMBER一0K—TRUE

&＆Diag．Ident_Number()Ident—Number＆＆New_Slave_Add≤125

一)

MSCYlS Set Slave Add．ind(New Slave Add，Ident—Number，No

Add Chg，Rem Slave Data)8

4 WAIT—PRM DMPMS Set Slave Add．ind(New Slave Add，Ident_Number，No Add WAIT PRM

Chg，Rem Slave Data)

／Real_No_Add_Chg=TRUE IDENT—NUMBER—OK=FALsE

New_Slave_Add)125

=、

忽略(根据GB／T 20540．6—2006)

5 WAIT_PRM DMPMS Set Prm．ind(Req Add．Prm Data) WAIT_PRM

／Prm—Data．ten≥7＆＆Lock—Req—TRUE＆＆Unlock—Req—

FALSE＆＆(IDENT—NUMBER—OK—FALSE OPERATION—

MODE_OK=FALSE【WD_ON=TRUE＆＆(WD_Fact_l一0

WD-Fact 2—0))

=、

Diag．Prm—Fault：=TRUE

Diag Data：一Diag

Act—Ref：=Act—Ref+1

DMPMS Slave
Diag Upd．req(Diag Data，Reference：一Act_R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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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38(续)

事件／条件
# 当前状态 下一状态

一>动作

6 WAlT—PRM DMPMS Set Prm．ind(Req Add，Prm Data) WAIT PRM

／Prm—Data．ten≥7＆＆Lock—Req—TRUE＆＆Unlock—Req—

FAI，SE＆＆IDENT_NUMBER～OK—TRUE 8＆OPERATION—

MODE-OK=TRUE＆＆(WD_On=FAr。SE f(WD—FACT—1)0

&＆wD二FACT一2)O))＆＆．(Freeze Req=TRUE＆＆Freeze Supp

—FAI，SE}Syne Req=TRUE＆＆Sync Supp=FALSE】|Prm—

Data[1]．0，．1，．2=TRUE)

一’

Diag．Not Supported：一TRUE

Diag Data：一Diag

Aet—Ref：=Act—Ref+1

DMPMS Slave DiagUpd req(Diag Data，Reference：一Act—ReD

7 WAnoPRM DMPMS Set Prm．ind(Req Add．Prm Data) WAIT—CFG

／PA—PRM—OK=TRUE＆＆Ident—Number=Diag．Ident—N㈣mb＆＆
Prm—Pending=0

一，

Diag．Master_Add：一Req Add

Check_Prm—Add：一Req Add

FirstSynch：一TRUE

SET-OPERATI()N—MODE

SET—WD

Active—Groups：=Group_Ident

Diag．Prm—Fault：一FAI。SE

Diag．Prm—Req：=FAI．SE

Diag．Not—Supported：一FAI，SE

Prm—Pending：=l

Parameter Data：一Prm Data

SET—AI．ARM—CHKCFGM

Input—Pending：一FALSE

Diag Data：=Diag

Act_Ref：一Act—Ref+1

DMPMS Slave Diag Upd．req(Diag Data，Reference：一Act—ReD

DMPMS Set minTsdr．req(minTsdr)

MSCYlS Cbeck User Prm ind(Prm Structure。Parameter Data)“

8 WAIT_PRM DMPMS Set Prm．ind(Req Add，Prm Data) WAlT—CFG6

／PA—PRM—OK—TRUE＆&Ident—Number(>Diag．Ident—

Number&&

Prm—Pending=0

一、

Diag．Master—Add：一Req Add

Check_Prm—Add：=Req Add

FirstSynch：一TRUE

SET一()PERATI(JN—M()DE

SETJⅣD

Active—Groups：=Group_ld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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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条件
# 当前状态 下一状态

一)动作

8 WAIT-PRM Diag．Prm—Fault：一FALSE WAlT CFG“

Diag．Prm Req：一FAI，SE

Diag．Not—Supported：一FAI。SE

Djag．IdenLNumber：一Ident Number

Prm—Pending：一l

Parameter Data：一Prm Data

SET—ALARM—CHKCFGM

Input—Pending：=FALSE

Diag Data：=Diag

AcI—Ref：一AeLRef+1

DMPMS Slave Diag Upd，req(Diag Data，Reference：一Act—ReI)

DMPMS Set minTsdr．req(minTsdr)

MSCYlS Cheek User Prm ind(Prm Structure．Parameter Data)。

9 WAIT_PRM DMPMS Set Prm．1nd(Req Add．Prm Data) WAlTCFG

／PA—PRM—OK—TRUE＆＆Ident—Number—Diag．1dent—

Number 8f＆

Prm—Pending)0

=、

Diag．Master_Add：一Req Add

Check—Prm—Add：一Req Add

FirstSynch：=TRUE

SET一()PERATIoN—MoDE

SET—WD

Active_Groups：=Group_Ident

Diag．Prm_Fault：一FALSE

Diag．Prm—Req：=FALSE

Diag．Not_Supported：一FALSE

Prm Pending：=2

B Prm：一Prm Data

SET—ALARM—CHKCFGM

Input—Pending：一FALSE

Diag Data：一Diag

Aet—Ref：一Aet_Ref+1

DMPMS Slave Diag Upd．req(Diag Data，Reference：一Act—Ref)

DMPMS Set rainTsdr．req(rainTsdr)

10 WAnoPRM DMPMS Set Prm tnd(Req Add．Prm Data) WAIT CFGo

／PA—PRM—OK=TRUE 8．-＆u Ident—Number()Diag．1dent—

Number＆＆

Prm—Pending)0

一、

Diag．Master Add：一Req Add

Cheek_Prm—Add：一Req Add

FirstSynch：=TRUE

SET一()PERATIoN—M(jDE

SET—WD

Active_Groups：一Group—ldent

Diag．Prm—Fault：一FA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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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38(续)

事件／条件
# 当前状态 下一状态

一>动作

10 WAlT PRM Diag．Prm—Req：；FALSE WAIT_CFG“

Diag．Not—Supported：=FALSE

Diag．Ident—Number：一]dent—Number

Prm—Pending：一2

B Prm：一Prm Data

SET—．ALARM——CHKCFGM

Input_Pending：=FALSE

Diag Data：一Diag

Act_Ref：一AcLRef+1

DMPMS Slave Diag Upd．req(Diag Data，Reference：一Act_ReD

DMPMS Set minTsdr．req(minTsdr)

11 WAIT—CFG MSCYlS Abort．req() WAIT PRM

=、

Operation_Mode：一V0

Diag．Master_Add：一invalid

Diag．Prm—Req：一TRUE

Diag．Station_Not—Ready：一TRUE

Diag．Ext—Diag—Data；一NIL

Diag．Ext Diag—Flag：一FALSE

StopTimer(WD)

Diag．WD．On：一FALSE

STOP_C1

Diag Data：一Diag

Act_Ref：一Act Ref+1

DMPMS Slave Diag Upd．req(Diag Data，Reference：=Act ReD

12 WAIT-CFG MSCYlS Check User Prm Result．req(Prm—OK) WAIT—CFG

／Prm Pending--2

=、

Status：一New Prm

Prm—Pending：一1

Parameter Data!一B Prm

MSCYlS Check Uset Prm Result．cnt(一)(Status)

MscYIS Check Uset Prm．ind(Prm Structure，Parameter Data)。

13 WAIT—CFG MSCYlS Check User Prm Result．req(Prm—oK) WAlT—PRM

／Prm—Pending=1&＆Diag．Master—Add—Check—Prm—Add&&

Prm—OK=FALSE

=、

Prm—Pending：一0

Diag．Prm—Fault：一TRUE

Diag．Master Add：一invalid

Diag．Prm—Req：一TRUE

StopTimer(W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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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条件
# 当前状态 下一状态

=)动作

13 WAIT—CFG Diag．WD_On：一FALSE WAIT—PRM

Diag Ext—Diag_Data：一NIL

Diag．Ext—Diag_Flag：一FALSE

STOP—C1

Diag Data：一Diag

Act—ref：一A盯一Ref+1

MSCYlS Check Uset Prm Result．enf(+)()

DMPMS Slave Diag Upd．req(Diag Data，Reference：一Act—ReD

14 WAI’r_CFG MSCYlS Check Cfg Result．req(C培一OK，Input Data Len，Output WAIT—PRM

Data 1．en)／Cfg—Pending=1&＆Diag．Master—Add—Check—Cfg—

Add&＆Cfg_OK—FALSE

一、

Cfg_Pending：一0

Diag．Cfg_Fault：=TRUE

Diag．Prm—Req：一TRUE

Diag．Master_Add：一invalid

StopTimer(WD)

Diag．WD On：一FALSE

Diag．Ext—Diag—Data：一NIL

Diag．Ext—Diag—Flag：一FALSE

STOP_C1

Diag Data：一Diag

Act—Ref：一Act—Ref+1

DMPMS Slave Diag Upd．req(Diag Data．Reference；一Act—ReD

MSCYlS Check Cfg Result．cnf(+)()

15 WAIT—CFG MSAClS Abort．ind() WAIT-PRM

一、

Operation_Mode：一V0

Diag．Master—Add：一invalid

Diag．Prm—Req：=TRUE

StopTimer(WD)

Diag．WD On：一FAI。SE

Diag，Ext—Diag_Data：=NIL

Diag．Ext—Diag_Flag：一FALSE

STOP—C1

Diag Data：一Diag

Act—Ref：一Act—Ref+1

DMPMS SJave Diag Upd．req(Diag Data，Reference：=Act 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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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38(续)

事件／条件
B 当前状态 下一状态

=)动作

16 WAIT—CFG DMPMS Set Prm Ind(Req Add，Prm Data) WAIT—PRM

／Prm—Data．1en，>7＆＆Unlock—Req—TRUE&＆Diag．Master—

Add=Req—Add

一)

Dia自．Master Add：一invalid

Diag．Prm_Req：一TRUE

StopTimer(WD)

Diag．WD_On：一FALSE

Diag．Ext_"Diag_Data：一Nil。

Diag．Ext_Diag_Flag：=FAI。SE

STOP_C1

Diag Data：一Diag

Act—Ref：一Act_Ref+1

DMPMS Slave Diag Upd．req(Diag Data，Reference：一Act—ReD

17 WAI■CFG DMPMS Set Prm．ind(Req Add．Prm Data) WAIT PRM

／Prm—Data．1en≥7＆&Unlock—Req—FAI．sE＆&Lock—Req—

TRUE＆8'Diag．Master—Add=Req—Add＆&(Ident—Number<>

Diag．Ident—Number OPERATION—MODE—OK—FALSE WD_

On—TRUE＆＆(WD_Fact—l一0 WD
Fact一2—0))

一)

Diag．Prm_Fauh：=TRUE

Diag．Master_Add：一invalid

Diag．Prm Req：一TRUE

StopTimer(WD)

Diag．WD_On：=FAI。SE

Diag．Ext_Diag_Data：一NIL

Diag．Ext—Diag—Flag：一FALSE

STOP—C1

Diag Data：一Diag

Act—Ref：一Act—Ref+1

DMPMS Slave Diag Upd．req(Diag Data，Reference：=Act_ReD

18 WAlT CFG DMPMS Set Prm．ind(Req Add．Prm Data) WAIT_PRM

／Prm—Data．1en≥7＆&Unlock—Req—FAI．SE＆＆Lock—Req—

TRUE＆＆Diag．Master—Add—Req—Add＆&Ident—Number—

Diag．Ident—Number＆&OPERATION—MODE—OK；TRUE＆＆

(WD_On=FALSE l(WD—Fact一1>0＆＆WD—Fact一2>0))＆＆

(Freeze—Req—TRUE＆＆Freeze Supp—FAI．SE{l Sync—Req=

TRUE＆81 Sync Supp—FAI。sE Prm—Data[1]0，．1，．2一

TRUE)

一、

Diag．Not—Supported：一TRUE

Diag．Master_Add：=inval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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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条件
# 当前状态 下一状态

一)动作

18 WAI’rfCFG Diag．Prm—Req；一TRUE WAIT—PRM

StopTimer(WD)

Diag．WD_On：一FALSE

Diag．Ext—Diag—Data：=NIL

Diag．Ext—Diag_Flag：一FALSE

STOP—C1

Diag Data：一Diag

Act—Ref：一Act—Ref+1

DMPMS Slave Diag Upd．req(Diag Data，Reference：=Act—Ref)

19 WAlT—CFG WDTimer expired WAIT-PRM

一、

Diag．Master_Add：一invalid

Diag．Prm Req：一TRUE

StopTimer(WD)

Diag．WD_On：一FALSE

Diag．Ext_Diag_Data：=NIL

Diag．Ext_Diag_Flag：一FALSE

SToP—Cl

Diag Data：=Diag

ActRef：一ActRef+1

DMPMS Slave Diag Upd．req(Diag Data，Reference：一Act—Ref)

20 DATA—EXCH MSCYlS Abort．req() WAIT—PRM

一、

Diag Ext—Diag_Data：=NIL

Diag．Ext—Diag_Flag：一FALSE

LEAVE—MASTER

Act—Ref：一AcLRef+1

DMPMS Slave Diag Upd．req(Diag Data，Reference；一Act—Ref)

2l DATA—EXCH MSCYlS Set Cfg．req(Cfg Data) WAlT-PRM

一、

Diag．Cfg_Fault：一TRUE

Diag．Ext—Diag_Data；一Nil，

Diag．Ext—Diag_Flag；=FAI。SE

I，EAVE—MASTER

AcLRef：一AcLRef+1

DMPMS Get Cfg Upd req(Cfg Data)

MSCYlS Set Cfg．cnf(+)()

DMPMS Slave Diag Upd．req(Diag Data，Reference：一Act—R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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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38(续)

事件／条件
# 当前状态 下一状态

一>动作

22 DATA—EXCH MSCYlS Check Ctg Result．req(ctg—OK，Input Data Len．Output WAIT PRM

Data Len)

／Cfg_Pending=1＆8L Diag．Master—Add=Check—ctg—Add＆＆

Cfg—OK=TRUE 8L＆．(Input Data Len()Inp Data Len Output

Data Lea()Outp Data Len)

=、

Diag．Cfg_Fault：=TRUE

Diag．Ext—Diag_Data：一NIL

Diag．Ext—Diag_Flag：一FALSE

I正AVE—MASTER

Act—Ref：一Aet—Ref+1

MSCYlS Cheek Cfg Result．cnf(+)()

DMPMS Slave Diag Upd．req(Diag Data，Reference：一Act ReD

23 DATA EXCH MSCYlS Check ctg Result．req(Cfg—OK，Input Data Len，Output WAIT PRM

Data Len)

／Cfg_Pending一1 8L＆Diag．Master—Add—Cheek—ctg—Add＆8L

CfkOK=FALSE

=)

Diag．Cfg_Fault：一TRUE

Diag．Ext—Diag_Data：一NIL

Diag．Ext_Diag．_Flag：=FALSE

LEAVE—MASTER

Act ReI：一Act_Ref+1

MSCYlS Check Cfg Result．cnf(+)()

DMPMS Slave Diag Upd．req(Diag Data，Reference：一Act～ReD

24 DATA—EXCH MSAClS Abort．jnd() WAJT PRM

一)

Diag．Ext—Diag_Data：一NIL

Diag Ext—Diag_Flag：一FALSE

I～AVE—MASTER

Act～Ref：一Act—Ref+1

DMPMS SlaveDiagUpd．req(Diag Data，Reference：一Act～ReD

25 DATA—EXCH DMPMS Set Pfm．ind(Req Add，Prm Data) WAIT_PRM

／Prm—Data．1enj≥7&＆Unlock—Req—TRUE＆＆Diag．Master—

Add=Req_Add

一>

Diag．Ext—Diag—Data：一NIL

Diag．Ext_Diag_Flag：=FALSE

I，EAVE_MASTER

AcLRef：一Aet—Ref+1

DMPMS Slave Diag Upd．req(Diag Data，Reference；=Act 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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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条件
# 当前状态 下一状态

一>动作

26 DATA EXCH DMPMS Set Prm．ind(Req Add，Prm Data) WAlT PRM

／Prm_Data．1en 7＆&Unlock—Req—FALSE&＆Lock—Req—

TRUE＆＆Diag．Master—Add—Req—Add＆&(Ident—Number《)

Diag．Ident Number OPERArION—MODE—OK=FALSE WD一

()niTRUE＆＆(WD_Fact一1—0 WD-Fact一2—0))
一)

Diag．Prm_Fault：=TRUE

Diag．Ext—Diag—Data：一NIL

Diag．Ext—D ag_Flag：一FALSE

LEAVE—MASTER

Act_Ref：一Act—Ref+1

DMPMS Slave Diag Upd．req(Diag Data，Reference：一Act—Ref)

27 DATA EXCH DMPMS Set Prm．ind(Req Add．Prm Data) WAIT_PRM

／Prm—Data．1en≥7＆&Unlock—Req—FALSE&＆Lock—Req=

TRUE＆＆Diag．Master—Add—Req—Add 8L＆Ident—Number—

Diag．Ident—Number 8L＆OPERATION—MODE—OK=TRUE 8L＆

(WD_On=FALSE l(WD—Fact一1>0＆＆WD—Fact一2>0))＆＆

(Freeze_Req=TRUE＆＆Freeze Supp=FALSE Sync—Req—

TRUE 8L&Sync Supp—FALSE】Prm—Data[1]．0，．1，．2一

TRUE)

=、

Diag．Not—Supported：一TRUE

Diag．Ext—Diag_Data：一NIL

Diag．Ext Diag_Flag：一FALSE

LEAV已MASTER

Act—Ref：一Act—Ref+1

DMPMS Slave Diag Upd．req(Diag Data．Reference：一Act—ReD

28 DATA—EXCH DMPMS Set Prm．1nd(Req Add，Prm Data) WAIT—PRM

／Diag．Master_Add—Req—Add＆＆PA—PRM—oK—TRUE&＆

PVOV0一FALSE＆＆NOPRMCMD

=、

Diag．Ext—Diag_Data：=NIL

Diag．Ext—Diag_Flag：一FALSE

LEAVE—MASTER

Act—Ref：一Aet—Ref-4-1

DMPMS Slave Diag Upd．req(Diag Data，Reference：一Act ReD

29 DATA—EXCH DMPMS Data Exchange．ind(Outp Data) WAIT PRM

／Outp_Data．1en<)Outp Data Len＆＆(Outp—Data．1en()0【I Fail—

Safe_supp)

一)

Diag．Ext—Diag_Data：一NIL

Diag．Ext_Diag_Flag：一FAL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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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38(续)

事件／条件
# 当前状态 下一状态

=>动作

29 DATA—EXCH I，EAVE—MASTER WAIT PRM

Act—Ref；一Act—Ref4-1

DMPMS Slave Diag Upd．req(Diag Data，Reference：=Act—ReO

30 DATA EXCH WDTimer expired WAIT—PRM

一)

Diag．Ext—Diag—Data：一Nil。

Diag．Ext—Diag—Flag：一FALSE

LEAVE MASTER

Act_Ref：=AeLRef4-1

DMPMS Slave Diag Upd．req(Diag Data，Reference：一Act—ReD

31 DATA—EXCH DMPMS Global Contr01．ind(Control Command，Group Select) WAIT PRM

／fControl Command．0．．6，．7一TRUE)

一)

Diag．Ext Diag_Data：=NIL

l正AVE—MASTER

Act—Ref：≤Aet Ref+1

DMPMS Slave Diag Upd．req(Diag Data，Reference：=Act—ReD

32 DATA EXCH DMPMS Set Ext Prm ind／：Req Add，Ext Prm Data) WAIT PRM

／Diag．Master_Add=Req_Add

一、

Diag．Prm_Fauh：一TRUE

Diag，Ext—Dlag_Data：一NIl。

Diag．Ext—Diag_Flag：一FALSE

I，EAVE～MASTER

Act_Ref：一Act_Ref4-1

DMPMS Slave Diag Upd．reql：Diag Data，Reference：一Act—ReD

33 DATA—EXCH MSCYlS Check Ext User Prm Result．req(Ext—Prm—OK) WAIT—PRM

／Ext_Prm—Pending；l＆＆Diag Master—Add—Check—Ext—Prm—

Add＆＆Ext—Prm—OK=FAI。SE

一、

Diag Cfg—Fault：一TRUE

Diag．Ext_Diag_Data：一NIL

Diag．Ext Diag_Flag：一FAI。SE

LEAVE—MASTER

Ext—Prm_Pending：一0

Act—Ref：一Aet—Ref+l

MSCYlS Check Ext User Prm Resuh．cnf(+)()

DMPMS Slave Diag Upd．req(Diag Data，Reference：一Act—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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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条件
# 当前状态 下一状态

一>动作

34 CHECK SYNC ／SYNC＆＆Sync Supp=FALSE WAIT—PRM

一)

Diag．Ext—Diag—Data：一NIL

Diag．Ext—Diag—Flag：一FAI．SE

l，EAⅣE—MASTER

Act—Ref：一Act—Ref+1

DMPMS Slave Diag Upd．req(Diag Data，Reference：一Act_ReD

35 CHECK—FREEZE ／FREEZE 8．＆Freeze Supp=FALSE
WAIT PRM

一>

Diag．Ext—Diag—Data：一NIl。

Diag．Ext Diag_Flag：一FALSE

I，EAVE_MASTER

Act Ref：一Act—Ref+1

DMPMS Slave Diag Upd．req(Diag Data，Reference：一Act—ReD

8然后，应用必须用新ldent—Number和与此ldent Number兼容的Cfg—Data来重新启动MSCYlS状态机。

6然后．应用必须引发更新诊断数据以使Ext_Diag_Data可用。

‘然后，应用必须设置与新ldent—Number兼容的新Cfg—Data。此外，应用必须引发更新诊断数据以使对应于新

Ident Number的Ext_Diag—Data可用。

“在此情况下，如果该状态机进入下一状态POWER—ON，这也是有效的行为。

‘如果ldent_Number被改变，则应用必须更新对应于新Ident—Number的Cfg—Data。应用必须更新诊断数据以

使对应于新Ident_Number的Ext—Diag—Data可用。

6．5行规特定的通信定义

6．5．1 ldent_Number

行规为设备提供了它自己的Ident—Number。表139规定了行规特定的Ident—Number分类。

表139行规特定的Ident—Number分类

设备类型 指定的Ident—Numbers

变送器 0x9700～0x970F

执行器 0x9710～0x971F

离散输入 Ox9720～Ox972F

离散输出 0x9730～0x973F

变送器AI+T()T 0x9740

变送器2 AI+TOT 0x974l

变送器3AI+TOT 0x9742

分析仪器 0x9750

多变量 0x9760

保留 其他数保留，最大到0x977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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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使用0x9700～0x9742的ldent—Number，则关于循环数据交换的可互换性原则上是可能的。

可互换性的前提是功能块代表相同的测量和执行类型。可互换性包括以下情况(功能块的基本集)：

——每个测量和执行点有一个输入或输出功能块(例如温度)；

——对于多通道的设备，每个通道的测量和执行点有一个输入或输出功能块(例如离散输出)；

——特定且固定的功能块组合(例如流量)。

出于可互换性原因，提供这些功能块基本集的设备，至少应支持相应的Ident—Number。如果一个

设备提供比功能块基本集更多的功能块，则它还可以被组态为多变量设备。

具有一个或多个相同类型FB的设备，应采用以下Ident—Number：

——Idem—Number中的最低有效数字：

·0：相同类型的一个FB；

·l：相同类型的两个FB；

●⋯

·F：相同类型的16个FB。

6．5．2保留

注：本条为空，以符合ISO／IEC导则的编辑要求。

6．6 GSD文件名称

6．6．1行规GSD文件名称

GSD文件名称的组成如下：

——PAyxnnnn．GSD，其中：

PA：行规GSD文件的固定标识

Y：符合GSD规范的物理层标识

x：GSD语言规范的版本号，即x一3表示GSD V3

nnnn：Ident—Number(9700～970{，9710b)

GSD：文件扩展名

示例：

仅具有一个AI FB的变送器的GSD文件名称为“PAl39700．gsd”。

行规GSD文件可在PI的web服务器(www．profibus org)获得。

6．6．2制造商特定的文件名称

GSD文件名称应标识GSD文件的版本，就像设备版本表示的那样。

——xxrriiii．GS?，其中

xx：制造商名称的缩写

rr版本计数——GsD文件的版本，字母数字，制造商特定
iiii：PROFIBUS8LPROFINET国际(PI)组织分配给该设备的Ident—Number

GS?：语言相关的GSD文件的扩展名。例如，GSG用于德语，GSE用于英语，GSF用于法语，

GSS用于西班牙语，GSI用于意大利语。此外，特定主站系统缺省需要扩展名为GSD的

文件。

6．7 GSD文件

符合此映射定义的GSD文件可在PI的web服务器(www．profibus．com)上获得。

对于制造商特定的GSD，除GB／T 20540．5和GB／T 20540．6的定义外没有其他限制。

推荐只使用在本标准中有适当定义的数据类型。

1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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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规GSD应覆盖所有设备。因此，有时设备不能满足行规GSD中描述的某些特性。例如，使用RS-485

传输的一些设备不支持更高的波特率；或者，某个设备不支持行规GSD中规定的非循环数据的最大长度。

在GSD文件中必须进行以下修改，来支持包含PRM～COND的Prm—Structure的传输，以启用浓

缩状况：

GSD_Revision一4；或更高。Prm—Structure的支持从GSD Revision 4开始。

DPVl一Stave一1 ；当使用Prm—Structures时，是必需的

Max__User—Prm_Data_I，en一8、 }或更高

；DPVl一Status—i～DPVl一Status一3以及行规特定Prm_Structure(长度一5字节)。

；在DPVl一Status_3中比特Prm_Structure(Bit3)必须被置位。

；如果从站支持更多的Prm_Structures，则User_Prm_Data的长度更大。

；必须删除GSD文件中的关键字User_Prm—Data__Len。

PrmText一1

Text(0)一”Disabled”

Text(1)一”Enabled”

EndPrmText

ExtUserPrmData—i

Bit(O)】0—1

Prm_Text—Ref=1

EndExtUserPrmData

“Condensed Status”

IPRM—COND

；引用PrmText

；该Prm_Structure从User_Prm—Data中3个字节偏移量后开始。

；这是因为DPVl一Status l～DPVI—Status_3在前3个字节中传递

Ext—User_Prm—Data_Const(3)一Ox05。Ox41，0x00，Ox00，Ox01 ；缺省值

；Structure-I。ength一5

；Structure_Type一65(行规特定)

；Slot—Number一0

；reserved一0

；PRM—cOND=1(Jfl用)

Ext—User_Prm—Data—Ref(7)=1； ；对浓缩状况的比特PRM—COND的引用

Prm_Block Structure_supp=1 ；启用扩展参数化的块结构

6．8一致性声明

表140给出了一致性声明模板。

表140通信能力的一致性声明

项 一致性声明 子元素

通信能力 M

MS0 M

MSl o

MS2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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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变送器的设备数据单

7．1 物理块附加参数的参数描述

无附加参数。第1个制造商特定的块参数可以从相对索引33开始。

7．2模拟输入功能块

7．2．1 模拟输入功能块概述

7．2．1．1概述

模拟输入(AI)功能块表示变送器。图30示出了其参数。

标准馘

OUT ]

CHANNEL

PV SCALE

OUT SCALE }过程’教
LIN TYPE

PV FTIME

／

ALARMHYS]
一

'报警参数
LO LO ALM J

图30模拟输入功能块的参数总览

图31示出了具有仿真、模式和状况的AI结构。AI参数间关系的详细描述见图32。

模拟输入功能块

E==蔫广—————] 模式

l值l状况J ：涨．爿
I

￡ I』
1值l状况I

7 算法 向闻
1检查n安全． AL口fo

一LI L——J———弋 至远程站广蔫坐!、＼r：_
值 状况

盏皿’～
值 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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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模拟输入功能块的仿真、模式和状况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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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 AI FB的参数关系

图33给出了模式生成和状况生成的输入和输出概要。

酸量的状况(转换块)

内部条件

鑫允许模式

TARGET_MODE

限值

图33模式和状况生成的条件

允许模式(Permitted Mode)是FB参数MODE—BI。K的一个元素。目标模式(Target Mode)由操

作员设置，允许模式由设备制造商预定义(图33)。关于输出值的上限值(HI—LIM，HI—HI—LIM)和下

限值(I．()_I。IM，LO_I．()-I，IM)也影响输出的状况。

实际模式(Actual Mode)是FB参数MODE—BI。K的一个属性，它是模式计算的结果。状况

(OUT)与功能块的OUT参数(数据类型101)相结合。

7．2．1．2 A1状态机

依据B类设备的一致性要求，对于AI FB，模式o／s(Out of Service)、MAN(Manual)和AUTO

(Automatic)作为允许模式是必备的，如图3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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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4模拟输入功能块的状态机

7．2．1．3计算实际模式和改变目标模式的条件

表141的左边包含AI功能块的模式从实际模式(上一次执行)改变为新实际模式所必需的所有条

件，右边列出了计算的结果。

表141中第1列是图34中所示状态机的转换号。

通用条件：允许模式是o／s(OUT值为上一个可用值或故障安全值)、MAN(由操作员提供的

OUT值)和Auto(由设备提供的OUT值)。

表141 实际模式计算的条件和结果

条 件 结 果

目标模式 实际模式
转换

(操作员设置的) (计算的)

T2，T5，T6 O／S O／S

T4，T8，T9 AUTO AUTo

T1，T3，T7 MAN MAN

7．2．1．4产生输出状况的条件

表142给出了影响输出参数的状况的条件。表的左边列出了条件，右边为计算的结果。

表142输出参数的状况计算的条件和结果

条 件 结 果

状况 状况
实际模式

(转换块输入) (输出)

BAD-out of service，constant(经典状况)
0／S

BAD-Passivated，constant(浓缩状况)

MAN 由操作员写入

AUTO BAD 受参数FSAFE—TYPE影响

受以下参数影响：

——PV子状况；

AUT0 <>BAD ——报警(ST_REV，限值)；

——内部AI FB条件；

——状况的优先级表(见通用要求)

“无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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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2模拟输入功能块的参数描述

模拟输入功能块的参数描述见表143。

表143模拟输入功能块的参数描述

GB／T 27526—201 1

参 数 描 述

在自动(AUTO)模式下，功能块参数OUT包含以制造商特定的或组态调整的工程单位

【)UT 计量的当前测量值以及所属状态。在手动模式(MANMODE)q：，功能块参数OUT包含

由操作员所设置的值和状态。

使用高、低标度值将过程变量转换成百分数。PV—SCAl。E的高、低标度值的工程单位与

所组态的转换块(通过Channel参数进行组态)的PV—UNIT直接有关。PV—SCAI．E的

PV—SCALE 高、低标度值自动地随着相关转换块中PV UNIT的改变而改变，即转换块PV_UNIT的

改变并不导致Al中OUT的扰动。也可能存在例外情况，例如，清洗分析仪器会要求

扰动

过程变量的标度。

OUT—SCALE 功能块参数OUT—SCALE包括上限值和下限值的有效范围、过程变量工程单位的代码

号，以及小数点右边的有效数字位数

LlN—TYPE 线性化类型。详细内容见表50

CHANNEL 对有效转换块的引用，该转换块为功能块提供测量值。详见5．1．5“通用要求定义”

过程变量的滤波时间。

PV—FTIME 功能块参数PV—FTIME包含当功能块输出达到63．21％时的上升时间，为时间常量，这

是输入值跃变的结果(PTI滤波器)。该参数的工程单位为s。

定义当检测到故障时设备的反应。所计算的实际模式保持在AUTO。

0：值FSAFE—VALUE被用作oUT

状况一UNCERTAIN—substitute value6，

1：使用上一次存储的有效OUT值

状况一uNcERTAIN last usable value

FSAFE—TYPE (如果没有有效值可用，则应该使用UNCERTAIN—initial value；在此情况下，OUT值一

初始值)“

2：OUT具有错误的计算值和状况

状况一BAD二(。)，(6)

8计算出的。

6此处使用经典状况定义，如使用浓缩状况定义见表83。

当检测到传感器或传感器电子元件故障时，用于OUT参数的缺省值。该参数的单位与
FSAFE—VALUE

OUT参数的单位相同

滞后(Hysteresis)

在PROFIBUS PA变送器规范的范围内，有一些功能用于监视可调限值的超限(偏离限

值条件)。也许一个过程变量的值恰恰与限值相同，并且该变量围绕限值上下波动，由此

它可导致多次超限。
ALARM HYS

这将触发许多消息；因此，应有可能仅在超过可调的滞后之后才触发消息。触发报警消

息的灵敏度是可调的。滞后值固定为A1。ARM—HYS，这对于参数HI～HI—IJM、HI—

IJM、LO—LIM、LO—LO—LIM是一样的。滞后被表示为以xx_LlM为工程单位计量的低

于上限和高于下限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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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43(续)

参 数 描 述

上上限报警(upper limit of alarm)值

如果所测的变量等于或高于HI—HI—LIM值，则将OUT的状况字节的Limit比特设为
Hl HI I，IM

“high limited”且FB参数ALARM—SUM中的HLHLAlarm比特必须变为1。该参数的

单位与OUT参数的单位相同

上限报警(upper limit of warning)值

如果所测的变量等于或高于HI_l。IM值，则将OUT的状况字节的Limit比特设为“high
Hl LIM

limited”且FB参数ALARM—SUM中的HI—Alarm比特必须变为1。该参数的单位与

OUT参数的单位相同

下限报警(10wer limit of warning)值

如果所测的变量等于或低于L(LLIM值，则将OUT的状况字节的Limit比特设为“low
L()-1。IM

limited”和FB参数AI．ARM—SUM中的I．O—Alarm比特必须变为1。该参数的单位与

OUT参数的单位相同

下下限报警(10wer limit of alarm)值

如果所测的变量等于或低于LO-I⋯O 1 IM值，则将OUT的状况字节的Limit比特设为
1。o-I，(LLIM

“lowlimited”且FB参数AI，ARM SUM中的I，()-LO—Alarm比特必须变为1。该参数的

单位与OUT参数的单位相同

上上限报警的状态

HLHI—ALM 该参数包含上上限报警的状态和相关的时间戳。该时间戳表示所测变量已经等于或高

于上上限报警值时的时间

上限报警的状态

H1一AI。M 该参数包含上限报警的状态和相关的时间戳。该时间戳表示所溯变量已经等于或高于

上限报警值时的时间

下限报警的状态

Lo—AI，M 该参数包含下限报警的状态和相关的时间戳。该时间戳表示所测变量已经等于或低于

下限报警值时的时间

下下限报警的状态

L(LLO—AI。M 该参数包括下下限报警的状态和相关的时间戳。该时间戳表示所测变量已经等于或低

于下下限报警值时的时间

为了调试和测试的目的，可以修改从转换块进入模拟输入功能块AI FB的输入值。这意
SIMULATE

味着转换块与AI FB间的连接被断开

如果OUT参数的特定单位不在代码表内(见“通用要求”)，则用户可以在此参数中写人
()UT—UNlT—TEXT

特定文本。单位代码则等于“文本单位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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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限 彳／徽桶有效范围的上限 ／
一瑚_Hl_LIMt上限报警) ／

一HI—LIM(上限警告) ／
，

／ OUT

—— ／ (被测变量)

， 。

一Lo-LJM(下限警告) ／ 时间7

一LO_LO LIM(下限报韵 ／
有效范围的下限

一过程装置的物理限值

图35使用模拟输入功能块参数的示例

7．2．3模拟输入功能块的参数属性

模拟输入功能块的参数属性见表144。

表144模拟输入功能块的参数属性

相对 存 大 参数用法／ 复位 下载
必备(M)／

索引
参数名称 对象类型 数据类型 访问 缺省值 可选(O)

储 小 传输类型 类别 顺序
(A类和B类)

．．．标准参数见通用要求

附加的模拟输人功能块参数

lO OUT Reeord 101 D 5 r，w。 O／cyc M(A，B)

11 PV SCALE Array6 Float S 8 C／a F l M(A，B)

12 0UT—SCAI，E Record DS_36 S ll C／a F 3 M(B)

13 l■N—TYPE Simple Unsigned8 S 1 C／／t F O 2“ M(B)

14 CHANNEL Simple Unsignedl6 S 2 C／a F M(B)

16 PV—FTIME Simple Float S 4 C／a F 0 M(A。B)

17 FSAFE TYPE2 Simple Unsigned8 S l C／a F 1 0(B)

18 FSAFE。VALUE Simple Float S 4 C／a F O(B)

范围的
19 ALARM—HYS Simple Float S 4 C／a F M(A，B)

0．5

21 Hl—HLI，IM Simple Float S 4 C／a F 最大值 4．1 M(A，B)

23 HLLIM Simple Float S 4 C／a F 最大值 4 2 M(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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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44(续)

相对 存 大 参数用法／ 复位 下载
必备(M)／

索引
参数名称 对象类型 数据类型 访问 缺省值 可选(O)

储 小 传输类型 类别 顺序
(A类和B类)

25 I。()-I。IM Simple Float S 4 C／a F 最小值 4．3 M(A．B)

27 L()L()LIM Simple Float S 4 C／a F 最小值 4．4 M(A，B)

30 HLHI—ALM Record DS‘39 D 16 C／a 0 ()(A．B)

31 HI～ALM Record Ds_39 D 16 C／a 0 ()(A．B)

32 Lo—ALM Record D§39 D 16 C／a 0 O(A．B)

33 LO—l，O—ALM Reeord DS_39 D 16 C／a O O(A，B)

34 SIMUl，ATE Record DS-50 S 6 C／a F 禁用 M(B)

oUT—UNIT—
35 Simple OctetString S 16 C／a O(A．B)

TEXT

36～
PI保留 M(A，B)

44

第1个制造商特
45 O(A．B)

定参数

3如果AI FB的实际模式Actual Mode=MAN，则OUT参数是可写的；

“第一浮点值：100％的EU值(PV—SCAI。E．EU all00％)，第二浮点值：O％的EU值(pV_SCALE EU_aL0％)}

。OUT-SCALE和PV SCALE的值应该相等，即Pv_SCALE．EU—at_100％=OUT-SCAl。E．EU—at—i00％以及
Pv SCALE．EU_at一0％一OUT SCALE．EU_at．0％；

。如果可用；

。如果此参数未被实现，则AIFB的行为如同FSAFE—TYPE=1。

7．2．4模拟输入功能块的视图对象

模拟输入功能块的视图对象见表145。

表145模拟输入功能块的视图对象

访 问

保留

相对索引 参数名称 替代值 View 1 VJew_2 View一3
V

Jew一4

10 oUT 5 5

1l PV—SCAI。E 8

12 ()UT—SCALE 11

13 I。IN TYPE 1

14 CHANNEI。 2

16 Pv-FTIME 4

17 FSAFE—TYPE l

18 FSAFE—VALUE 4

19 AI。ARM HYS 4

162



表145(续)

GB／T 27526—201 1

访 问

保留

相对索引 参数名称 替代值 View_l VJew_2 View一3 VJew一4

21 HLHLLIM 4

23 HI LIM 4

25 I。o I』M 4

27 LO—I～O 1IM 4

30 Hl HI ALM

31 HI ALM

32 I，O—AI。M

33 LO一1。O—AI，M

34 SIMULATE 6

35 0UT—UNIT—TEXT 16

视图对象的字节总数(+标准参数字节数) 5__13 1l+13 67上46 保留

7．2．5关于PV、OUT和LIMIT参数用法说明

定标参数的说明见图36。

OUT值

EUl∞％

，
一

OUT SCALE元素

、
EU 0％

低范围值什々摩翰 9v_scALE元素 高范圈值(传摩韵

图36定标参数的说明

7．3累加器功能块

7．3．1累加器功能块概述

7．3．1．1概述

累加器可用于各种应用，将速率或其他量(例如流速或功率)积分(“总计”，累加)成相应的总量(例

如体积、质量或距离)。典型的累加器在流量设备中实现，以将体积流量或质量流量累加成为体积或

质量。

速率的单位必须与被累加量的单位一致[例如，如果通道为质量流量(kg／s)，则被累加量的单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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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质量千克、吨等]。被累加量的单位是通道值单位的累积，或与该累积相兼容(“兼容”是指：克、千克、

吨等都是兼容的)。与累加量有关的所有值(例如滞后、限值)单位都为UNIT—TOT。

使用MODE—TOT参数可使累加功能块适用于不同的应用。另外，参数FAll．一TOT决定此功能

块的故障安全行为。报警参数与模拟输入功能块的参数是相同的，也可用于例如批处理功能等。由于

通过给定的控制参数可以生成已定义的功能块输出，因此不定义仿真模式或测试模式。

对于A类设备，允许模式至少是AUTO。根据B类设备的一致性要求，对于累加器FB，模式o／s

(Out of Service)、MAN(Manual)和AUTO(Automatic)作为允许模式是必备的。

图37给出了累加器功能块的参数总览。

标准参敷

TOTAL 、

CHANNEL

UNIT TOT—

SET TOT >过程馘
PRESET TOT

—

MODE TOT—

FAlL—TOT J

攀眦”8、锨馘
LO LO ALM j

图37累加器功能块的参数总览

图38示出了累加器功能块的结构和内部数据流。

■加暑功船块

来自摄作员⋯ ITAROET MODE}⋯J l模式’ 一

I模式和状况蛀理l状况

来自操作 lMODE_TOT卜_
员／远程站

l SETII(3T t--

来自转换块 积分

的PV

际翮值
(FB算j岛

(CHANNEL)

l值I状况l
7 —

I安全l 斥习

来自操作员

]检查l z!缨
至远程站

I值I状况I
Imm岸＼H TOTAL l I位l状圳lTOTAL降

图38累加器功能块方块图

CHANNEL为累加器提供速率(rate)信息，累加器根据控制参数的设置在不同阶段处理此输入信

息。在经过前两个块(定义了功能块的故障安全行为和操作)之后，进入实际功能块算法。

累加器块将速率(在特定时间间隔△t内所测量的速率)累积成一个总量。一般说来，积分时间间隔

△t对于某个变送器来说是特定的。此外，△t可以是常量或取决于变送器的某些参数、甚至数量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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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掉电的情况下，设备将TOTAL存储在非易失存储器中，并在上电后

限值报警影响输出的状况。

注：这与输入功能块相同。

7．3．1．2累加器状态机

累加器功能块的状态机见图39。

图39累加器功能块的状态机

图39描述了可能的转换。MODE具有以下含义：

——0／S：停止累加。

——MAN：累加器功能块的TOTAL参数与积分块(见图38)断开连接。操作员可直接写

TOTAL参数。积分块仍然根据FB组态继续累加。

——AuT0：累加器功能块根据所有算法(累加、状况和模式计算、限值检查)处理来自变送器的值

(PV)。

7．3．1．3实际模式计算

累加器功能块的实际模式取决于参数TARGET—MODE和功能块的内部状态。在表146中，左边

是要求累加器功能块改变模式的所有条件。右边列出了计算的结果。

表146实际模式计算的条件和结果

条 件 结 果

目标模式 实际模式
转换

(操作员设置的) (计算的)

T2．T5．T6 O／S O／S

T4，T8，T9 AUTo AUTO

T1．T3，T7 MAN MAN

表146的第1列包含图39中状态机的转换号。

通用条件：

——允许模式为O／S(TOTAL值为上一个可用值或故障安全值)、MAN(TOTAL值由操作员提

供)和AUTO(TOTAL值由设备提供)。

——正常模式为AUTO模式。

阻率逮或如

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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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1．4状况计算

表147列出了在经典状况下影响参数TOTAL状况的条件。浓缩状况行为见表84。表的左边列

出了条件，右边是计算结果。

表147 TOTAL参数的标准状况计算条件和结果

条 件 结 果

实际
状况

MODE— FAII— 状况(总)
(输入) SET—T()T 内部状态

模式 TOT TOT
Quality Quality Subquality

O／S BAD out of Service

MAN 与操作员写入值相同

hardware
BAD Device Failure ok

defect

BAD Congiguration Error ok．
unit6

<>
ok．。 UNCERTAIN Initial Value const．h

TOTALlZE

在MODE—TOT被设为HOLD之
ToTALIZE HoLD ok．。 const

b

前，冻结上一次的状况

BAD TOTALIZE <>HOLD HOLD ok．。 UNCERTAIN Last Usable Value ㈣on t
b

BAD TOTALIZE <>HOLD MEM ok．‘ UNCERTAlN Non Specific ok．5

AUT() BAD T()TALIZE <>HOLD RUN ok．‘ UNCERTAlN Non Specific ok．6

受以下参数影响(设备特定)：

——PV子状况；

UNCERTAIN T(删』ZE <>HOLD ok．。 ——更新事件；

——限值检查；

状况的优先级表(见通用要求)。

受以下参数影响(设备特定)：

——PV子状况{

GOoD TOTAl。IZE <>HOI。D ok．。 ——更新事件；

限值检查；

状况的优先级表(见通用要求)。

8无影响(无关)；

6依据累加器限值检查，Limit比特可被改变为“high limited”或“low limited”；

。ok．意指在UNIT—TOT的组态中，硬件无缺陷和无不一致的单位；

“累加器的变换器输出(PV)与UNIT—TOT的单位类之间不一致性。

7．3．2累加器功能块的参数描述

累加器功能块的参数描述见表148。



表148累加器功能块的参数描述

GB／T 27526--201 1

参 数 描 述

T()TAI． 功能块参数TOTAL包括由CHANNEL和相关状况所提供的速率参数的积分量

UNlT—TOT 累加量的单位

CHANNEL 对向功能块提供测量值的有效转换块的引用

Z至0，或将此值设置为PRESET—TOT。功能块参数SET—

直。该功能的执行取决于SET—TOT的 tV．值。当SET TOT

时，累加值的状况应是“UNCERTAIN—itdtial value”。

则参数TOTAL受影响。

曩加值^
0．0 PRESET—TOT
UNCERTAIN—initvalue．UNCERTAIN—initvalue

／。。陟 I

SET—TOT
时阃

SETlDT

时闻

以下是可能选择的功能块参数：

0： TOTALIzE，累加器的“正常”运作；

1： RESET，给累加器赋值⋯0；
2：PRESET，给累加器赋值PRESET—TOT

该功能块参数控制累加的行为。以下是可能的选择：

0：BALANCED，将输入的速率值进行纯算术积分。

MoDE—ToT 1：POS-ONLY，仅累加正的输入速率值。

2： NEG—ONI。Y，仅累加负的输入速率值。

3：HOLD，停止累加

累加器功能块的故障安全模式。该参数在输入值的状况为BAD期间管理功能块的行

为。以下是可能的选择：

0：RUN，尽管状况为BAD．但仍使用输入值继续累加。该状况被忽略。
FAILTOT

1：HOLD，在出现输入值的状况为BAD期间停止累加。

2：MEMORY，在第一次出现BAD状况之前，基于上一个状况为GOOD的输入值继续

累加

PRESET—TOT 该值用作FB算法的内部值的预设值。若使用SET—TOT功能，则该值生效

滞后(Hysteresis)

在PROFIBUS PA变送器规范的范围内，有一些功能用于监视可调限值的超限(偏离限

值条件)。也许一个过程变量的值恰恰与限值相同，并且该变量围绕限值上下波动。由此

它可多次出现超限。
ALARM—HYS

这将触发许多消息；因此，应有可能仅在越过可调节的滞后之后才触发消息。触发报警

消息的灵敏度是可调的。滞后值固定为ALARM—HYS，这对于参数HI—H1一LIM、HI

LIM、LO—L1M、LO_LO～LIM是一样的。滞后被表示为以xx—LIM为工程单位计量的低

于上限和高于下限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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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48(续)

参 数 描 述

上上限报警(upper limit of alarm)值

如果所测的变量等于或高于HLHI LIM的值，则将OUT的状况字节的Limit比特设为
HI HI L1M

“high limited”且FB参数ALARM—SUM中的HLHI—Alarm比特必须变为1。该参数的

单位与OUT参数的单位相同

上限报警(upper limit of warning)值

如果所测的变量等于或高于HI_I，IM值，则将OUT的状况字节的Limit比特设为“high
HLl，IM

limited”且FB参数ALARM SUM中的HI—Alarm比特必须变为1。该参数的单位与

OUT参数的单位相同

下限报警(10wer limit of warning)值

如果所测的变量等于或低于I。()_I。1M值，则将OUT的状况字节的Limit比特设为“low
I，o-I。IM

limited”且FB参数AI。ARM—SUM中的LO—Alarm比特必须变为1。该参数的单位与

OUT参数的单位相同

下下限报警(10wer limit of alarm)值

如果所测的变量等于或低于LO—LO—LIM值，则将OUT的状况字节的Limit比特设为
I，()一L【LI。IM

“low limited”且FB参数ALARM—SUM中的Lo_LO—Alarm比特必须变为1。该参数的

单位与OUT参数的单位相同

上上限报警的状态

HI HI AI。M 该参数包含上上限报警的状态和相关的时间戳。该时间戳表示所测变量已经等于或高

于上上限报警值时的时间

上限报警的状态

HLALM 该参数包含上限报警的状态和相关的时间戳。该时间戳表示所测变量已经等于或高于

上限报警值时的时间

下限报警的状态

L()ALM 该参数包含下限报警的状态和相关的时间戳。该时间戳表示所测变量已经等于或低于

下限报警值时的时间

下下限报警的状态

I．()LO ALM 该参数包括下下限报警的状态和相关的时间戳。该时间戳表示所测变量已经等于或低

于下下限报警值时的时间

7．3．3累加器功能块的参数属性

累加器功能块的参数属性见表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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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 对象 存 大 访 参数用法／ 复位 下载
必备(M)／

索引
参数名称 数据类型 缺省值 可选(0)

类型 储 小 问 传输类型 类别 顺序
(A类和B类)

．．．标准参数见“通用要求”

附加的累加器功能块参数

10 T()TAL Record 101 N 5 r．W“ O／cyc 0 M(A．B)

通道值单

11 UNIT—TOT Simple Unsignedl6 S 2 C／a F 位的直接 1 M(A．B)

累加

12 CHANNEL Simple Unsignedl6 S 2 C／a F 2 M(B)

Unsigned8

0：TOTALIZE
13 SET—TOT Simole N 1 I／cyc F M(B)

1：RESET T()TALIZE

2：PRESET

Unsigned8

0：BAI，ANCED
0：

14 MoDE—T(JT Siml]|e 1：POS一()NLY N 1 I／cyc F 3 M(B)
BALANCE亡

2：NE(L()NLY

3：HOl，D

Unsigned8

0：RUN
15 FAII‘TOT Simple S 1 C／a F O：RUN 4 M(B)

1：HOI。D

2：MEMORY

16 PRESE’r-T()T Simple Float S 4 C／a F 0 8 M(B)

17 AI．ARM HYS Simole Float S 4 C／a F 0 5 M(A，B)

18 HLHl_I。1M Simple Float S 4 C／a F 最大值 6 M(A．B)

19 HI—LIM Simple Float S 4 C／a F 最大值 7 M(A．B)

20 L()LlM Simple Float S 4 C／a F 最小值 9 M(A，B)

2l L()-LO—LIM Simp]e Float S 4 C／a F 最小值 10 M(A，B)

22 HLHI—AI。M Record Ds_39 D 16 C／a O O(A，B)

23 HI—ALM Record D孓39 D 16 C／a 0 O(A，B)

24 Lo—ALM Record Ds_39 D 16 C／a 0 O(A．B)

25 I．O一1。()一AI。M Record DS_39 D 16 C／a 0 0(A，B)

26～
P1保留 M(A，B)

35

第1个制造商
36 ()(A，B)

特定参数

8如果TOT FB的实际模式ActualMode=MAN，则TOTAl。参数是可写的，如同在AI FB中对OUT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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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4 累加器功能块的视图对象

累加器功能块的视图对象见表150。

表150累加器功能块的视图对象

访 问

相对索引 参数名称 替代值 View_l View_2 VJew一3
VJew_4

10 ToTAL 5 5

1l UNIT—TOT 2

12 CHANNEI。 2

13 SET—TOT l

14 M()DE—TOT 1

15 FAII‘TOT 1

16 PRESE’LTOT 4

17 ALARM—HYS 4

18 HLHI—LIM 4

19 HLLIM 4

20 LO—LIM 4

2l Lo—L(LLIM 4

22 HI—HLALM

23 HI ALM

24 LO—ALM

25 L0一L()-ALM

视图对象的字节总数(+标准参数字节数) 5+13 5+13 31+46 保留

7．4转换块

7．4．1概述

转换块(TB)包括测量特定参数。在本行规中定义了可供选择的测量原则。图40中给出了所选择

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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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0定义的测量设备

7．4．2温度

7．4．2．1温度转换块

7．4．2．1．1温度转换块概述

在7．4．2中，通过三种不同的基本元件，热电偶(thermocouple)、热电阻(thermoresistance)和高温

计(pyrometer)，描述了过程控制中所使用的温度测量的特殊方面。图4l提供了温度转换块的功能图。

7．4．2．1．2热电偶输入

从热电偶产生的电压通过参考端值(内部值或固定值EXTERNAL—RJ—VALUE)进行补偿。补偿

类型取决于RJ—TYPE参数的取值。



7 4 2 1 3热电阻输入

热电阻可通过2线、3线或4线进{r连接。通过参数SENSOR—CONNEUlI()N米选择内部电路。

如果选择了2线或3线类蜊的连接，则通过参数COMP WIREI／2来补偿。

7 4 21 4高温计输入

从光传感器产生的电压与EMISSIVl rY因子相乘得到作为黑体的相关值。参数SI’E(1T—FI[，T—

SET为红外线区域中特定的T作渡段选择内部光滤波器。

7 4 21 5变送器块

在处理短路或丌路．升削断其在LOWER—SENSOR—IIMIT和UImI ER—SENSOR一【，IMII限定范

州之后．Input 1和Input 2按参数IJIN—TYPE的取值来线性化。

B1A轧I／2值铍代数地加到测量值。

对Inlmtl和Input 2按参数SENSOR_MEAS_’I YPE的取值进行数学处理．以获得丰铡量值PR[

MARY—VAl|[JE，

型41示出了温度转换块的功能阿。

目

回

圈41 温度转换块的功能围

在光学高温计变换器巾可能有更多功能．例如峰值采集探测器或跟踪和保持功能

7 4 2 2温度转换块的参数描述

7 4 2 2 1温度转换块的通用参数描述

温度转换块的通用参数描述她表1 51。



表151 温度转换块的通用参数描述

GB／T 27526--20 1 1

参 数 描 述

BlAS 1 偏差(修正值)，它可被代数地加到通道1的过程值上。

BIAS_I的单位是PRIMARY—VALUE-UNIT

BIAS一2 偏差(修正值)，它可被代数地加到通道2的过程值上。

BIAS_2的单位是PRIMARY—VAI．UE_UNIT

INPUT FAULT—GEN ．输人故障：涉及所有值的差错诊断对象

0：设备OK

Bit 0 RJ错误

Bitl 硬件错误

Bit 2～4 保留

Bit 5～7 制造商特定

INPUTJ?AULT—l 输入故障：与SV—l有关的差错诊断对象

0：输入OK

Bit 0 在范围内

Bitl 超出范围

Bit 2 断线(1ead breakage)

Bit 3 短路

Bit 4～5 保留

Bit 6～7 制造商特定

INPUT～FAULT一2 输人故障：涉及SV一2的差错诊断对象

比特定义见INPUT-FAULT一1

INPUTJRANGE 电气输入范围和模式。范围是制造商特定的，但如果一个输入模式支持一个以上

的范围(例如，范围1一O⋯400n，范围2一o．．．4 kfl)，则范围n小于范围n+1。

通道1和通道2的INPUT RANGE是相同的。

编码(其他编码被保留)：

0： mV范围1

1： mV范围2

9： mV范围10

128： n范围1

129： n范围2

137： n范围10

192： mA范围1

193： mA范围2

201： mA范围lo

240： 制造商特定的

249： 制造商特定的

250： 未使用

251： 无意义

252： 未知

253： 特殊

注：当使用编码240～249(制造商特定)时，不可能实现可互换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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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51(续)

参 数 描 述

LIN—TYPE 选择热电偶、Rtd、高温计的传感器类型或线性化类型(编码)。

详见表50

LOWER SENSOR I。IMIT 传感器的物理下限功能(例如Ptl00一一200℃}和输入范围。在多通道测量的情

况下(例如，差分测量)，LOWER—SENSOR_I．IMIT是指一个通道的限值，而不是

所计算的两个通道的限值。

LOWER-SENSOR—LIMIT的单位是PRIMARY—VAl，UE～U’NIT

MIN—SENSOR—VALUE一1 保持最小的SECONDARY—VALUE一1。其单位在SECONDARY—VAI．UE一1中

定义

MAX—SENSOR—VAI。UE_2 见MAX—SENSOR-VALUE一1

MIN—SENSOR—VALUE一2 见MIN—SENSOR—VALUE-l

PRIMARY—VALUE 过程值，SECONDARY—VALUE-1／2的函数。

PRIMARY—VAI，UE的单位是PRIMARY—VALUE。UNIT

PRIMARY—VALUE—UNIT 选择PRIMARY—VALuE和其他值的单位代码。

单位代码的最小集：

1000： K(绝对温度)

1001： ℃(摄氏度)

1002： 蕾(华氏度)

1003： Rk(兰金)

根据所支持的INPUT—RANGE编码(当LIMTYPE一0时)，应支持电学单位

SECONDARY—VALUE一1 与通道1连接并由BIAS_I校正的过程值。

(SV_1) sEcONDARY_VALUE_J的单位是PRIMARY_VALUEUNIT

SECONDARY——VAI，UE_2 与通道2连接并由BIAS-2校正的过程值。

(SV_2) SECONDARY-VALuE-2的单位是PRIMARY—VALURUNIT

SENSOR—MEAS—TYPE 计算PRIMARY VALuE(PV)的数学函数。

编码：

0：PV—Sv_1

1：PV—Sv-2

128：PV—SV一卜sV一2 差值

129：PV=SV_2一SV二1 差值

192：PV=1／2×(Sv二1+SV一2) 平均值

193：PV--1／2×(SV_I+SV_2) 平均值，但若其中一个值有错误，

则取另一个值(SV一1或SV_2)

194～219：保留

220～239：制造商特定

240～255：保留

注：如果未执行测量通道，则其相应的sV—it的状况应被设置为：

“BAn Passivated，constant”(如果使用浓缩状态)或

“BAD-out of service，constant”(如果使用经典状态)

SENSOR_WlRE_CHECK 1 启用传感器l的断线和短路检测。

有效值表：

0：启用断线和短路检测

1：启用断线检测，禁用短路检测

2：禁用断线检测，启用短路检测

3：禁用断线和短路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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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51(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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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 数 描 述

SENSOR WIRE_CHECK一2 启用传感器2的断线和短路检测

有效值见SENSOR—WIRE_CHECK一1

TAl3 ACTUAL—NUMBER 见表50 、

TABJENTRY 见表50

TAB—MAX—NUMBER 见表50

TAB-MIN—NUMBER 见表50

TAB—oP—CODE 见表50

TAB-STATUS 见表50

TAB-)LY—VALUE 见表50

UPPER—SENSOR。LlMIT 传感器的物理上限功能(例如Ptl00—850℃)和输入范围。在多通道测量的情况

下(例如差分测量)，UPPER—SENSOR—LIMIT是指一个通道的限值，而不是所计

算的两个通道的限值。

UPPER SENSOR_I，IMIT的单位是PRIMARY—VALUE_UNIT

7．4．2．2．2热电偶设备的附加参数描述

热电偶设备温度转换块的参数描述见表152。

表152热电偶设备温度转换块的参数描述

参 数 描 述

RJ—TEMP 参考端温度。埘一TEMP的单位是PRlMARY—VALUE—UNIT。如果PRIMARY—

VALUE—UNIT不是温度单位(例如mV)，则将RJ—TEMP的单位规定为℃

RJ—TYPE 选择内部的参考端为固定值。

编码：

0：无引用 不使用补偿(例如，对于TC类型B)。

1：内部 参考端温度由设备本身通过内部或外部安装的传感器测量。

2：外部 使用固定值EXTERNAL—RJ—VALUE进行补偿。参考端必

须保持在恒温(例如通过参考端恒温器)

EXTERNALRJ—VALUE 外部参考端的固定温度值。EXTERNAL—RJ—VALUE的单位是PRIMARY—

VALUE-UNIT。如果PRIMARY—VALUE—UNIT不是温度单位(例如mV)，则

将EXTERNALRJ—VALUE的单位规定为℃

7．4．2．2．3热电阻设备的附加参数描述

热电阻设备温度转换块的参数描述见表153。

表153热电阻设备温度转换块的参数描述

参 数 描 述

SENSOR—CONNECTlON 与传感器的连接方式，可选择2线、3线和4线连接。

编码：

0： 2线

1： 3线

2：4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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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53(续)

参 数 描 述

CoMP—WIREl 当热电阻1使用2线或3线连接时，用以补偿线路阻抗的值(单位为n)

COMP—WIRE2 当热电阻2使用2线或3线连接时，用以补偿线路阻抗的值(单位为n)

7．4．2．2．4光学高温计设备的附加参数描述

光学高温计设备温度转换块的参数描述见表154。

表154光学高温计设备温度转换块的参数描述

参 数 描 述

EMISSIVITY 辐射系数补偿：以百分数(o至100％)的值去补偿过程值作为黑体

PEAK—TRACK 选择是否插人正常测量，或峰值采集(3种类型)，或跟踪和保持。

编码：

o：无峰值和无跟踪

1：峰值“A”

2：峰值“B”

3：峰值“c”模式l

4：峰值⋯C模式2
5：跟踪和保持

DECAY—RATE 以度每分为单位的衰减率(与峰值采集一起使用)

PEAK TIME 峰值采集类型“c”的时间(单位：s)

TRACK—H01，D 跟踪测量和保持的逻辑值(仅使用跟踪和保持)

编码：

0：保持

1：跟踪

SPEC￡FILT—SET 选择过滤器的类型。

编码：

0：无选择

1：过滤器Nr．1

2：过滤器Nr．2

3：过滤器Nr．3

N：过滤器Nr．N

7．4．2．3温度转换块的参数属性

7．4．2．3．1 温度转换块的通用参数属性

温度转换块通用参数的参数属性见表1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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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55温度转换块通用参数的参数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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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备(M)／
参数用 缺

相对 对象 存 大 访 复位 下载 可选(0)
参数名称 数据类型 法／传 省

索引 类型 储 小 问 类别 顺序 (A类和
输类型 值

B类)

．．．标准参数见“通用要求”

附加的温度转换块参数

8 PRIMARY-VAI．UE Record 101 D 5 C／a M

9 PRIMARY—VALUE—UNIT Simple Unsignedl6 S 2 C／a F 2 M

10 SECONDARY—VALUE一1 Record 101 D 5 C／a M

11 SECONDARY-VAl．UE一2 Record 101 D 5 C／a ()

12 SENSOR—MEAS_TYPE Simple Unsigned8 S l C／a F 3 M

13 INPUT RANGE Simple Unsigned8 S 1 C／a F 4 M

14 I。IN TYPE 见2．2．7．2，表51 1 M

19 BIAS_1 Simple F]oat S 4 C／a F 0．0 5 M

20 B1AS_2 Simple Float S 4 C／a F 0．0 ()

2l UPPER——SENSOR—．LIMIT Simple Float N 4 C／a M

22 LOWER—SENSORJ。IMIT Simple F10at N 4 C／a M

24 INPUT-FAULT二GEN Simole Unsigned8 D l C／a M

25 INPUT—FAULT_1 Simole Unsigned8 D l C／a M

26 INPUT-FAULT-2 Simple Unsigned8 D l C／a ()

27 SENSOR—WlRE—CHECK一1 Simple Unsigned8 S 1 C／a F o

28 SENSOR_WIRE—CHECK一2 Simple Unsigned8 S l C／a F ()

29 MAX-SENSOR—VAI。UE一1 Simple Float N 4 C／a I ()

30 MIN_SENSOR—VALUE一1 Simple Float N 4 C／a I O

3l MA)【-SENSOR—VAI．UE_2 Simple Float N 4 C／a I ()

32 MIN—SENSOR—VALUE一2 Siml]le Float N 4 C／a I o

33～44 见表156，表157和表158

45 TAB ENTRY 见表51 08

46 TAB-)LY—VAI。UE 见表51 o。

47 TAB-MIN—NUMBER 见表51 08

48 TAB_MA)LNUMBER 见表5l ()8

49 TAB一()P—CODE 见表51 08

50 TAB_STATUS 见表51 08

51 TAILACTUAILNUMBER 见表51 (y

52～61 PNO保留 M

62 第1个制造商特定参数 o

“如果支持L1N—TYPE一1(线性化表)．这些参数是必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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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2．3．2热电偶设备附加参数属性

热电偶设备附加参数的参数属性见表156。

表156热电偶设备附加参数的参数属性

相对
参数名称 对象类型 数据类型

存 大 访 参数用法／
复 缺 下 必备(M)／

位 载

索引 储 小 问 传输类型 类
省

顺 可选(O)

别 值 序 (A类和B类)

．标准参数见“通用要求”

．．通用的温度转换块参数

热电偶设备的附加参数

33 ILl—TEMP Simple Float D 4 C／a 0

34 RJ—TYPE Simple Unsigned8 S 1 C／a F 6 M

35 EXTERNAILRJ—VALUE Simple Float S 4 C／a F O

36～44 P1保留6

。如果支持RJ—TYPE一2(外部)，则EXTERNAL_RJ—VALUE是必备的。

6可以选择性地使用热电阻设备和光学高温计设备的附加参数。否则不得使用这些索引。

7．4．2．3．3热电阻设备附加参数属性

热电阻设备附加参数的参数属性见表157。

表157热电阻设备附加参数的参数属性

存 大 访 参数用法／
复 缺 下 必备(M)／

蓁豸i 参数名称 对象类型 数据类型
位

省
载

可选(O)
储 小 问 传输类型

类 顺
别 值 序 (A类和B类)

．．．标准参数见“通用要求”

．．．通用的温度转换块参数

热电阻设备的附加参数

33～35 PI保留8

36 SENSOR—CONNECTION simple Unsigned8 S 1 C／a F 7 M

37 COMP—WIREl Simple F[oat S 4 C／a F 0 0 8 M

38 COM—W1RE2 Simple Float S 4 C／a F 0．0 06

39～44 P1保留。

8可以选择性地使用热电偶设备的附加参数。否则不得使用这些索引。

“如果支持SENSOR—MEAS_TYPE≥128，则COMP—WIRE2是必备的。

。可以选择性地使用光学高温计设备的附加参数。否则不得使用这些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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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2．3．4光学高温计设备附加参数的参数属性

光学高温计设备附加参数的参数属性见表158。

表158光学高温计设备附加参数的参数属性

GB／T 27526—201 1

相对 存 大 访 参数用法／
复 缺 下 必备(M)／

参数名称 对象类型 数据类型
位 载

索引 储 小 问 传输类型 类
省

顺
可选(o)

别 值 序 (A类和B类)

．．标准参数见“通用要求”

．．通用的温度转换块参数

附加的光学高温计设备参数

33～38 PI保留8

39 EMISSIVITY Simple Float S 4 C／a F 100．0 9 M

40 PEAK TRACK Simple Unsigned8 S 1 C／a F O 10 M

4l DECAY—RATE Simple Float S 4 C／a F 11 M

42 PEAK—TIME Simple Float S 4 C／a F 12 M

43 TRACK—HOl，D Simple Unsigned8 S l C／a F 0 13 M

44 SPEC￡FILTSET Simple Unsigned8 S l C／a F O 14 M

4可以选择性地使用热电偶设备和热电阻设备的附加参数。否则不得使用这些索引。

7．4．2．4温度转换块的视图对象

温度转换块的视图对象见表159。

表159温度转换块的视图对象

访 问

保留

相对索引 参数名称 替代值 Viewj View 2 VJew 3
View一4

8 PRIMARY_VAI，UE 5 5

0 PRIMARY—VALUE—UNlT 2 2

10 SECONDARY——VALUE——1 5

11 SECONDARY—VALUE_2 5

12 SENSOR—MEAS-TYPE l l

13 INPUT—RANGE 1

14 LIN TYPE 1

19 BlAS_1 4

20 BlAS 2 4

21 UPPER—SENSoR一1．IMI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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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59(续)

访 问

保留

相对索引 参数名称 替代值 view_l V
Jew一2

V
Jew一3 View_4

22 LOWER—SENSORJ，IMIT 4

24 INPUT_FAUI。T—GEN l 1

25 INPUT—FAUI，T一1 1 l

26 INPUT—FAUI，T一2 l

27 SENSOR—WlRE—CHECK一1 l

28 SENSOR—WIRE—CHECK 2 l

29 MA)(-SENSOR—VALUE。1 4

30 MIN—．SENSOR——VAl，UE 1 4

31 MAX—SENSOILVALUE一2 4

32 M1N——SENSOR——VAI，UE_2 4

33 RJ—TEMP 4

34 RJ—TYPE l l

35 EXTERNALRJ—VALUE 4 4

36 SENSOR—CONNECTION l

37 CoMP．WIREl

38 COMP—W1RE2

39 EMISSrVITY 4

40 PEAK—TRACK 1

4l DECAY—RATE 4

42 PEAK—TIME 4

43 TRACK—HOl。D 1

44 SPECT FII』SET 1

45 TAB-ENTRY

46 TAB—X—Y—VALUE

47 TAB-MIN—NUMBER

48 TAB-MAX—NUMBER

49 TAB_OP—CODE

50 TAB—STATUS

51 TAB—ACTUAI，一NUMBER

视图对象的字节总数(+标准参数字节数) 7+13 54_-13 36-r36 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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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3压力

7．4．3．1压力转换块

7．4．3．1．1概述

GB／T 27526--201 1

本节描述在过程控制中所使用的压力测量的特殊方面。

标准压力行规描述了压力测量通用的基本参数集和特性。这里所描述的转换器限于单一类型的

测量。

压力转换器使用主传感器数据和参数计算其输出。可使用下列步骤对此类计算进行模型化：制造

商特定的信号补偿和线性化处理、整理、限值检查、主值对工程单位的转换和报警处理。

图42示出了压力转换块。

瑰场设备

压,／J转换块

由CHANNEL选择／‘葛画卜 脚如：PRIMARY VALUEI
SENS0 i VA 楱撤输入＼蹴渊／ 功雠嵌

＼窭尘!!／
l TRJmD VALUE 由CHANNEL造择

．／——藤高r—、 l倒娅SECONDARY_VALUE_2[
楱拱■入

＼、j型!!些坠些一／ 功l酎夷

(二蓝E刭线蝴能
1．．．．．．．．．．．．．．．．．．．．．．．．一

7．4．3．1．2校准(Calibration)

图42压力转换块

本条为压力变送器的公共用户校准方法推荐参数。

校准过程用于使读取的通道值与所应用的输入相匹配。传感器本身的校准是出厂前完成的，因此

是不可改变的。为组态此过程需定义6个参数，即：CAL—POINT—HI、CAL—POINT-I，O、CAL—MIN—

SPAN、SENSOR—UNIT、sENSOR_HI—LIM和SENSOR—LO—LIM。参数CAL一*定义了此传感器的

最高、最低校准值，以及校准的最小允许跨度值(如果必要)。sENsOR—UNIT允许用户为校准选择不

同于由PRIMARY—VALUE—UNIT定义的单位。

根据所使用的参数SENSOR—UNIT，如图43中所示，参数sENsoR—HI—I，IM和SENSOR-I。O—

LIM定义了传感器能够测量的最大值和最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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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3传感器校准

7．4．3．1．3线性化功能

图44示出了关于压力的压力转换块功能。

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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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5示出了关于流量的压力转换块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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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5压力转换块功能：流量

图46示出了关于物位的压力转换块功能。

图46压力转换块功能：物位

图47示出了流量的平方根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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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3．2压力转换块的参数描述

压力转换块的参数描述见表160。

图47流量：平方根功能

表160压力转换块的参数描述

参 数 描 述

该参数包含所允许的最小校准跨度值。为了保证当完成校准时，两个校准点(高
CALMIN—SPAN

和低)不会相距太近，此最小跨度信息是必须的。单位取自SENSOR—UNIT

该参数包含最高的校准值。为了校准上限点，将高的测量值(压力)传给传感器．
CALPOINTj{I

并将该点作为HIGH传送给变送器。单位取自SENSOR_UNIT

该参数包含最低的校准值。为r校准下限点，将低的测量值(压力)传给传感器，
CAI—POINT—l。O

并将该点作为LOW传输给变送器。单位取自SENSOR_UNIT

这是流量函数曲线从线性函数转成平方根函数的转折点。输入必须是归一化流
FI．()W—I．IN SQRT—POINT

量的百分数

LIN—TYPE 见“通用要求”

I，()Wj?I，()W—CU’LOFF 该点是流量函数的输出被设为0时流量的百分数。它用于抑制低流量值

MAX—SENSOR—VALUE 保持最大过程值SENSOR—VALUE。其单位在SENSOR—UNIT中定义

MIN—SENSOR-VAI。UE 保持最小过程值SENSOR—VALUE。其单位在SENSOR—UNIT中定义

MAX—TEMPERATURE 保持最高温度

MIN—TEMPERATURE 保持最低温度

该参数包含可用于功能块的测量值和状况。PRIMARY—VALUE的单位是PRI—
PRIMARY～VALUE

MAR￡VALUE UNIT

该参数包含压力设备的应用。

编码：

0： 压力

1： 流量
PRIMARY～VALUE—TYPE

2： 物位

3： 体积

4～127： 保留

>128： 制造商特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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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 数 描 述

该参数包含依据PRIMARY-VALUE TYPE的主值(PV)的工程单位代码。在这

些设备内的PRIMARY—VAI。UE—UNIT的自动调整是可选的。

压力的单位代码的最小集合为：kPa(1133)，bar(1137)，psi(1141)，inHg(11551。

如果设备支持流量测量或物位测量，则也必须支持相应的单位。体积流量单位代
PRIMARY_VAI，UE—UNIT

码的最小集合是：n13／hil349)，L／s(1351)，ft。／min(13571，gal／min(1363)。质量

流量单位代码的最小集合是：kg／s(1322)，lb／s(1330)。物位单位代码的最小集合

是：％(1342)，rll(1010)，ft(1018)。体积单位代码的最小集合是：m3(1034)，I。

(1038)．ft3(1043)，gal(1048)。上述代码符合“通用要求”中给出的单位代码表

PROCESS 该参数包含过程连接材料的索引编码。该编码符合“通用要求”中给出的材料代

CONNECTIUN—MATERlAI。 码表

PROCESS-

CONNECTION—TYPE
该参数包含过程连接类型的材料编码。该索引编码是制造商特定的

这是使用高、低标度值将压力转换成SECONDARY—VALUE一8的输人转换。相
SCALEjN

关单位是SECONDARY—vAI。uE_I—UNIT

这是使用高、低标度值进行线性化值的输出转换。相关单位是PRIMARY—
SCAI．E～()UT

VAI，UE_UNIT。它符合“通用要求”中给出的单位代码表

SECONDARY——VAI，UE——1 该参数包含可用于功能块的压力值和状况

该参数包含SECONDARY—VAI。UE_1的压力单位。压力单位代码的最小集合

SFA；()NDARY VALUE—l-UNIT 是：kPa(1133)，bar(1137)．psi(1141)．inHg(1155)。它符合“通用要求”中给出的

单位代码表

该参数包含输入定标后的测量值以及对功能块可用的状况。该参数包含无工程
SECONDAR￡蹦￡UE一2

单位的归一化的压力值

该参数包含SECONDARY—VALUE一2的单位。它固定为“无意义”，即该参数的SECONDARY-VAI～UE 2 UNlT
值等于1997

SENSoR—DIAPHRAGM—

MATERIAL
该参数包含与过程介质接触的隔膜材料的索引编码

SENSOR—FILLFLUID 该参数包含传感器内填充液体的索引编码。该索引编码是制造商特定的

SENSOR HLLIM 该参数包含传感器的上限值。单位取自SENSOR_UNIT

SENSOR I。o LIM 该参数包含传感器的下限值。单位取自SENSOR—UNIT

SENSOR-MAx-STATIc-

PRESSURE
该参数包含传感器的最大静压值。单位取自SENSOR—UNIT

SENSoR—o—R1NG

MATERIAL
该参数包含在隔膜与过程连接之间的。型圈材料的索引编码

SENSOILSERIAL
NUMBER

该参数包含传感器序列号

SENSOR—TYPE 该参数包含制造商特定表格中所描述的传感器类型的索引代码

该参数包含用于校准值的工程单位的索引代码。SENSOR—UNIT应为压力装置
SENSOR_UNIT

的可互换部分的子集

该参数包含传感器的原始值。这是来自传感器的未校准的测量值，单位取自
SENSOR—VALUE

SENSOR～UNIT

TAB—ACTUALNUMBER 见表50

TAB一1NDEX 见表50

TAB—MAX—NUMBER 见表50

TAB_MIN—NUMBER 见表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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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60(续)

参 数 描 述

TAB—oP—CoDE 见表50

TAB_STATUS 见表50

TAB_X—Y—VALUE 见表50

该参数包含温度(例如用于测量补偿的传感器温度)以及在转换器内使用的相关
TEMPERATURE

状况。TEMPERATURE的单位是TEMPERATURE—UNIT

该参数包含温度的单位。温度单位代码的最小集合是：K(1000)．℃(1001)，。F
TEMPERATURE—UNIT

(1002)。这些编码符合“通用要求”中给出的单位代码表

TRIMMEDLVALUE 该参数包含调整处理之后传感器的值，单位取自SENSOR—UNIT

7．4．3．3压力转换块的参数属性

压力转换块的参数属性见表161。

表1 61 压力转换块的参数属性

参数用 复 缺 下 必备(M)／
相对

参数名称 对象类型 数据类型
存 大 访 位 载

法／传 省 可选(O)
索引 储 小 问 类 顺

输类型 别 值 序 (A类和B类)

．．．标准参数见“通用要求”

附加的压力转换块参数

8 SENSOR—VALUE Simple Float D 4 C／a M(B)

9 SENSOR-HLLIM Simple Float N 4 C／a M(B)

10 SENSOR上O—LIM Simple Float N 4 C／a M(B)

ll CALPOINT HI Simple FIoat S 4 C／a F M(B)

12 CALPOINT—LO Simple Float S 4 C／a F M(B)

13 CAL—MIN—SPAN SimpLe Float N 4 C／a M(B)

14 SENSoR UNIT Simple Unsignedl6 S 2 C／a F 2 M(B)

15 TRIMMED—VALUE Record 101 D 5 C／a M(B)

16 SENSOR TYPE Simple Unsignedl6 N 2 C／a M(B)

17 SENSOR_SERIAL_NUMBER Simple Unsigned32 N 4 C／a M(B)

18 PRIMARY VAI。UE Record 101 D 5 C／a M(B)

19 PRlMARlLVALUE—UNIT Simple Unsignedl6 S 2 C／a F 3 M(B)

20 PRIMARY_VALUE』YPE Simple Unsignedl6 S 2 C／a I M(B)

SENSOR—DIAPHRAGM—
21 Simple Unsignedl6 S 2 C／a I O(B)

MATERIAI，

22 SENSOR—FILLFLUlD Simple Unsignedl6 S 2 C／a I O(B)

SENSORJⅡAX—
23 Simple Float N 4 C／a O(B)

STATIC—PRESSURE

SENSOR—O—RING—
24 Simple Unsignedl6 S 2 C／a I O(B)

MATER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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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 存 大 访
参数用 复 缺 下 必备(M)／

索引
参数名称 对象类型 数据类型 法／传

位 载
可选(O)

储 小 问 类 省 顺
输类型 别 值 序 (A类和B类)

PROCESs-
25 Simple Unsignedl6 S 2 cf0 I O(B)

CONNECTION—TYPE

PROCESS_CONNECTION—
26 Simple Unsignedl6 S 2 C／a I O(B)

MATERIAL

27 TEMPERATURE Reeord 101 D 5 C／a O(B)

28 TEMPERATURE—UNIT Simple Unsignedl6 S 2 C／a F 4 O(B)

29 SECONDARY_VALUE二1 Record 101 D 5 C／a o“j)

SECONDARE矿ALUEl一
30 Simple Unsignedl6 S 2 C／a F 5 O(B)

UNIT

31 SECONDARlLVALUE一2 Record 10l D 5 C／a 0(B)

SECONDARY—VALUE一2一
32 Simple Unsignedl6 S 2 C／a F 6 O(B)

UNlT

33 LIN—TYPE 见2．2．7．2，表51 1 M(B)

34 SCALE_IN Array Float6 S 8 C／a F 7 O(B)

35 SCALEJ)UT Array FIoat6 S 8 C／a F 8 O(B)

36 LOW—FLOW—CUT—OFF Simple Float S 4 C／a F 0(B)

37 FLOWj。IpLSQRT_POINT Siml)le Float S 4 C／a F ()(B)

38 TAB—ACTUAL—NUMBER 见表5l O(B)5

39 TAB ENTRY 见表5l O(B)4

40 TAB MAX—NUMBER 见表51 O(B)8

41 TAB-MIN—NUMBER 见表51 O(B)‘

42 TAB-OP—CoDE 见表5l O(B)8

43 TAB—STATUS 见表51 O(B)3

44 TAB—X—Y—VAI，UE 见表5l O(B)。

45 MAX_SENSOR—VAI。UE Simple Float N 4 C／a I O(B)

46 MIN——SENSOR——VALUE Simple Float N 4 C／a I O(B)

47 MAX—TEMPERATURE Simple Float N 4 C／a I O(B)

48 MIN—TEMPERATURE Simple Float N 4 C／a I O(B)

49～58 PNO保留

。如果支持LIN_TYPE=I(线性化表)，则这些参数是必备的。

6第1个浮点值：与100％对应的EU值，第2个浮点值：与0％对应的EU值。

7．4．3．4压力转换块的视图对象

压力转换块的视图对象见表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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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62压力转换块的视图对象

访 问

保留

相对索引 参数名称 替代值 View l V
Jew一2 View_3 View 4

8 SENSOR—VALUE 4

9 SENSOR—HLLIM 4

10 SENSOR—LO—LIM 4

11 CAL_POINT—HI 4

12 CALPOINT-LO 4

13 CALMIN—SPAN 4

14 SENSOR—UNIT 2 2

15 TRIMMED—VALUE 4

16 SENSOR—TYPE 2

17 SENSOR—SERlAI—NUMBER 4

18 PRIMARlLVAl。UE 5 5

19 PRIMARlLVALUE—UNIT 2 2

20 PRIMARlLVAI。UE—TYPE 2 2

21 SENSOR DIAPHRAGM—MATERIAL 2

22 SENSOR—FII。L-FLUID 2

23 SENSOILMAX-STATIC．PRESSURE 4

24 SENSOR．f)-RIN(LMATERIAL 2

25 PROCESS_CONNECTION—TYPE 2

26 PROCESS—CoNNECTlON—MATERIAL 2

27 TEMPERATURE 5

28 TEMPERATURE。UNlT 2 2

29
SECONDARY—VALUE一1 5

30 SECONDARlLVAl。UE-1一UNIT 2

31 SECONDARY—VALUE一2 5

32 SECONDARY—VALUE_2一UNIT 2

33 LIN—TYPE 1

34 SCALE IN 8

35 SCALE—OUT 8

36 LOW—FLOW—CUT—OFF 4

37 FLOW—LIN—SQRT—POINT 4

38 TAB-ACTUALNUMBER

39 TAB INDEX

40 TAB-MAX—NUMBER

41 TAB-MIN—NUMBER

42 TAB—OP—CODE

43 TAB-STATUS

44 TAB—X—Y—VALUE

45 MAX—SENSOR—VALUE 4

46 MIN-SENSOR_VAI．UE 4

47 MAX—TEMPERATURE 4

48 MIN—TEMPERATURE 4

视图对象的字节总数(+标准参数字节数) 5+13 86+13 43+36 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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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3．5压力设备的动态变量分配

压力设备的动态变量分配见表163。

表163压力设备的动态变量分配

GB／T 27526--20 1 1

应用 转换器输出
、

PRIMAR￡VALUE一厂YPE PRIMARY_VAI。UE SECONDARlLVAI．UE-l SECONDARY—VALUE-2 TEMPERp口URE

压力 压力 温度

流量 流量 压力 温度

物位 物位 压力 温度

体积 体积 压力 归一化压力 温度

7．4．4物位

7．4．4．1物位转换块概述

物位转换块描述了物位设备的基本参数集。图48定义了这些参数的基本功能关系。

一三。◆ 棱搬输

入

模拟输

入

榭H输
入

图49示出了物位校准传递函数。

暂位

Lovel H1

图48物位转换块的功能图

Cat Point Lo Cal Point H1

图49物位校准传递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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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0示出了线性化功能图。

Secondary_v

@奏梦
primaryel眦1

图50线性化功能圈

图5l给出一个雷达物位的应用示例。

LevelHl

f缺誊t00)

(缺脊0)

l ￡ 3 l f Sensor_olrset

Seasor value

Level Cad——Pc

7
．／
Seeondarv value 1

∥

图51应用示例：雷达物位

图52给出一个液压物位的应用示例。

Level H1

r缺省：1001

Level Lo

f缺省：01

Seeondap]valw 1

Levd
Cal Point Lo

Level O丘§d

Sensor Offset

—几

图52应用示例：液压物位

液压物位设备可以在线或离线校准(SENSOR—VALUE用于物位校准；CAL TYPE一1，在线)。

图53给出一个电容物位的应用示例。

190



Level Hl

(缺省：1001

Lovel Lo

f缺省：0、

Lovel So∞ndaⅣv“"Lie 1

Level 0曲n

GB／T 27526--20”

CaI Point Hl

SensorⅧue

Cal Point Lo

图53应用示例；电容物位

电容物位设备需在线校准(SENSOR—VALUE用于物位校准；CAL_TYPE一1，在线)。

7．4．4．2物位转换块的参数描述

物位转换块的参数描述见表164。

表164物位转换块的参数描述

参 数 描 述

CALPOINT HI是SENSOR—VALuE的高校准点。它对应于I点VEL—HI。其单
CAL—POINT—HI

位在SENSOR UNIT中定义

cALPOINT_Lo是SENSOR—VALUE的低校准点。它对应于LEVEL—LO。其单
CAL—PoINT—Lo

位在SENSOR—UNIT中定义

定义校准类型。

编码：
CAL—TYPE

0： 离线；传感器的值对物位校准无影响。对于雷达设备是必备的。

1：在线；传感器的当前值决定物位校准

由SENSOR—VALUE经线性转换直接导出的物位，该线性转换通过使用LEVEL—

LEVEI， HI、LEVEL—LO、CAL—POINT—HI、CAL—POINT—LO和LEVEL—oFFSET实现。

其单位在LEVEL_UNIT中定义

LEVELHI是处于CAL—PoINT—HI时的物位值。其单位在I，EvEL—UNIT中

定义。
LEVEL HI

在写入LEVEL HI和cALTⅥ)E一1时，cALPoINT_HI自动被设为SENSOR—

VALUE

LEVELLO是处于CAL—POINT—LO时的物位值。其单位在LEVEL—UNIT中

定义。
LEVEL_I，O

在写人LEVELLO和CAL TYPE一1时，CALPOINT—LO自动被设为SENSOR—

VALUE

LEVEL—OFFSET是在物位校准的传送功能之后添加的常数偏移量。其单位在
I。EVELOFFSET

LEVELUNlT中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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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64(续)

参 数 描 述

为LEVEl。、LEVEl⋯HI 1。EVEL_I，O和LIN—DIAMETER所选择的单位代码。
I。EVEI—UNIT

必备：％，m，ft

I。lN TYPE 见表50

以LEVEL_UNIT为单位的圆柱卧式容器或球状容器的直径。
LIN—DIAMETER

当LIN—TYPE一20或2l时使用

LIN—VOI。UME是圆柱卧式容器或球状容器的整体容量。
IAN—V()I。UME

当I，IN—TYPE一20或21时使用。其单位在PRIMARY_VAI。UE—UNIT中定义

MAX—SENSOR—VALUE 最大的过程值SENSOR—VALUE。其单位在SENSOR—UNIT中定义

MIN—SENSOR—VALUE 最小的过程值SENSOR—VALUE。其单位在SENSOR UNIT中定义

MAX—TEMPERATURE 最大的过程温度

MIN—TEMPERATURE 最小的过程温度

PRIMARY—VAI，UE是转换块的过程值和状况，它是模拟输入块的输入。当线性化

PRlMARY—VAI．UE 类型一0时，PRIMARY—VALUE包含与物位相同的值。其单位在PRIMARY—

VALuE_UNlT中定义

为PRIMARY—VALuE和LIN—VOLUME所选择的单位代码。
PRIMARY—VALUEJUNIT

必备：％，rll，ft

sEc()NDARY—VAI。UE_I是LEVEL+LEVELOFFSET，以及转换块的状况。其
SECONDARY—VAl．UE_1

单位在SECONDARLVALUE 1一UNIT中定义。它能与第2个模拟输入块连接

SEC()NDARY～VALUE一1一
为SECONDARY-VALUE—l所选择的单位代码，与在LEVEl．一UNIT中定义的

相同。
UNIT

必备：％，m，ft

SECONDARY_VAI。UE一2是SENSOR—VALUE+SENSOR—OFFSET，以及转换

SECONDARY—VAl，UE一2 块的状况。其单位在SECONDARY—vALUE一2一UNIT中定义。它能与第3个模拟

输入块连接

SECoNDARY—VAI。UE一2一
为SECONDARlLVAI。UE一2所选择的单位代码，与在SENSOR—UNIT中定义的

相同。
UNIT

必备的压力单位：Pa，mbar，psi；必备的距离单位：m，ft

SENSOR—．HIGH——LIMIT 传感器的过程上限，其单位在SENSOR—UNIT中定义

SENSOR-LOW一1．IMIT 传感器的过程下限，其单位在SENSOR—UNIT中定义

SENSOR_OFFSET是给SENSOR—VALUE添加的常数偏移量。其单位在SENSOR—
SENSOR-OFFSET

UNIT中定义

用于SENSOR—VAI．UE、SENSOR—LOW—LIMIT、SENSOR—HIGH—LIMIT、AL—

P【)INT—HI、CAL—POINT—LO、MAX—SENSOR—VALUE和M1N—SENSOR—
SENSOR UNIT

VAI。UE的单位。

必备的压力单位：Pa，mbar，psi；必备的距离单位；131，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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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 数 描 述

SENSOR—VALUE 传感器的物理值

TEMPERATURE 过程温度

温度单位。为TEMPERATURE、MAX—TEMPERATuRE、MAX—TEMPERATuRE
TEMPERATURE—UNIT

所选择的单位编码

TAB ENTRY 见表50

LIN—TYPE 见表50

TAB—X—Y—VALUE 见表50

TAB_MIN—NUMBER 见表50

TAB_MAX—NUMBER 见表50

TA耻()●CoDE 见表50

TAB STATUS 见表50

TAB—ACTUAL—NUMBER 见表50

7．4．4．3物位转换块的参数属性

物位转换块的参数属性见表165。

表165物位转换块的参数属性

必备(M)／

相对
参数名称 对象类型 数据类型 存储 大小 访问

参数用法／ 复位 缺省 下载 可选(O)

索引 传输类型 类别 值 顺序 (A类和

B类)

．．．标准参数见“通用要求”

附加的物位转换块参数

8 PRIMARY—VALUE Record 101 D 5 C／a M(B)

PRIMARY-VAI．UE-
9 Simple Unsignedl6 S 2 C／a F ％ 2 M(B)

UNIT

10 LEVEL Simple Float D 4 C／a M(B)

11 LEVEL—UNIT Simole Unsignedl6 S 2 C／a F ％ 3 M(B)

12 SENSOR—VALUE Simole Float D 4 C／a M(B)

13 SENSORJUNIT Simple Unsignedl6 S 2 C／a F 4 M(B)

SECONDAR芷VALUE一
14 Record 101 D 5 C／a O(B)

1

SECONDARY_VAI，UE—
15 Simple Unsignedl6 S 2 C／a F O(B)

l—UN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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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65(续)

必备(M)／

相对
参数名称 对象类型 数据类型 存储 大小 访问

参数用法／ 复位 缺省 下载 可选(O)

索引 传输类型 类别 值 顺序 (A类和

B类)
—

16
SECONDARY_VALUE一2 Reeord 101 D 5 C／a O(B)

SECONDARY——VAI。UE——2
17 Simple Unsignedl6 S 2 C／a F O(B)

一UNlT

18 SENSOR_OFFSET Simple Float S 4 C／a F 0 5 M(B)

19 CAL TYPE Simple Unsigned8 S 1 C／a F 7 M(B)

20 CAl。一POINT-LO Simple Float S 4 C／a F 88 M(B)

2l CAL—POIN’r-HI Simple Float S 4 C／a F 98 M(B)

22 l，EVEILl。o Simple Float S 4 C／a F O 10 M(B)

23 LEVEL_HI Simple Float S 4 C／a F 100 11。 M(B)

24 LEVELOFFSET Simple Float S 4 C／a F 0 6 M(B)

25 LIN TYPE 见2．2．7．2，表5l 1 M(B)

26 L1N—DIAMETER Simple Float S 4 C／a F 100 O(B)

27 LIN VoI．UME Simple Float S 4 C／a F 100 O(B)

SENSOR—HIGH—L1M一
28 Simple Float C 4 C／a O(B)

1T

29 SENSOR——LOW——LIMIT Simple Float C 4 C／a O(B)

30 MAx—SENSOR—VALUE Simple Float N 4 C／a I O(B)

31 MIN—．SENSOR——VAl。UE Simple Float N 4 C／a I O(B)

32 TEMPERATURE Simple Float D 4 C／a O(B)

TEMPERATURE—
33 Simple Unsignedl6 S 2 C／a F ℃ O(B)

UNIT

34 MAX—TEMPERATURE Simple Float N 4 C／a I O(B)

35 MIN—TEMPERATURE Simple Float N 4 C／a I O(B)

36 TAB-ENTRY 见表51 O(B)6

37 TAB—X—Y—VALUE 见表51 O(B)6

38 TAB_MIN—NUMBER 见表51 O(B)。

39 TAB-MAXJNUMBER 见表51 O(B)o

40 TAlLOP—CODE 见表51 O(B)。

41 TAB STATUS 见表51 O(B)6

TAB—ACTUAL—NUM—
42 见表51 O(B)6

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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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备(M)／

相对
参数名称 对象类型 数据类型 存储 大小 访问

参数用法／ 复位 缺省 下载 可选(O)

索引 传输类型 类别 值 顺序 (A类和

B类)

43～
P1保留 M(A，B)

52

53 第1个制造商特定参数 O(A．B)

8仅当CAL—TYPE一0时才允许下载}

6如果支持L1N_TYPE一1(线性化表)，则这些参数是必备的。

7．4．4．4物位转换块的视图对象

物位转换块的视图对象见表166。

表166物位转换块的视图对象

访问

保留

相对索引 参数名称 替代值 view_l view一2 view一3 view_4

8 PRIMARY-VAl，UE 5 5

9 PRIMARY—VAl．UE_UNIT 2 2

10 LEVEL 4 4

11 LEVEL—UNIT 2 2

12 SENSOR—VAI，UE 4

13 SENSOR_UNIT 2 2

14 SECONDARt矿AI。UEi 5

15
SECONDARY—VALUE一1一UNIT

2 2

16 SECONDARY—．VAl。UE——2 5

17 SECONDARY．．VALUE_2——UNIT 2 2

18 SENSOR_OFFSET 4

19 CAL—TYPE 1

20 CAL—P()INT—LO 4

2l CALPOlNT—HI 4

22 LEVELLO 4

23 I。EVEL—HI 4

24 LEVELoFFSET 4

25 LIN TYPE l

26 LIN DIAMETER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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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66(续)

访问

保留

相对索引 参数名称 替代值 view一1 view 2 view一3 view 4

27 I。IN—V()I，UME 4

28 SENSOR—H1GH—L1MIT 4

29 SENSOR—LOW—LIMIT 4

30 MAX—SENSOI乙VALUE 4

3l MIN——SENSOR—．VALUE 4

32 TEMPERATURE 4

33 TEMPERATURE—UNlT 2 2

34 MAX—TEMPERATURE 4

35 MIN—TEMPERATURE 4

36 TAB-ENTRY

37 TAB—X／Y—VAI。UE

38 TAB—MIN—NUMBER

39 TAnMA)LNUMBER

40 TAB()P CoDE

4l TAB-STATUS

42 TAB—ACTUAL—NUMBER

视图对象的字节总数(+标准参数字节数) 9__13 80牟13 29+36 保留

7．4．5流量

7．4．5．1流量转换块概述

流量转换块描述流量设备的基本参数集。在7．4．5中描述了用于若干测量原理的必备参数集。图

54示出了这些参数的功能性相互关系。

倒蠹霭灞赫黜
图54流量转换块的功能框图



7．4．5．2流量转换块的参数描述

7．4．5．2．1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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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量转换块的参数取决于流量计的类型。表167概述了这些参数的分配。定义这些参数用于电磁

流量计、科里奥利流量计、涡流流量计、热流量计、超声波流量计，以及可变面积流量计。为差压变送器

的流量转换块定义最小参数集是不可能的。该转换块主变量(质量流量或体积流量)的输出类型取决于

应用。差压变送器转换块应传送传感器下限和上限范围值及相应单位。

表167将每个参数指定用于一种流量计类型。对于这些类型，所有的参数都是必备的。

表167流量设备转换块的参数总览

参 数 流量计类型

电磁 科里奥利 涡流 热质量 超声波 可变面积

流量计 流量计 流量计 流量计 流量计 流量计

CALIBR FACToR M M M M M M

NOMINALSIZE M M M M M M

NOMINAL—SIZE_UNITS M M M M M M

LOUFLOW—CUTOFF M M M M M M

FLOW—DIRECTION M M () () M 0

ZERO—POlNT O O O () () ()

ZERO—POINT-ADJUST 0 o o o () O

ZERO—POINT UNIT 0 o () () () O

MEASUREMENT MODE M M () o M o

SAMPI，ING—FREQUENCY M o o o () o

SAMPI，IN(LFREqLUNlTS M o () () () O

VOLUME—FLOW M 0 M () M M

VOLUMEFLO虻LO—LIMIT M () M o M M

VOLUME-FLOW—HLLIMIT M O M 0 M M

VOI。UMLFI．OW—U『NITS M () M O M M

MASS_FL()W o M () M o ()

MASS_FLOW—LO—LIMIT o M o M () O

MASS FLOW—HLLIMIT o M o M o O

MASS-FI。OW—UNlTS O M O M () ()

DENSITY o M o 0 o ()

DENSITY—I。O—LIMIT 0 M () () O o

DENSITY—HLLlMIT () M o O o 0

DENSITY—UNITS () M o o O ()

TEMPERATURE O M O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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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67(续)

参 数 流量计类型

电磁 科里奥利 涡流 热质量 超声波 可变面积

流量计 流量计 流量计 流量计 流量计 流量计

TEMPERATURE—L()-LIMIT () M O O O O

TEMPERATURE—H1一LIMIT O M 0 0 O o

TEMPERATURE—UNITS o M O O () o

VORTEX—FREQUENCY O 0 M O () o

VORTEx_FREQ上O—I，1MIT o o M 0 O o

VORTEX—FREQ二HLLIMIT O O M o () ()

VORTEX_FREO UNⅡS o o M o o ()

SOUND VELOCITY 0 o () o M ()

SOUND VELOCITlLLo—LIMIT o o o O M 0

SOUND VELOCITY—HLLIMIT O O 0 0 M O

SOUND二VEI。OCITY—UNITS 0 o O O M O

M——必备的；

O——可选的。

7．4．5．2．2流量转换块的参数描述

流量转换块的参数描述见表168。

表168流量转换块的参数描述

参 数 描 述

流量传感器的增益补偿值，以使得流量指示达到制造商规定的精度(传感器特
CAI。IBR FACTOR

定的，不应被下载)

NoMINAL SIZE 用于插人型流量变送器的测量管道的理想尺寸或过程管道尺寸

所选的NOMINAL_SIZE参数的单位。

NOMINALSIZLUNITS 1013；mm

lOl9 11nch

如果PV绝对值小于LOW—FLOW—CUTOFF，则将PV设为0。该值可以有一

LOW—FLO贮CUTOFF 个滞后。如果该值有一个滞后，则LOW—FLOW—CUTOFF定义更低的切换点。

LOw—FL()w—CUTOFF的单位是该PV的单位

对测量的PV值指定一个任意的正或负符号。

FLOW—DIRECTIoN 0：正

l：负

流量传感器的偏移补偿值。在无流量时．可以指示真正的零流量值(传感器特
ZERO—POINT

定，不应被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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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 数 描 述

启动设备特定的调整周期。在无流量过程条件下，它决定真正的ZERO—

POINT值。结果保存在ZERO—POINT中。
ZERO—P01NT ADJUST

0：取消

1：执行

所选的ZERO—POINT参数的单位代码。
ZERO——P01NT——UNIT

1062：mm／s

流量测量模式，单向测量或双向测量。

MEASUREMENT—MODE 0：单向

1：双向

SAMPLlNG—FREQ 指示传感器的现场采样频率(field frequency)(传感器特定，不应被下载)

所选的参数SAMPI。1NG_FREQ的单位代码。
SAMPLINtFREQ．UNITS

1077；Hz

VOLUME—FLOW 体积流量的测量值

VOLUME-FI。OW一1。O—LIMlT 传感器的下限范围值(体积流量)的绝对值

VOLUME-FI，ow—HL LIMIT 传感器的上限范围值(体积流量)的绝对值

所选的参数VOLUME—FL0w、VOLUME—FLOW—LOj。IMIT和VOI。uME—

FLOwj{LLIMIT的单位代码。

1349：m3／h
VOLUME—FLOW—UNITS

1351：I．／s

1357：It3／s(立方英尺每秒)

1363：gal／min[】J[1仑(美制)每分钟]

MASS FI。()W 质量流量的测量值

MAS&FLOW—HI—I。IMIT 传感器的上限范围值(质量流量)的绝对值

MASS-FLOW-1⋯O I IMIT 传感器的下限范围值(质量流量)的绝对值

所选的参数MASS FLOW、MASS—FLOW—HI—LIMI和MASS—FLOW～LO—

LIMIT的单位代码。
MASS-FLOW—UNITS

1322：kg／s

1330：lb／s

DENSITY 介质密度的测量值

DENSITY—HI—LIMlT 传感器的上限范围值(密度)

DENSITY—L【)一LIMIT 传感器的下限范围值(密度)

所选的参数DENSITY、DENSITY—HI—LIMIT和DENSITY—LO—LIMIT的单

位代码。
DENSITY—UNITS

1103：kg／I．

1107：lb／ft3

TEMPERATURE 传感器的温度测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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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68(续)

参 数 描 述

所选的参数TEMPERATURE、TEMPERATuRE—HI—LIMIT和TEMPERA—

TURE_I．O—LIMIT的单位代码。

TEMPERATURE UNITS 1000：K

1001：℃

1002：。F

TEMPERATURE—HL LIMIT 传感器的上限范围值(温度)

TEMPERATURE-I，O—I。IMlT 传感器的下限范围值(温度)

VOR'I’EXFREQ 涡流频率测量值，与流量速度成比例

V()RTE)(_FREQLHI—LIMlT 传感器的上限范围值(涡流频率)

VORTEX—FRE也LO—LIMIT 传感器的下限范围值(涡流频率)

所选的参数VORTEX～FREQ、VORTEX—FREQ L0一LIMIT和VORTEX—

V()RTEX—FRElLUNITS FREeLHLLIMIT的单位代码。

1077：Hz

SOUNl3_VEI。OCITY 介质的声速

SOUND—VEl。OCITY—HL LIMIT 传感器的上限范围值(声速)

SOUND二VEl。OCITY—I．()_IAMlT 传感器的下限范围值(声速)

所选的参数SOUND—VEl。OCITY、SOUND—VEI。OCITY—LO—IAMIT和

s()uND二VELOcITYj{LLIMIT的单位代码。
SOUND VELOCITY—UNITS

1061：m／s

1067：ft／s

7．4．5．3流量转换块的参数属性

流量转换块的参数属性见表169。

表169流量转换块的参数属性

必备(M)／

相对 参数用法／ 复位 缺省 下载 可选(())

索引
参数名称 对象类型 数据类型 存储 大小 访问

传输类型 类别 值 顺序 (A类和

B类)

．．．标准参数见“通用要求”

附加的流量转换块参数

传感

8 CALIBR-FACTOR Simple Float S 4 C／a F 器特

定

9 LoW～FLO、V—CUTOFF Simple Float S 4 C／a F 0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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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备(M)／

相对 参数用法／ 复位 缺省 下载 可选(())

索引
参数名称 对象类型 数据类型 存储 大小 访问

传输类型 类别 值 顺序 (A类和

B类)

MEASUREMENT
10 Simple Unsigned8 S 1 C／a F 0 1

—MoDE

1l F【．o、V—DIRECTION Simple Unsigned8 S l C／a F O 2

传感

1 2 ZER(LPOINT Simple Float S 4 C／a F 器特

定

ZERO—POINT—AD—
13 Simple Unsigned8 N l C／a 0

JUST

14 ZERO—P()IN7r_UNIT Simple Unsignedl6 S 2 C／a 1062 3

15 NOMINAI—S1ZE Simple Float S 4 C／a F

16 N()M1NAI。SIZE_UNITS Simple Unsignedl6 S 2 C／a 1013 4

】7 VOI，UME．。FLOW Record 10l D S C／a

18 V()LUME FLOW_UNITS Simple Unsignedl6 S 2 C／a F 1349 5

VOl，UME—FI。OW—I。O
19 Simple FIoat S 4 C／a F

—LIMIT

VOI．UME——FLOW——HI
20 Simple Float S 4 C／a F

—IAMIT

2l MASS-FI．()W Record 101 D 5 C／a

22 MASS FLOW—UNITS Simple Unsignedl6 S 2 C／a F 1322 6

MASS—FI。OW—I，()
23 Simple Float S 4 C／a F

～IAMIT

MASS—FI，OW—H1
24 Simple Float S 4 C／a F

～1AMIT

25 DENSITY Record 101 D 5 C／a

26 DENSlTY—UNITS Simple Unsignedl6 S 2 C／a F 1103 7

27 DENSlTlLl。O—L1MIT Simple Float S 4 C／a F

28 DENSlTY—HLLIMIT Simple Float S 4 C／a F

29 TEMPERATURE Record 101 D 5 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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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69(续)

必备(M)／

相对
参数名称 对象类型 数据类型 存储 大小 访问

参数用法／ 复位 缺省 下载 可选(O)

索引 传输类型 类别 值 顺序 (A类和

B类)

30 TEMPERATURE—UNITS Simple Unsignedl6 S 2 C／a F 1000 8

TEMPERATURE—LO
31 Simple Float S 4 C／a F

_LIMIT

TEMPERATURE—HI
32 Simple Float S 4 C／a F

—LIMIT

33 VORTEX—FREQ Record 101 D 5 C／a

VoRTEX—FREl工
34 Simple Unsignedl6 S 2 C／a F 1077 9

UNITS

VORTEX_FREq_LO_
35 Simple Float S 4 C／a F

UMIT

VORTEX FREQ_HI—
36 Simple Float S 4 C／a F

LIMIT

37 SOUND VELOCITY Record 101 D 5 C／a

SOUNDLVEI，OCITY—
38 Simple Unsignedl6 S 2 C／a F 1061 10

UNITS

SOUND——VELOCITY——
39 Simple Float S 4 C／a F

LO—LIMIT

SOUND——VELOCITY——
40 Simple Float S 4 C／a F

HLLIMIT

41 SAMPLING—FREQ Record L01 D 5 C／a

SAMPLIN芷FREQ
42 Simple Unsignedl6 S 2 C／a 1077 11

UNITS

43～
PN()保留 M(A，B)

52

第1个制造商特定的
53 O(A，B)

参数

3见表167。

7．4．5．4流量转换块的视图对象

流量转换块的视图对象见表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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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问

相对索引 参数名称 View_l和View一2

电磁 科里奥利 涡流 热质量 超声波 可变面积

流量计 流量计 流量计 流量计 流量计 流量计

8 CALIBR—FACTOR

9 LOW—FLOW—CUTOFF

10 MEASUREMENT MODE

11 FL0虻DIRECTlON

12 ZERo—POINT‘

13 ZERO—P01NT ADJUST

14 ZERO—POINT二UNIT

15 NoMINAL—SIZE

16 NOMINAL_SIZE—UNITS

17 VOLUME-FLOW 5 5 5 5

18 ”OLUMEFLO贮UNITS

19 VOLUME-FLOW—LO—LIMIT

20 VOLUME-FLOW—HLLIMIT

21 MASS-FLOW 5 5

22 MAS殳FLoW—UNITS

23 MASS FLOW-LO—LIMIT

24 MASS_FLOW—HLLIMIT

25 DENSITY 5

26 DENSITY UNITS

27 DENSITY—LO—LIMlT

28 DENSITY—．HI——LIMlT

29 TEMPERATURE 5

30 TEMPERATUREJUNITS

31 TEMPERATURE-LO—LIMIT

32 TEMPERATURE—HI—LIMIT

33 VORTE)(-FREQ 5

34 VORTEX—FREQ_UNITS

35 VORTEX-一FREqLL()_I。IMIT

36 VORTEX—FREQ—HLLIMIT

37 SOUND-VELOClTY 5

38 SOUND_VELOCITY—UN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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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70(续)

访问

相对索引 参数名称 View_l和View_2

电磁 科里奥利 涡流 热质量 超声波 可变面积

流量计 流量计 流量计 流量计 流量计 流量计

39 SOUND VEI。OClTY I。O—LIMIT

40 S()UND_VELOCITY—HI_I．IMIT

4l SAMPI，1NG FREQ 5

42 SAMPLING—FREQ_UNITS

视图对象的字节总数(+标准参数字节数) 10+13 15+13 10+13 5+13 10上13 5+13

流量转换块的View_3对象见表1 71。

表171 流量转换块的View_3对象

访问

相对索引 参数名称 替代值 view_3

电磁 科里奥利 涡流 热质量 超声波 可变面积

流量计 流量计 流量计 流量计 流量计 流量计

8 CALIBR—FACTOR 4 4 4 4 4 4

9 I．()W—FI。OW—CUToFF 4 4 4 4 4 4

10 MEASUREMENT—M()DE 1 l 1

11 FI．oUDIRECTION 1 l 1

12 ZERO—POINT

13 ZERO—POINLADJUST

14 ZERO——POINT．—UNIT 2 2 2 2 2

15 N()MINALSIZE 4 4 4 4 4 4

16 NoMINAL_SIZE UNITS 2 2 2 2 2 2

17 VOl，UME+FI。OW

18 VOl。UME矗FI。0wjjNITS 2 2 2 2

19 VOLUME-FLOW—LO—LIMIT 4 4 4 4

20 VOLUME—FI，()W—HLLIMIT 4 4 4 4

21 MASS-FLOW

22 MASS_FI。OW—UNITS 2 2

23 MASS FLOW—I。o—LIMIT 4 4

24 MASS—FLOW—HI—l。IMIT 4 4

25 DENSITY

204



表171(续)

GB／T 27526--20 1 1

访问

相对索引 参数名称 替代值 View_3

电磁 科里奥利 涡流 热质量 超声波 可变面积

流量计 流量计 流量计 流量计 流量计 流量计

26 DENSITYJJNITS 2

27 DENSITY—LO—L1MIT 4

28 DENSITY—HI_I。1M1T 4

29 TEMPERATURE

30 TEMPERATURE—UNlTS 2

31 TEMPERATURE I⋯O i IMIT 4

32 TEMPERATURE HI I．IMIT 4

33 VORTEX—FREQ

34 VORTEX—FREQ—UNITS 2

35 VORTEX—FRE(L1。O_I。IMIT 4

36 VORTEX—FREqLHI—L1M1T 4

37 SOUND—VEl．OCITY

38 SOUND VELf)CIT匕UNITS 2

39 SOUND VELOCITY—LO—LIMIT 4

40 SOUND—VEI。0CITY—HI—L1MIT 4

41 SAMPI，IN(LFREQ

42 SAMPI。ING_FREQ-UNITS 2

视图对象的字节总数(+标准参数字节数) 30上36 48上36 30+36 26+36 38+36 26上36

保留View一4的参数分配。

7．4．6块的顺序和分配

7．4．6．1概述

流量设备分为三类，类别描述了流量转换块的动态变量与后续块(模拟输入块和累加器块)之间的

关系(连接顺序)。

流量转换块的类别见表172。

表172流量转换块的类别

类别 动态转换块输出变量

块1 块2 块3 块4

1类 PV ToT

2类 PV SV T()T

3类 PV SV TV T(】T

PV——主变量；

sv——第二变量；

Tv——第三变量；

T()T——累加器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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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6．2流量设备的动态变量分配

流量设备的动态变量的分配见表173。

表173动态变量的分配

设备类型

(在转换块类别中的编码)
转换块输出

PV SV TV

科里奥利流量计 质量流量 密度 温度

电磁流量计 体积流量

热质量流量计 质量流量

超声波流量计 体积流量 声速

可变面积流量计 体积流量

涡流流量计 体积流量 涡流频率

7．5一致性声明

表174给出了变送器组件的一致性声明模板。

表174变送器组件的一致性声明

项 一致性声明 子元素

物理块 M

功能块 M

模拟输入功能块 M

累加器功能块 0

其他功能块 0

o(A类)
转换块

M(B类)

O(A类)
温度转换块

S(B类)

O(A类)
压力转换块

S(B类)

O(A类)
物位转换块

S(B类)

O(A类)
流量转换块

S(B类)

O(A类)
其他转换块

S(B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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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物理块附加参数的参数描述

无附加参数。第1个制造商特定的块参数从相对索引33开始。

8．2离散输入功能块

8．2．1概述

图55示出离散输入(DI)功能块，例如：感应开关、光开关、电容式开关、超声波开关和接近开关等。

标准参教

篓INVERTSIMULAT。E—D卜>过程II教

图55离散输入功能块的参数

图56示出了MODE的结构和DI的仿真特性。

寓散■八功鼍央

E磊i斋高一厂————]
黻
已

lⅫMULATE叫

可习上
品 ：

一n幢和状况卜}—b：≮L的I堡哒翌|_

阻)l垡l鉴翌I
—

L二二H墼■
C=≮ 添＼I=翮

“I堡l塑I 昏’一
图56离散输入功能块的仿真、模式和状态框图

图57给出了模式生成和状况生成的输入和输出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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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变量状况r转换块)

内部条件

一允许模式

1AROET MODE

图57模式生成和状况生成的条件

转换块过程变量的状况在转换块上是可见的。目标模式(Target Mode)由操作员设定．允许模式

(Permitted Mode)由功能块设计人员设定。实际模式(Actual Mode)是FB参数MODE—BI．K的一个

属性，它是模式计算的结果(见第5章“通用要求”)。

状况(OUT—D)与功能块的OUT—D值(数据类型102)相结合。

8．2．1．1 DI状态机

离散输入功能块的状态机见图58。

图58离散输入功能块的状态机

根据B类设备的一致性要求，对于DI功能块，O／S(Out of Service)模式、MAN(Manual)模式和

AUTO(Automatic)模式作为允许模式是必备的。可能的模式转换见图58。

8．2．1．2实际模式计算

在表175中，左边列出了DI功能块从当前实际模式(上一次执行)转换为新实际模式所必需的所有

条件，右边列出了计算的结果。

表175中的第1列包含图58中状态机的转换号。

通用条件：允许模式为o／s、Man和Auto。

表175实际模式计算的条件和结果

条件 结果

转换 Ig标模式(操作员设置) 实际模式(计算的)

T2。T5，T6 ()／s O／S

T4．T8，T9 AUT【) AUT()

T1，T3，T7 MAN 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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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1．3输出状况计算

表176列出了影响输出参数的状况的条件。表的左边列出了所有这些条件，表的右边列出了结果。

表170输出参数状况计算的条件和结果

条件 结果

实际模式 状况(转换块输出) 状况(OUT—D)

o／s BAD-Out of Service．constant

MAN 由操作员写入

受以下参数的影响：
AUT() BAD

——FSAFE—TYPE

受以下参数的影响

——PV子状况；

AUT() <)BAD ——报警(ST_REV，Limits)；

——内部DI FB条件；

——状况的优先级表(见“通用要求”)

8无影响。

8．2．2离散输入功能块的参数描述

离散输入功能块的参数描述见表177。

表177离散输入功能块的参数描述

参数 描 述

CHANNEL 向功能块提供测量值的有效转换块的索引。详见“通用要求定义”

在Pv-D的输入值被保存在OUT二D之前，指示是否应对其进行逻辑反转。

编码：
INVERT

0：不反转

1：反转

定义在检测到故障时设备的反应。

编码：

o：将值FSAFE-VAI。UE作为OUT—D使用

状况一UNCERTAIN—substitute value6

1：使用上一次保存的OUT—D有效值

FSAFE—TYPE 状况一UNCERTAIN—last usable value

(如果无有效值可用，则应使用UNCERTAIN—Initial value)6

2：OUT—D具有错误的计算值和状态

状态一BAD一(8)，(6)

3如所计算的；

‘此处使用经典状况定义；如果使用浓缩状况见表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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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f77(续)

参数 描 述

FSAFE—VAL—D 当检测出传感器故障或传感器电子故障时，参数OUT_D的缺省值

0UT—D OUT—D是功能块的输出。在Man模式下，该值由操作员设置

为了便于调试和测试，离散输人功能块DI FB中来自转换块的输入值可通过该参数进行修改。
S1MULATE—D

此时，断开转换块与DI FB的连接

8．2．3离散输入功能块的参数属性

离散输入功能块的参数属性见表178。

表178离散输入功能块的参数属性

相对
参数名称 对象类型 数据类型 存储 大小 访问

参数用法／
必备(M)／

索引 传输类型
复位类别 缺省值 可选(O)

(A类和B类)

．．．标准参数见“通用要求”

附加的离散输入功能块参数

10 oUT—D Reeord 102 D 2 r●wa O／cyc M

14 CHANNEL Simple Unsignedl6 S 2 C／a F O(A)，M(B)

15 INVERT Simple Unsigned8 S 1 C／a F 0 M

20 FSAFE_TYPE Simple Unsigned8 S l C／a F O(A)，M(B)

21 FSAFE—VALD Simple Unsigned8 S 1 C／a F 0 M

24 SIMULATE Record D争51 S 3 C／a F 禁止 O(A)．M(B)

25～
PI保留 M

34

第1个制造
35 o

商特定参数

。如果AI FB的实际模式Actual Mode—MAN，则参数OUT_D是可写的。

8．2．4离散输入功能块的视图对象

离散输入功能块的视图对象见表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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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问

保留

相对索引 参数名称 替代值 view_l view一2 view一3
view 4

一

lO ()UT D 2 2
一

14 CHANNEI， 2

15 1NVERT 1

20 FSAFE—TYPE 1

21 FSAFE—VALD 1

24 SIMULATE 3 3

视图对象的字节总数(+标准参数字节数) 2+13 5+13 8+46 保留

8．3转换块

8．3．1 离散输入转换块的参数描述

离散输入转换块的参数描述见表180。

表180离散输入转换块的参数描述

参 数 描 述

启用断线和短路检测。

编码：

0：启用断线和短路检测
SENSOR—WIRE—CHECK

1：启用断线检测，禁用短路检测

2：禁用断线检测，启用短路检测

3： 禁用断线和短路检测

SENSOR_SER—NUM 传感器的序列号

SENSoR ID 传感器(类型)的标识

SENSOR—MAN 传感器的制造商

PV D 包含功能块可用的测量值和状况一

8．3．2离散输入转换块的参数属性

离散输入转换块的参数属性见表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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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81 离散输入转换块的参数属性

⋯。田．，1 1必备(M)／
相对

参数名称 对象类型 数据类型 存储 大小 访问

篙P“H。暴：≥索引

．．．标准参数见“通用要求”

离散输入转换块的附加参数

8 SENSOR—W1RE。CHECK Simple Unsigned8 S 1 C／a F 0
—

9 SENSOR ID Simple OctetString S 16 C／a I ()

10 SENSOR～SER—NUM Simple OctetString S 16 C／a I o

一

1l SENSORJ订AN Simple OctetString S 16 C／a I o

一

12 P、，-D Reeord 102 D 2 C／a M(B)

13～
PI保留 M

22

第1个制造商特定的
23 ()

参数

8．3．3离散输入转换块的视图对象

离散输人转换块的视图对象见表182。

表182离散输入转换块的视图对象

访问

保留

相对索引 参数名称 替代 view_l view一2 view一3 view一4

8 SENSOR—WIRE—CHECK 250 l

9 SENSOR—ID 16

10 SENSOR_SER NUM 16

1l SENSOR—MAN 16

12 PV—D 2 2

视图对象的字节总数(+标准参数字节数) 2+13 2+13 49+36 保留

8．4一致性声明

表183给出了一致性声明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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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一致性声明 于元素

物理块 M

功能块 M

一

离散输人功能块 M

其他功能块 。

转换块 O(A类)，M(B类)

离散输入转换块 O(A类)，S(B类)

其他转换块 O(A类)，S(B类)

9离散输出的设备数据单

9．1 物理块附加参数的参数描述

无附加参数。第1个制造商特定的块参数从相对索引33开始。

9．2离散输出功能块

9．2．1概述

9．2．1．1总览

本行规适用于各种离散输出。因此，本节仅以阀作为示例。

离散输出功能块表示诸如离散阀、继电器输出、晶体管输出等。

图59给出了离散输出功能块的参数概要。

标准参数

SP D 、

READBACK D

OUT D

1N-。6”“-过程参敷
OUT CHANNEL

INVERT

SIMULATE D

⋯
一

J

图59离散输出功能块的参数概要

图60示出具有仿真、模式和状况的DO结构。



(；B／T 27526--2011

离戢输出功能块

a lm∞MoDEI---鲢一_J

谰* I式和jt况魁理
状况

6

I值I状况l
陋ASOUT DI

I L

模式

叫l值l状酲I
lRCA$IN D[-- _Ls聪 矗I SPD卜 “罂门

叫I值J状况I
I芦竺掣1。

_员I值I删 阿酮』叭．
hTⅣT、l Ip

“-IOUT_DI

掣=f。’ I值I状况

匝}霉

湖删
On

I怖状刊 l值l状况l／
-I ImADBACK_D I 最一

，一

l位l状况I OE

I值l状况

图60离散输出功能块的仿真、模式和状况图

图61给出了模式生成和状况生成所需考虑的所有因素的概要。

琳接块
foUTA：HANNEL

来自操作员

来自攥作员

来自转换块
(IN_CHANNEL

0 0(RCAS—nLD)

☆
Ⅱ口口口

口口口口

n口(RCAS OUT D)

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口口D口口口口

1ARGET MODE

图61 模式生成和状况生成的条件

状况(RCAS_IN—D)与由监控主机为目标设定值所提供的值相结合。

实际模式(Actual Mode)是FB参数MODE_BLK的一个属性，它是模式计算的结果。状况(RCAS—

OUT D)与来自功能块的RCAS_OUT_D值(数据类型102)相结合，被提供给监控主机。到转换块的

过程状况与从功能块到转换块的主输出值(数据类型102)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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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1．2 DO状态机

离散输出功能块的状态机见图62。

GB／T 27526--20”

图62离散输出功能块的状态机

根据B类设备的一致性要求，对于DO功能块，模式o／s(OUT OF SERVICE)、MAN

(MANuAL)和AUTO(AuTOMATIc)作为允许模式是必备的。模式LO(本地超驰)和RCas(远程级

联)是可选的。图62列出了可能的模式转换。

9．2．1．3计算实际模式和改变目标模式的条件

在表184中，左边列出了DO块从实际模式(上一次执行)转换为新的实际模式及目标模式所必需

的所有条件。右边列出了计算的结果。表184中的第l列是图62中状态机的转换号。

表184实际模式计算的条件和结果

条件 结果

目标模式 实际模式 状况
RCA蔓IN—D的状况

转换 <>GooD(c)的时
实际模式

(操作员) (2k一次执行) (RCAS-IN—D) (计算的)
间超过FSAFE_TIME

2，7，8，11，16 O／S O／S

15，18，20，21，22 I。() L()

l，4，9．12，17 MAN MAN

3，5．13，19，23 AUTo AUT()

19 RCas LO AUTO

23 RCas O／S O．k． AUT()

6 RCas AUT() GOOD(C)一IA RCas

13 RCas AUT() o．k． AUT()

10 RCas MAN G00D(C)一1A RCas

12 RCas MAN (>GOOD(C)1A MAN

14 RCas RCas <>GOOD(C) 否 RCas

5 RCas RCas <>GOOD(C) 是 AUT()

14 RCas RCas GOOD(C) RCas

5 RCas RCas G00D(C)一IFS AUTo

。无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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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1．4产生输出状况的条件

表185和表186给出了影响输出参数的状况的条件。

表185输出参数的状况计算的条件和结果

条件
、

结果

实际模式 状况 状况

(计算的) (SP D) (OUT—D)

O／S BAD-out of service．constant

L() Go()D(NC)一ok．constant

MAN 上一个状况值及常量，或由操作员写人

AUT0 <)BAD和<)GOOD(NC)IFS GOOD(NC)

AUT() BAD(仍在故障妄全时间内) GOOD(NC)

BAD(故障安全时间结束)或
AUT() 见FAIL—SAFE_TYPE

GOOD(NC)一IFS

RCas GOOD(NC)ok

8无影响。

表186级联处理的状况计算的条件和结果

条件 结果

实际模式
目标模式 状况(RCAs_IN—D) 状况(RCA豇OUT—D)

(计算的)

L() GOOD(C)loeal override．constant

MAN ()RCas GOOD(C)一not invited．constant

AUTO 《)RCas G0()D(C)一not invked

MAN RCas ()GOOD(C)一initialization acknowledge GOOD(C)一initialization request，constant

MAN RCas GOOD(C)initialization acknowledge Go()D(C)一ok

AUTo RCas <>GOOD(C)一initialization acknowledge GOOD(C)initialization request

AUTO RCas GOOD(C)initialization acknowledge GOOD(C)一ok

RCas RCas G()OD(C)一8 G00D(C)ok

。无影响。

9．2．2离散输出功能块的参数描述

离散输出功能块的参数描述见表187。



表187离散输出功能块的参数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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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描 述

CHECKBACK 设备的详细信息，按位编码。同时可能有多个消息

CHECK—BACK—MASK 定义是否支持CHECK—BACK的信息比特。

每个比特的编码：

0：不支持

1：支持

FSAFE—TIME 从检测出实际使用的设定值错误(SP_D=BAD或RCAS_IN<)GOOD)到功能块

动作(该错误条件仍然存在)所需的时间，以s计。

注：通信超时将使所传输的设定值状况改变为BAD(见6．3．4)

FSAFE—TYPE 在FSAFE—TIME之后仍然检测到实际使用的设定值错误的情况下，或者在实际

使用的设定值的状况为“Initiate Fail Safe”情况下，定义设备的反应。

计算的实际模式为AuT()(见5．2．3 6)。

编码：

0： 值FSAFE VALUE—D用作设定值

OUT—D的状况一UNCERTAlN—substitute value

l：使用上一个有效设定值

()uT—D的状况一UNCERTAIN—Last usable Value

或BAnNo communication，no LUV

2： 执行器进入由AcTuAT()R—ACTION所定义的故障安全位置，

oUT—D的状况一BAD non specific

FSAFE—VALD 如果FSAFE TYPE=0且FSAFE被激活，则OUT—D传递该值

IN—CHANNEI。 对有效的转换块及其参数的引用，它提供了最终控制元件(FEEDBACK—VAI．UE_

D)的实际位置。更多描述见“通用要求”(CHANNEL)

INVERT 指示在模式AUTO或RCAS下写OUT—D之前是否应将SP—D逻辑取反。

编码：

0：不取反

1：取反

OUT—CHANNEL 对有效的转换块及其参数的引用，它提供了最终控制元件(P()SITlONING—

VALUE D)的实际位置。更多描述见“通用要求”(CHANNEL)

oU’r_D 在AUTO、RCas模式下该参数是离散输出功能块的过程变量，在MAN和LO模

式下该参数是由操作员／m程师设定的值。在BAD状况下，阀进入ACTUATOR_

ACTION所规定的位置

READBACK—D 最终控制元件及其传感器的实际位置

RCAS—IN—D 监控主机提供给处于RCAS模式下的离散输出功能块的目标设定值和状况

RCAS—oUT—D 向监控主机提供的功能块的设定值和状况，用于监控／反向计算(back

calculation)，以允许在受限条件或模式变化的情况下采取行动

S1MULATE—D 用于调试和维护，可通过定义值和状况来仿真READBACK。此时．转换块和DO

FB的连接被断开

SP—D AUTO模式下所用的功能块的设定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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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3离散输出功能块的参数属性

离散输出功能块的参数属性见表188。

表188离散输出功能块的参数属性

相对
参数名称

对象
数据类型 存储 大小 访问

参数用法／ 复位
【必备(M)／

缺省值{可选(E))
索引 类型 传输类型 类别

|(A类和B类)

．．．标准参数见“通用要求”

离散输出功能块的附加参数

9 SP—D Record 102 D 2 I／a，cyc M

10 oUT D Record 102 D 2 C／a O(A)，M(B)

12 READBACK—D Record 102 D 2 O／a，cyc ()

14 RCAS_IN—D Reeord 102 D 2 1／a，cyc ()

17 CHANNEL Simple Unsignedl6 S 2 C／a F O(A)，M(B)

18 INVERT Simple Unsigned8 S 1 C／a F O M

19 FSAFE_TIME Simple Float S 4 C／a F O O(A)，M(B)

20 FSAFE—TYPE Simple Unsigned8 S l C／a F 【)(A)，M(B)

21 FSAFE—VALD Simple Unsigned8 S l C／a F 0 ()(A)，M(B)

22 RCAS—oUT—D Recorc 102 D 2 O／a，cyc ()

24 SIMULATE Recorc D孓5l S 3 C／a F disabled O(A)，M(B)

33 CHECK—BACK Simple OctetString D 3 C／a，Cyc M

34 CHECK—BACK—MASK Simple 0ctetString Cst 3 C／a M

35～44 PI保留 M

45 第1个制造商特定参数 0

9．2．4 离散输出功能块的视图对象

离散输出功能块的视图对象见表189。

表189 离散输出功能块的视图对象

访问

保留

相对索引 参数名称 替代值 view l view 2
view一3 view一4

9 SP—D 2 2

10 oUT—D 2 2

12 READBACK—D 2



表189(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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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问

保留

相对索引 参数名称 替代值 view—l view一2 view一3 view一4
——

14 RCAS—IN—D 2 2

17 CHANNEL 2

18 INVERT 1

19 FSAFE—TIME 4

20 FSAFE—TYPE 1

21 FSAFE—VALD 1

22 RCAS．oUT—D 2 2

24 SlMULATE 3 3

33 CHECK。BACK 3 3

34 CHECK—BACK—MASK 3

35 0UT—CHANNEL 2

视图对象的字节总数(十标准参数字节数) 11+13 19+13 14+46 保留

9．2．5离散输出FB参数CHECK_BACK的编码

Bitstring到OctetString的映射见5．2．3．I和表2。

离散输出FB的参数CHECK—BACK的编码见表190。

表190离散输出lib的参数CHECK_BACK的编码

CHECK—BACK
比特 描述 指示类别

助记符

0 CBLFAILSAFE 瑚场设各处于故障安全激活状态 R

1 C耻REQ—LOC—OP 请求设备中的本地操作 R

2 CB_LoCALOP 现场设备处于本地控制下 R

3 CB()VERRIDE 激活紧急超驰 R

4 CB-DIS(∑DIR 实际位置的反馈，不同于所期望的位置 R

5 CB-LEAD-BREAK—VALVE 指示阀连接断路 R

6 CB-SHORT CIRCUIT—VALVE 指示阀连接短路 R

7 未使用

8 CBrAcT—OPEN 执行器转向开方向 R

9 CB_ACT—CLOSE 执行器转向关方向 R

10 CB_UPDATE EVT 由FB和TB的静态数据的任何改变所产生的警报 A

11 CB—SIMULATE 启用过程值的仿真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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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90(续)

CHECK—BACK
比特 描述 指示类别

助记符

12 未使用

13 CB—CoNTR—ERR 内部控制回路受干扰 R

14 CB—CoNTR—INACT 阀处于无效状态(OUT—D具有“BAD”状况) R

15 CB—SELFTEST 设备处于自检状态 R

16 CB—T()T—VAI。VE—TRAV 指示已超过阀的全行程限值 R

17 CB BREAK—TIME OPEN，To—CI。OSE 从OPEN变换成CLOSE的转向时间超限 R

18 CB-BREAK—TIME CLOSE—TO—OPEN 从CLOSE变换成OPEN的转向时间超限 R

19 CB_CYCI。E—TEST 内部周期测试中出现差错 R

20 CB-TRAVEL—T1ME—OPEN—T【)_CLOSE 从()PEN变成CLOSE的时间超限 R

21 CB-TRAVEI。一TIME_CLOSE_TO OPEN 从CLOSE变成OPEN的时间超限 R

22 CB—TRAVEL—BLOCKED 阀机械阻塞 R

23 CB_ZERO—POINT—ERR()R 不能到达零点位置 R

CHECK—BACK比特的值：

0；不置位

1：置位

指示类别：

R：只要引起消息的原因存在．指示就保持有效。

A：在20 s后指示将被自动复位。

9．3转换块

9．3．1 离散阀控制转换块的参数描述

转换块的输出是READBACK—D，用于离散阀的控制应用。对于每个离散输出可使用两个接近开

关输入。输入信号指示阀的ON／OFF状态。

离散阀控制转换块的参数描述见表191。

表191 离散阀控制转换块的参数描述

参数 描 述

ACTUATOR—ACTION 阀及其执行器掉电时的故障安全位置：

编码：

0：未初始化

1：打开

2：关闭

ACTUAT()R—MAN 执行器制造商的名称

ACTUATOR—SERJNUM 设备执行器的序列号

ACTUAToR—ID 执行器(类型)的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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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描 述

TRAVELCoUNT 从OPEN转换至cLoSE以及从CI，OSE转换至()PEN的循环次数(两

者之和)

TRAVEL_COUNT—I。1M TRAVELCOUNT的限值

BREAK—TIME-OPEN—CLOSE 从转变为CLOSE状态到指示阀离开()PEN状态之间的时间设定值，分

辨率为10ms

BREAK—T1ME-CI。OSE-OPEN 从转变为OPEN状态到指示阀离开CLOSE状态之间的时间设定值，分

辨率为10ms

BREAK—T1ME-OPEN—CI，OSE—ACT 从转变为CI。OSE状态到指示阀离开OPEN状态之间的实际时间，分辨

率为10ms

BREAK—TIME—CLOSE_OPEN—ACT 从转变为OPEN状态到指示阀离开CI，OSE状态之间的实际时间．分辨

率为10ms

BREAK-TIME-()PEN—CI。(ISE_TOI。 允许的BREAK—TIME—OPEN—CLOSE与BREAK—TIME一()PEN—

CLOSE—ACT之间的最大时差

BREAK—TIME—CI。OSE一()PEN—TOI， 允许的BREAK—TIME—CLOSE—OPEN与REAK—TIME—CLOSE一

()PEN—ACT之间的最大时差

CYCLE—TEST CMD 启用／禁用内部功能测试规程。该功能定义是制造商特定的。

编码：

0：禁用

l：启用

CYCLE-TEST-TIME 两次内部测试周期之间的时间，以s计

FEEDBACK—VALUE—D 最终控制元件的实际位置。

在阀门控制的情况下，此对象指出离散阀的位置和传感器状态。

Bit0(I。SB)和Bitl；0一未初始化．1一关闭，2一打开，3一中间

Bit2：传感器1的状态

Bit3：传感器1短路，1一短路，o一不短路

Bit4：传感器1断路，1一断路，0--不断路

Bit5：传感器2的状态

Bit6：传感器2短路，1一短路，0--不短路

Bit7(MSB)：传感器2断路．1一断路，0=不断路

POSITIONING—VALUE—D 用于最终控制元件的实际命令变量

SELF．CALI耻CMD 启动设备特定的校准规程，制造商特定。

0：缺省值

SEI。F—CAI，IB STATUS 设备特定的校准规程的结果或状态，制造商特定。

0；缺省值

TRAVELTIME—CLOSE()PEN 状态从CI。OSE转换为OPEN的时间的设定值，分辨率为10 ms

TRAVELTlME—OPEN—CI。OSE 状态从()PEN转换为CI．(ISE的时间的设定值，分辨率为10 nlN

TRAVELTlME—CI。(-ISE_()PEN—ACT 状态从CI，OSE到()PEN的上一个行程时间。分辨率为10 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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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91(续)

参数 描 述

TRAVELTIME-OPEN—CLOSE—ACT 状态从OPEN到CI。OSE的上一个行程时间，分辨率为10 ms

TRAVEL—TIME_CLOSE-OPEN—TOL 允许的TRAVEL_TIME_CI—OSE—OPEN与TRAVEI，一TIME—CI．OSE—

OPEN—ACT之间的最大时差

TRAVEL—T1ME—OPEN—CLOSE—TOL 允许的TRAVEL—TIME—OPEN～CLOSE与TRAVEL—TIME—OPEN—

CI。OSE—ACT之间的最大时差

VALVE—MAN 阀制造商的名称

VALVE—SEkNUM 设备阀的序列号

VALVE—ID 闽(类型)的标识

SENSOR—WIRE—CHECK 启用断路检测和短路检测。

编码：

0：启用断路检测和短路检测。

1：启用断路检测。禁用短路检测

2：禁用断路检测t启用短路检测

3： 禁用断路检测和短路检铡

9．3．2离散阀控制转换块的参数属性

离散阀控制转换块的参数属性见表192。

衰192离散阀控制转换块的参数属性

相对 对象 参数用法／ 复位
必备(M)／

索引
参数名称 数据类型 存储 大小 访问 缺省值 可选(O)

类型 传输类型 类别
(A类和B类)

．．．标准参数见“通用要求”

离散阀控制设备的附加转换块参数

8 VALVE MAN Simple OctetString S 16 C／a I O(B)

9 ACTUATOR—MAN Simple OctetString S 16 C／a I O(B)

lO VALVELSER-NUM Simple OctetString S 16 C／a I O(B)

ll ACTUATOR—SER_NUM Simple 0ctetString S 16 C／a 1 0(B)

12 VALVE—ID Simple OctetString S 16 C／a I O(B)

13 ACTUAToILID Simple 0ctetString S 16 C／a I O(B)

14 ACTUATOR—ACTION Simple Unsigned8 S 1 C／a F M(B)

15 TRAVELCOUNT Simple Unsigned32 N 4 C／a 0(B)

16 TRAVEL—COUNT一1。IM Simple Unsigned32 S 4 C／a F O(B)

BREAK—TIME_OPEN—
17 Simple Unsignedl6 S 2 C／a F O(B)

CLOSE

222



表192(续)

GB／T 27526--20 11

相对 对象 参数用法／ 复位
必备(M)／

索引
参数名称 数据类型 存储 大小 访问 缺省值 可选(O)

类型 传输类型 类别
(A类和B类)

BREAK TIM已CLOSE-
18 Simple Unsignedl6 S 2 C／a F O(B)

OPEN

BREAK—TIMeOPEN—
19 Simple Unsignedl6 D 2 C／a O(B)

CI．OSE_ACT

BREAK—TIME—CLOSE—
20 Simple Unsignedl6 D 2 C／a O(B)

OPEN—ACT

BREAK TIME-OPEN—
2l Simple Unsignedl6 S 2 C／a F O(B)

CLOSE—TOL

BREAK—TIME-CLOSE_
22 Simple Unsignedl6 S 2 C／a F O(B)

OPEN—TOL

23 CYCLE TEST—CMD Simple Unsigned8 S 1 C／a F O(B)

24 CYCLE TEST—TIME Simple Unsignedl6 S 2 C／a F O(B)

TRAVEL_TIME—CLOSE。
25 Simple Unsignedl6 S 2 C／a F O(B)

oPEN

TRAVELTIME_OPEN—
26 Simple Unsignedl6 S 2 C／a F O(B)

CLOSE

TRAVELTIME-CLOSE_
27 Simple Unsignedl6 D 2 C／a O(B)

OPEN—ACT

TRAVELTIME OPEN—
28 Simple Unsignedl6 D 2 C／a O(B)

CLOSE．ACT

TRAVELTIME—CLOSE—
29 Simple Unsignedl6 S 2 C／a F O(B)

oPEN—ToI。

TRAVEL—TIME-0PEN—
30 Simple Unsignedl6 S 2 C／a F O(B)

CLOSE—ToL

31 SELF—CALIB—CMD Simple Unsigned8 N l C／a M(B)

32 SELF—CAI，IB_STATUS Simple Unsigned8 N l C／a M(B)

33 SENSOR—WIRE—CHECK Simple Unsigned8 S 1 C／a F O(B)

34 PoSITIONlNG—VALUE—D Reeord 102 D 2 C／a O(B)

35 FEEDBACK—VALUE—D Record 102 D 2 C／a O(B)

36～43 PI保留

。制造商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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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3离散阀控制转换块的视图对象

离散阀控制转换块的视图对象见表193。

表193离散阀控制转换块的视图对象

访问

相对索引 参数名称 替代值 View 1 View_2 VJew一3 View一4

8 VAI。VE MAN 16

9 ACTUAT()R MAN 16

10 VALVE—SER—NUM 16

11 ACTUAT()R—SER—NUM 16

12 VAI。VE ID 16

13 ACTUAToR ID 16

14 ACTUAToR—ACTION 1

15 TRAVEL C()UNT 4

16 TRAVELCOUNT一1。IM 4

17 BREAK TIME一()PEN—CI。OSE 2

18 BREAK—TIME-CI，OSE_OPEN 2

19 BREAK—TIME—OPEN—CI。OSE—ACT 2

20 BREAK—TIMtCLOSE-()PEN—ACT 2

21 BREAK—TIME-OPEN—CI，OSE—TOL 2

22 BREAK—TIME—CLOSE OPEN—TOL 2

23 CYCLE—TEST—CMD

24 CYCI．E—TEST—TIME 2

25 TRAVEL TIME CLOSE()PEN 2

26 TRAVELTIME—OPEN—CI，OSE 2

27 TRAVEL TIME CI。OSt()PEN—ACT 2

28 TRAVEL TIME()PEN——CLOSE——ACT 2

29 TRAVELTIME-CI．USE_OPEN—TOL 2

30 TRAVEL_T1ME_OPEN—CI，OSE—TOL 2

31 SELF—CAl。113_CMD

32 SEI．F-CALIB_STATUS 1

33 SENSOR WIRE CHECK 1

34 POSITIONING VAI，UE—D 2

35 FEEDBACK—VAI。U已D 2

视图对象的字节总数(+标准参数字节数) 0上13 17+13 24+36 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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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一致性声明

表194给出了一致性声明模板。

表194离散输出组件的一致性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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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 数 一致性声明 子元素

物理块 M

功能块 M

离散输出功能块 M

其他功能块 0

转换块 O(A类)，M(B类)

离散阎控制转换块 O(A类)，S(B类)

其他转换块 O(A类)，S(B类)

10执行器的设备数据单

10．1 物理块附加参数的参数描述

无附加参数。第1个制造商特定块参数可从相对索引33开始。

10．2模拟输出功能块

10．2．1概述

本文本中的模拟输出功能块表示用于执行最终控制的定位器或阀。图63中示出了这些参数。

变速电机驱动器(例如泵、通风机、驱动器等)不属于这类设备数据单的范围。

模拟输出功能块也可用于阀以外的其他模拟输出。在此情况下，与阀有关的所有参数的用法都必

须符合此应用中所使用的转换块。

标准参数

POS D

oUT C}IANNEL

PV SCALE

OUT SCALE

图63模拟输出功能块的参数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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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2模拟输出功能块的结构

图64示出了具有仿真、模式和状况的AO结构。图65示出了一些AO参数之问关系的详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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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4模拟输出功能块的模式和仿真图

图65模拟输出功能块的参数关系



10．2．3模拟输出功能块状态机

10．2．3．1概述

图66示出了模式生成和状况生成所有应考虑因素的概要。

GB／T 27526--20 1l

状况(RCAS IN)

☆
实际模式

自部豢件
状况(RcAs OUT)

允许模式

到转换块的过程变量状况
TARGET MoDE

图66模式生成和状况生成的条件

状况(RCAS-IN)与由监控主机提供的值相结合，用于目标设定值。目标模式(Target Mode)由操

作员设置，允许模式(Permitted Mode)由功能块的设计人员设置。实际模式(Actual Mode)是FB参数

MODE—BLK的一个属性，它是模式计算的结果。状况(RCAS—OUT)与来自该块的RCAS—OUT值

(数据类型101)相结合，提供给监控主机。转换块的过程状况与从该功能块向转换块的主输出值(数据

类型101)相结合。

模拟输出功能块的状态机见图67。

图67模拟输出功能块的状态机

根据B类设备的一致性要求，对于AO功能块，模式o／s(非服务)、MAN(手动)和AUTO(自动)

作为允许模式是必备的。模式LO(本地超驰)和Rcas(远程级联)是可选的。图67列出了可能的模式

转换。

227



GB／T 27526--20 11

10．2．3．2实际模式计算和目标模式改变的条件

在表195中，左边列出了AO功能块模式从实际模式(上一次执行)转变为新的实际模式和目标模

式的所有必须条件。右边列出了计算的结果。表195中左边第1列是图67所示状态机中的转换号。

表195实际模式计算的条件和结果

条件 结果

目标模式 实际模式 状况
RCAS_IN的状况

实际模式
转换 <>GOOD(C)的时

(操作员) (上一次执行) (RCAS IN) (计算的)
间超出FSAFE-TIME

2，7，8，11，16 O／S O／S

15，18，20，21，22 I．() Lo

1．4，9，12，17 MAN MAN

3，5，13，19，23 AUTo AUT()

19 RCas LO AUT()

23 RCas O／S AUT()

6 RCas AUTo GOOD(C)一IA RCas

13 RCas AUTo <>GooD(C)一IA AUTo

10 RCas MAN GOOD(C)一IA RCaS

12 RCas MAN <>GOOD(C)一IA MAN

14 RCas RCas <>GOOD(C) 否 RCas

5 RCas RCas <>GOOD(C) 是 AUTo

14 RCas RCas G()oD(C) RCas

5 RCas RCas Go()D(C)IFS AUTo

8无影响。

10．2．3．3产生输出状况的条件

表196和表197列出了影响输出参数状况的条件。左边列出了所有的条件，右边列出了结果。

表196输出参数状况计算的条件和结果

条件 结果

实际模式 状况 状况

(计算的) (SP) (OUT)

O／S BAD-Out of Service．constant

L() GOOD(NC)一ok．constant

MAN 上一次状况值和常量．或由操作员写入

AUTo <>BAD且<>G()oD(NC)1FS GOOD(NC)

AUTo BAD(仍在故障安全时间内) GOOD(NC)

AUTO BAD(故障安全时间结束)或GOOD(NC)一IFS 见FAILSAFE—TYPE

RCas GooD(NC)ok

8无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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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97级联处理的状况计算的条件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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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 结果

实际模式
目标模式

状况 状况

(计算的) (RCAS IN) (RCAS_()UT)

O／S BAI●Out of Service．constant

Lo G()OD(C)一Local Override。constant

MAN <>RCas GO()D(C)一Not Invited．constant

AUT() <>RCas G()0D(C)一Not Invited

MAN RCas <>Initialization acknowledge GOOD(C)一Initialization request．constant

MAN RCas Initialization acknowledge GOOD(C)一ok

AUT0 RCas <>Initialization acknowledge GOOD(C)一Initialization request

AUT() RCas Initialization acknowledge GooD(C)一ok

RCas RCas G0()D(C)一8 GOOD(C)一ok

8无影响。

10．2．4模拟输出功能块的参数描述

表198列出了模拟输出功能块的参数描述。

表198模拟输出功能块的参数描述

参数 描 述

CHECK—BACK 设备的详细信息，按位编码。同时可以有多个信息

CHECK——BACK——MASK 定义是否支持CHECK—BACK的信息比特。

编码：

0：不支持

1：支持

FSAFE TIME 从检测出实际使用的设定值错误(SP—D—BAD或RCAS_IN<>GOOD)到功能

块动作(该错误条件仍然存在)所需的时间，以s计。

注：通信超时将使所传输的设定值状况改变为BAD(见映射)

FSAFE TYPE 在FsAFE—TIME之后仍然检测到实际使用的设定值错误的情况下。或者在实际

使用的设定值的状况为“Initiate Fail Safe”情况下，定义设备的反应。

计算的实际模式分别为AUTO或RCAs(见5．2．3．6)。

编码：

0：值FSAFE_VALUE—D用作设定值

OuT的状况一UNCERTAIN—substitute value

l： 使用上一个有效设定值

0UT的状况一UNCERTAIN—Last Usable Value

· 或BAD-No communication，FIO LUV

2： 执行器进入由ACTUATOR—ACTION所定义的故障一安全位置(仅可

用于具有弹性恢复的执行器)，OUT的状况一BAD-non specif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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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98(续)

参数 描 述

FSAFE—VALUE 如果FSAFE_TYPE=0且FSAFE被激活，则使用该设定值

INCREASE_CLoSE 在RCAS和AUTO模式下，定义的相对于设定值的执行器运动方向。

编码：

0：上升(设定值的增加导致阀开启--()PENNING)

1：下降(设定值的增加导致阀关闭一cI。OSING)

INCREASE—CLOSE的设置会影响下列参数：READBACK、POS—D、OUT

和CHECKBACK

IN—CHANNEL 对有效的转换块及其参数的引用，它提供了最终控制元件(FEEDBACK—VALUE

D)的实际位置。更多描述见“通用要求”(CHANNEL)

()UT 此参数是AUTO和RCas模式下模拟输出块的过程变量，以工程单位计。其值由

操作员／工程师在MAN和I，o模式下设定

oUT CHANNEL 对有效的转换块及其参数的引用，它提供了最终控制元件(pOSITIONING—

VALUE_D)的实际位置。更多描述见“通用要求”(CHANNEL)

OUT—SCALE 将功能块中以百分数计的OUT转换成以工程单位计的OUT，作为该功能块的输

出值。其组成有：低标度值、高标度值、工程单位代码和十进制小数点右边的位数。

至少应支持以下单位：mm、。(度)、％(取决于VALVE-TYPE)

POS_D 阀的当前位置(离散)。

编码：

0：未初始化

i z关闭

2：打开

3：中间位置

PV SCAI。E 将以工程单位计的PV转换成以百分数计的PV，作为功能块的输入值。其组成

有：低标度值、高标度值、工程单位代码和十进制小数点右边的位数

RCAS—IN 在RCas模式下，以PVSCALE为单位的目标设定值，以及由监控主机向模拟控

制或输出块提供的状况

RCAS—OUT 以PV_SCALE为单位的功能块的设定值和状况。将它们提供给监控主机，用于

监控／反向计算，以允许在受限条件或在模式改变情况下采取行动

READBACK 在行程跨度范围内(在位置OPEN与CLOSE之间)最终控制元件的实际位置，以

PV_SCAI。E为单位

SETP DEVIATl0N OUT信号与反馈位置之间的差异，以行程跨度的百分数计(在位置OPEN与

CLOSE之间)

SIMUI，ATE 由于调试和维护原因，可通过定义值和状况来仿真READBACK。此时，将断开从

转换块到AO FB之间的信号路径

SP 设定值。在AUTO模式下，定义行程跨度范围内(在位置OPEN与CI．OSE之间)

最终控制元件的位置，以Pv—SCALE的单位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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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5模拟输出功能块的参数属性

表199列出了模拟输出功能块的参数属性。

表199模拟输出功能块的参数属性

GB／T 27526--201 1

相对 对象 参数用法／ 复位
I必备(M)／

索引
参数名称 数据类型 存储 大小 访问 缺省值l可选(o)

类型 传输类型 类别
l(A类和B类)

．．．标准参数见“通用要求”

附加的模拟输出功能块参数

9 SP Record 101 D 5 I／cyc M

100，
11 PV—SCALE Reeord DS-36 S 11 C／a F M

0．％

O(A)．
12 READBACK Reeord 101 D 5 O／cyc

M(B)

14 RCAS lN Record 101 D 5 I／cyc O(B)

o(A)，
21 IN CHANNEL Simple Unsignedl6 S 2 C／a F

M(B)

O(A)．
22 OUT—CHANNEL Simple Unsignedl6 S 2 C／a F

M(B)

O(A)，
23 FSAFE—TIME Simple Float S 4 C／a F O

M(B)

O(A)，
24 FSAFE_TYPE Simple Unsigned8 S 1 C／a F 2

M(B)

O(A)，
25 FSAFE—VALUE Simple Float S 4 C／a F 0

M(B)

27 RCAS一0UT Record 101 D 5 O／cyc 0(B)

3l POS-D Record 102 D 2 O／cyc M

32 SETP—DEVIATIoN Simple Float D 4 C／a o

O(A)，
33 CHECK—BACK Simple OctetString D 3 O／eye

M(B)

O(A)，
34 CHECK—BACK—MASK Simple OctetString Cst 3 C／a

M(B)

O(A)。
35 SIMULATE Recoro DS-50 S 6 C／a F 禁止

M(B)

O(A)。
36 INCREASE-CI．OSE Simple Unsigned8 S l C／a F 0

M(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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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99(续)

相对 对象 参数用法／ 复位
必备(M)／

索引
参数名称 数据类型 存储 大小 访问 缺省值 可选(O)

类型 传输类型 类别
(A类和B类)

、

()(A)，
37 ()UT Record 101 D 5 C／a

M(B)

38 OU丁-SCALE Record Ds_36 S ll C／a F M

39～
PI保留 M

48

49 第1个制造商特定参数 ()

10．2．6模拟输出功能块的视图对象

表200列出了模拟输出功能块的视图对象。

表200模拟输出功能块的视图对象

访问

保留

相对索引 参数名称 替代值 View一1 View一2
VJew 3 VJew 4

9 SP 5

11 PV—SCALE 11

12 READBACK 5 5

14 RCAS_IN 5

2l IN—CHANNEl。 2

22 0UT—CHANNEL 2

23 FSAFE_TIME 4

24 FSAFE-TYPE 1

25 FSAFE—VALUE 4

27 RCAS()UT 5

31 P()S D 2 2

32 SETP—DEVIATION 4

33 CHECK—BACK 3 3

34 CHECK——BACK——MASK 3

35 SIMULATE 6

36 INCREASE_CLOSE 1

37 ()UT 5

38 ()UT—SCALE 1l

视图对象的字节总数(+标准参数字节数) 10上13 43+13 36+46 保留



10．2．7模拟输出EB参数CHECK_BACK的编码

Bitstring到Octet的映射见5．2．3．1和表2。

表201列出了模拟输出FB参数CHECK—BACK的编码。

表201 模拟输出FB参数CHECK_BACK的编码

GB／T 27526--2011

CHECKBACK
比特 描 述 指示类别

助记符

o CB_FAII|一SAFE 现场设备处于故障安全状态 R

】 CB_REQ—I。OC—OP 请求本地操作 R

2 C比1．()CAl。一OP 现场设备处于本地控制下，LOCKED OUT开关正常 R

3 CB一()VERRIDE 处于紧急超驰状态 R

4 CB-DISC—D1R 实际位置反馈与所期望的位置有差异 R

5 CB-TORQUE_nOP 指示OPEN方向的转矩超限 R

6 CB T(JRQUE—I]一CL 指示CLOSE方向的转矩超限 R

指示行程监控装置的状况，若为YES，则已超出执行器
7 CB—TRAV—TIME A

的行程时间

8 CB-ACT—OPEN 执行器正转向OPEN方向 R

9 CB—ACT—CLOSE 执行器正转向CLOSE方向 R

由静态数据(功能块和转换块)的任何变化而产生的
lO CB—UPDATE—EVT A

警报

1l CB—SIMUI。ATE 启动仿真过程值 R

12 未使用

13 CB-CONTR—ERR 内部控制回路受到干扰 R

14 cB-CONTR—INACT 定位器处于无效状态(OUT的状况一BAD) R

15 CB—SELFTEST 设备处于自检测状态 R

16 CBLT()T—VAI．VE—TRAV 指示超出阀的整个行程限值 R

17 CB-ADD二lNPUT 指示激活附加输入(即诊断) R

18～21 制造商特定

22 保留供行规使用

23 CB-ZERO POINT—ERROR 不能到达零点位置 R

CHECKJ3ACK比特的取值：

0：不置位

1：置位

指示类别：

R：只要引起消息的原因存在，指示就保持有效。

A：在20 s后．指示将自动复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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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转换块

10．3．1执行器转换块概述

10．3描述电动／电气转换块的参数。

10．3．2执行器转换块的参数描述

表202列出了执行器转换块的参数描述。

表202执行器转换块的参数描述

参 数 描 述

ACTUAT()R—SER—NUM 属于定位器或电子设备的执行器的序列号

ACTUAToR—ACTION 对应于阀的执行器掉电的故障安全位置：

编码：

0：未初始化

1：打开(100％)

2：关闭(0％)

3： 不在实际位置／保持在实际位置

ACTUATOR—MAN 执行器籼造商的名称

ACTUATOR—TYPE 执行器的类型。

编码：

0：电气

1：电动

2：电液

3：其他

ACT-ROT二DIR 执行器旋向()PEN方向。

编码：

0：顺时针旋向OPEN

1：逆时针旋向OPEN

ACT—STROKE TIME—DEC 对于整个系统(定位器、执行器和阀)而言，从OPEN位置到CLOSE位置的最小时

间(以s计)。在调试时测量

ACLsTROKE—TIME_INC 对于整个系统(定位器、执行器和阀)而言，从CLOSE位置到OPEN位置的最大时

间(以s计)。在调试时测量

ACT—TRAV—TIME 行程时间限值检测。在调试时测量

ADD二GEAR—ID 安装在执行器和阀之间的附加组件(例如变速箱、调压器)的制造商特定的类型

标识

AD岔GEAtCINS￡DATE 安装在执行器和阀之间的附加组件(例如变速箱、调压器)的安装日期

ADI)_GEAR—MAN 安装在执行器和阀之间的附加组件(例如变速箱、调压器)的制造商名称

ADD-GEAR—SER．NUM 安装在执行器和阀之间的附加组件(例如变速箱、调压器)的序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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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 数 描 述

ANTLPUMP—CI。 带有非自锁变速箱的快速移动电动执行器通常需要“防喘振(Anti—pumping)”特

性，以避免喘振的影响。如果在电机关闭期间执行器略有返回时就释放限位开

关，则可能出现上述情况。该变量定义与极限位置CLOSE间的距离，在此极限位

置处启动“防喘振”

ANTI—PUMP—oP 带有非自锁变速箱的快速移动电动执行器通常需要“防喘振”特性．以避免喘振的

影响。如果在电机关闭期间执行器略有返回时就释放限位开关，则可能出现上述

情况。该变量定义与极限位置OPEN间的距离，在此极限位置处启动“防喘振”

BREAK—STRENGTH 执行器制动的功率，取决于制动器工作的制动方式(时间、电流等)

BYPASS-SETP-CL 当开始从极限位置CLOSE转向OPEN方向时，旁路的启动允许最大转矩值在短

时间内超限

BYPASS_SETP—OP 在开始从极限位置OPEN转向CLOSE方向时，旁路的启动允许最大转矩值在短

时间内超限

DEADBAND 死区，按行程范围的百分数计。行程范围对应于OU’r_SCALE

DEVlCE—CALIB—DATE 设备上一次校准的日期

DEVICE—CONFIC-DATE 设备上一次组态的日期

LIN—TYPE 见“通用要求”

FEEDBACK—VALUE 最终控制元件的实际位置，l三c OuT—sCALE的单位计

MAX—T()RQUE 所允许的执行器的最大转矩

MOToR—oN—T1ME 电机运行时间，以小时计

NUM—LIMIT—CUlLoFF 限位开关相关的执行器断开的总次数

NUM—M()T一()N—CYC 电机的启停周期的总数

NUM—MoT—oN—HOUR 在上-d,时内电机启停的周期数

NUM—TORl2一CUT OFF 转矩相关的执行器断开的总次数

POSITIONING—VALUE 最终控制元件的实际命令变量，以OUT—SCALE的单位计。状况BAD将使执行

器进入由ACTUATOR_ACTION定义的故障安全位置

RATED—TRAVEL 阀的额定行程，以OU’r-SCALE的单位计

SELF—CALIB—CMD 启动设备特定(制造商特定)的校准过程。

编码：

0： 缺省值；现场设备无反应(必备)

1：开始零点调整(可选)

2：开始自校准／初始化(可选)

7： 复位“超出阀的总行程限值”cB_TOT—VALVE—TRAV(可选)

并复位“累加的阔行程”TOTALVALVE_TRAVEL(可选)

10：复位“受干扰的内部控制回路”CB_CONTR-ERR(可选)

255：异常中止当前校准过程(可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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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02(续)

参 数 描 述

SEI，F—CALIB-STATUS 设备特定(制造商特定)的校准过程的结果或状况。

编码：

O： 未确定(必备)

1： 保留

2： 异常中止(可选)

3： 保留

4： 机械系统的差错(可选)

5～10： 保留

11： 超时(可选)

12～19： 保留

20： 通过“紧急超驰激活”cB-()VERRIDE来异常中止(可选)

21～29： 保留

30： 零点差错(可选)

31～127：保留

128～249：制造商特定(可选)

250～253；保留

254： 成功(可选)

255： 无有效数据(可选)

SERVO——GAIN——1 SERVO—— 两个移动方向的比例作用系数。仅具有一个伺服增益的执行器使用SERVO—

GAIN一2
GAIN 1

SERVO—RATE一1 SERVO— 两个移动方向的微分作用系数。仅具有一个伺服增益的执行器使用SERVO—

RATE一2 RATE_I

SERVO．。RESET——1 SERVO．． 两个移动方向的积分作用系数。仅具有一个伺服增益的执行器使用SERVO～RE—

RESET_2 SET一1

SETP—CUTOFF—DEC 当参考变量超过输入值时，阀向对应于0％参考变量的最终位置转动。

电气执行器完全充满空气或完全排出空气(取决于故障安全位置)。

电动执行器的电机将阀驱动到相应的最终位置

SETP—CUTOFF_INC 当参考变量超过输入值时，阀向对应于100％参考变量的最终位置转动。

电一气执行器完全充满空气或完全排出空气(取决于故障安全位置)。

电动执行器的电机将阔驱动到相应的最终位置

SETP—CUTOFF-MoDE 选择与行程相关的断开或与转矩相关的断开(分别用于运行的每个方向)。

编码：

0：OPEN方向的转矩，CLOSE方向的转矩

1：OPEN方向的转矩，CI．OSE方向的行程

2：OPEN方向的行程，CI，OSE方向的转矩

3：()PEN方向的行程，CI，OSE方向的行程

TAB—ENTRY 见表50

TAB—X—Y—VALUE 见表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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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 数 描 述

TAB—MIN—NUMBER 见表50

TABJⅥAX—NUMBER 见表50

TAB√～CTUAI—NUMBER 见表50

TAB()P CODE 见表50

TAl3_STATUS 见表50

ToRQUE—ACTUAL 指示实际的转矩值，以工程单位计

ToRQUE—LIM—CI。 以工程单位计的设定值。确定在CLOSE方向上断开(switch off)的转矩限值

TORQUE_I，1M—OP 以工程单位计的设定值。确定在()PEN方向上断开(switch off)的转矩限值

T()RQUE UNlT 转矩或力的工程单位

TOTALVALVE—TRAVEI。 累积的阀行程。按标称占空比计

T(】T VAl。VE TRAV—I。1M 对于TOTAl．一VAI，VE_TRAVEI。的限值，按标称占空比计

TRAVELl。IMlY_1。OW 以行程范围的百分数表示的阀位置的下限。行程范围对应于OUT SCALE

TRAVEL_I。1MIT UP 以行程范围的百分数表示的阀位置的上限。行程范围对应于OUT—SCALE

TRAVEI』一RATE—DEC 可组态的闽从全开到全闭的时间，以s计

TRAVELRATE—INC 可组态的阀从全闭到全开的时间，以s计

VALVE-MAINT—DATE 阀的上一次维护日期

VAI。VE—MAN 阀制造商的名称

VAl，VE SER NUM 属于定位器或电子设备的阀的序列号

VALVE～TYPE 阀的类型。

编码：

0：直行程阀。滑动阀

1：角行程阀(part—turn)

2：多转式角行程阀(multi turn)

10．3．3电动执行器转换块

10．3．3．1 电动执行器转换块的参数属-|生

表203列出了电动执行器转换块的参数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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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03 电动执行器转换块的参数属性

相对 对象 参数用法／ 复位
必备(M)／

索引
参数名称 数据类型 存储 大小 访问 缺省值 可选(O)

类型 传输类型 类别
(A类和B类)

．．．标准参数见“通用描述”

电动执行器的附加转换块参数

8 ACT-RO’r-DIR Simple Unsigned8 S 1 C／a F 0 O(B)

制造

9 ACtSTROK￡TIME_DEC Simple Float S 4 C／a 商特 O(B)

定

制造

10 ACT—STROKE TIME-INC Simple FIoat S 4 C／a 商特 O(B)

定

制造

11 ACT—TRAV—TIME Simple Float S 4 C／a 商特 O(B)

定

12 ANTLPUMP～CL Simple Float S 4 C／a F O(B)

13 ANTLPUMP—OP Simple Float S 4 C／a F O(B)

14 BREAK—STRENGTH Simple Float S 4 C／a F O(B)

15 BYPASS-SETP-CI． Simple Float S 4 C／a F O(B)

16 BYPASS_SETP—OP Simple Float S 4 C／a F O(B)

17 TAB—ENTRY 见表51 O(B)

18 TAB_)LY—VALUE 见表51 O(B)

19 TAB-MIN—NUMBER 见表51 O(B)

20 TAB-MAX—NUMBER 见表51 O(B)

21 TAB-ALTUAL—NUMBER 见表51 O(B)

22 DEADBAND Simplel Float S 4 C／a F O(B)

23 DEVICE—CALIBJ)ATE s-mpld Octetstr·ng S 16 C／a l O(B)

24 DEVICE—CONFI(LDATE simpleI Octetstrlng S 16 C／a I O(B)

25 LIN TYPE 见表5l M“3)

26 MA)LToRQUE Simple Float S 4 C／a F O(B)

制造

27 M()T()R—oN～TIME Simple Float D 4 C／a 商特 O(B)

定

制造

28 NUM LIMIT CUT—OFF Simple Float D 4 C／a 商特 O(B)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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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
参数名称

对象
数据类型 存储 大小 访问

参数用法／ 复位
必备(M)／

索引 类型 传输类型 类别
缺省值 可选(O)

(A类和B类)

、

制造

29 NUM—MOT二oN—CYCL Simple Float D 4 C／a 商特 O(B)

定

制造

30 NUM—MO’r_()N—H()UR Simple Unsigned8 D 1 C／a 商特 O(B)

定

制造

31 NUM—T()RQ—CUT—oFF Simple Float D 4 C／a 商特 O(B)

定

32 RATED—TRAVEl， Simple Float S 4 C／a F M(B)

33 SELF—CALIB—CMD Simple Unsigned8 N 1 C／a 0 M(B)

34 SELF—CALlB-STATUS Simple Unsigned8 N 1 C／a 0 M(B)

35 SERV()-GAIN一1 Simple Float S 4 C／a F O(B)

36 SERVO—RATE 1 Simple Float S 4 C／a F O(B)

37 SERVO—RESETj Simple Float S 4 C／a F O(B)

38 SETP—CUTOFF—DEC Simple Float S 4 C／a F M(B)

39 SETP—CUToFF—INC Simple Float S 4 C／a F M(B)

40 SETP—CUTOFF．I“0DE Simple Unsigned8 S l C／a F 3 O(B)

41 ToRQUE—ACTUAL Record 101 D 5 C／a O(B)

42 ToRQUEJLIM—CL Simple Float S 4 C／a F O(B)

43 ToRQUE_LIM—oP Simple Float S 4 C／a F O(B)

44 TORQUE—UNlT Simple Unsignedl6 S 2 C／a F O(B)

T()TAL—VALVE—TRAV—
制造

45 Simple Float D。 4 C／a 商特 O(B)
EL

定

46 ToT—VALVELTRAV—I，IM Simple Float S 4 C／a F O(B)

47 TRAVEL—LIMIT—LOW Simple Float S 4 C／a F O M(B)

48 TRAVELLIMIT—UP Simple Float S 4 C／a F 100 M(B)

49 TRAVEL—RATE-DEC Simple Float S 4 C／a F M(B)

50 TRAVEL—RATE—INC Simple Float S 4 C／a F M(B)

5l VALVELMAINT—DATE Simple OctetString S 16 C／a I O(B)

55 TAB_oP—CODE 见表51 O(B)

56 TAB—STATUS 见表51 O(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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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03(续)

相对 对象 参数用法／ 复位
必备(M)／

索引
参数名称 数据类型 存储 大小 访问 缺省值 可选(O)

类型 传输类型 类别
(A类和B类)

57 POSITIONIN(LVALUE Record 101 D 5 C／a M(B)

58 FEEDBACK—．VAI。UE Record 101 D 5 C／a M(B)

59 VALVE—MAN Simple ()ctetString S 16 C／a 1 M(B)

60 ACTUAT()R—MAN Simple OctetString S 16 C／a I ()(B)

61 VALVE TYPE Simple Unsigned8 S 1 C／a F M(B)

62 ACTUATOR—TYPE Simple Unsigned8 Cst 1 C／a M(B)

制造

63 ACTUAT()R ACTl()N Simple Unsigned8 S 1 C／a 商特 M(B)

定

64 VAI。VE SER NUM Simple ()ctetString S 16 C／a I O(B)

65 ACTUATOR_SER—NUM Simple ()ctetString S 16 C／a I O(B)

66 ADT)-(；EAR—SER—NUM Simple OctetString S 16 C／a 1 0(B)

67 ADD—GEAR—MAN Simple OctetString S 16 C／a I O(B)

68 ADD二GEAR—ID Simple OctetString S 16 C／a I O(B)

69 ADD—．GEAR——1NST——DATE Simple OctetString S 16 C／a I ()(B)

70～79 Pl保留 M(B)

80 第1个制造商特定的参数 O(B)

“应该被存储为非易失的。

10．3．3．2 电动执行器转换块的视图对象

表204列出了电动执行器转换块的视图对象。

表204 电动执行器转换块的视图对象

访问

相对索引 参数名称 替代值 View一1 VJew_2 View 3 VJew_4

8 ACT—R()T—D1R 1

9 ACT—STROKETlME DEC 4

10 ACT STROKE—TIME INC 4

1l 一(“￡腑A虻TIME 4

12 ANTl一PUMP—CI。 4

13 ANTl一PUMP—OP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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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问

相对索引 参数名称 替代值 View_l View 2 VJew_3 VJew_4

14 BREAK—STRENGTH 4

15 BYPASS-SETP—CL 4

16 BYPAS&SETP OP 4

17 TAB—ENTRY

18 TAB—X—Y—VALUE

19 TAB_MIN—NUMBER

20 TAB_MAX—NUMBER

21 TAB-ACTUALNUMBER

22 DEADBAND 4

23 DEVICE_CAL吐DATE 16

24 DEVICE—CONFIG—DATE 16

25 LIN—TYPE l

26 MAX—ToRQUE 4

27 MoToR一()N—T]ME 4

28 NUM—I。IMIT—CUT—OFF 4

29 NUM—MOT—ON—CYCL 4

30 NUM—M()T—ON—H()UR l

31 NUM—ToRQ二CUT—oFF 4

32 RATED TRAVEI． 4

33 SEl，F—CAI。1B-CMD

34 SEI．F—CALIB_STATUS 1

35 SERVO——GAlN——1 4

36 SERV(LRATE-l 4

37 SERV(LRESETJ 4

38 SETP-CUTOFF_DEC 4

39 SETP—．CUTOFF——INC 4

40 SETP—CUTOFF-MODE 1

4l TORQUE—ACTUAL 5

42 T()RQUEj，IM—CI， 4

43 TORQUE_LIM—OP 4

44 T()RQUE_UNIT 2

45 T()TAI‘VAI。VE—TRAVEL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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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04(续)

访问

相对索引 参数名称 替代值 view一1
VJew 2 VJew 3 VJew_4

46 TOT二VAI。VE—TRAV—LIM 4

47 TRAVELl。IMIT_I。OW 4

48 TRAVEL_LIMI’rjJP 4

49 TRAVEL—RATE—DEC 4

50 TRAVEL_RATE—INC 4

5l VALVE～MAlNT DATE 16

55 TAILOP—CODE

56 TAB—STATUS

57 POSlTIONlNG—VALUE 5

58 FEEDBACK—VALUE 5

59 VALVE MAN 16

60 ACTUATOR—MAN 16

6l VALVE．TYPE 16

62 ACTUAToR—TYPE 1

63 ACTUATOR_ACTION 1

64 VAI。VE—SERJNUM 16

65 ACTUAToR—SERJNUM 16

66 ADI)_GEAR—SER—NUM

67 ADI)_GEAR—MAN

68 ADD二GEAR—ID

69 ADDLGEAR一1NST—DATE

视图对象的字节总数(+标准参数字节数) 0上13 66+13 86+36 112+0

10．3．4电一气执行器转换块

10．3．4．1 电一气执行器转换块的参数属性

表205列出了电一气执行器转换块的参数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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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
参数名称

对象 参数用法／ 复位
必备(M)／

索引 类型
数据类型 存储 大小 访问 缺省值 可选(0)

传输类型 类别
(A类和B类)

．．．标准参数见“通用要求”
、

电气执行器的附加转换块参数

制造

9 AC￡STROKETIMEDEC Simple Float S 4 C／a 商特 0(B)

定

制造

10 AC’r STROKE—TIMEjNC Siml]le F[oat S 4 C／a 商特 0(B)

定

17 TAB ENTRY 见表51 0(B)

18 TAB-X—Y—VALUE 见表51 0(B)

19 TAB_MIN—NUMBER 见表5l 0(B)

20 TAB—MA)LNUMBER 见表51 0(B)

2l TAB—ACTUALNUMBER 见表51 0(B)

22 DEADBAND Simplel Float S 4 C／a F 0(B)

23 DEVICE—CALIB—DATE Simpld Octetstring S 16 C／a 1 0(B)

24 DEVICE—CONFl(LDATE Simplel Octetstring S 16 C／a 1 0(B)

25 LIN TYPE 见表51 M(B)

32 RATEDLTRAVEL Simple Float S 4 C／a F M(B)

33 SELF—CAI，1B_CMD Simple Unsigned8 N l C／a 0 M(B)

34 SEI．F—．CAI．IB_STATUS Simple Unsigned8 N 1 C／a 0 M(B)

35 SERV()一GAIN一1 Simple Float S 4 C／a F 0(B)

36 SERV0——RATE—．1 Simple Float S 4 C／a F 0(B)

37 SERV(LRESET一1 Simp|e Float S 4 C／a F 0(B)

38 SETP—CUTOFF—DEC Simple Float S 4 C／a F M(B)

39 SETP_CUToFF—INC Simple Float S 4 C／a F M(B)

T()TAL VALVE TRAV—
制造

45 Simple Float D“ 4 C／a 商特 0(B)
EI，

定

46 T()T-VAl，VE-TRAv_I。IM Simple Float S 4 C／a F 0(B)

47 TRAVEL—L1MITj。oW Simple Float S 4 C／a F 0 M(B)

48 TRAVELLIMIT—UP Simple Float S 4 C／a F 100 M(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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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05(续)

相对
参数名称

对象 参数用法／ 复位
必备(M)／

索引 类型
数据类型 存储 大小 访问 缺省值 可选(())

传输类型 类别
(A类和B类)

49 TRAVEL_RATeDEC Simple FIoat S 4 C／a F M(B)

50 TRAVEL_RATE—INC Simple Float S 4 C／a F M(B)

5】 VAl，VE—MAINT—DATE Simple OctetString S 16 C／a I O(B)

52 SERV()一GAIN一2 Simple Float S 4 C／a F O(B)

53 SERVo—RATE一2 Simple Float S 4 C／a F 0(B)

54 SERVO—RESET_2 Simple Float S 4 C／a F O(B)

55 TAB_OP—CODE 见表51 O(B)

56 TAB—STATUS 见表51 ()(B)

57 POSITl0NING—VALUE Record 101 D 5 C／a M(B)

58 FEEDBACK——VAI。UE Reeord 101 D 5 C／a M(B)

59 VAI。VE—MAN Simple OetetString S 16 C／a l M(B)

60 ACTUAT()R—MAN Simple OctetString S 16 C／a I M(B)

6I VALVE—TYPE Simple Unsigned8 S 1 C／a F M(B)

62 ACTUAT()R—TYPE Simple Unsigned8 Cst 1 C／a M(B)

制造

63 ACTUATOR—ACTION Simple Unsigned8 S 1 C／a 商特 M(B)

定

64 VALVE—SERJqUM Simple OetetString S 16 C／a I O(B)

65 ACTUAToR—SER—NUM Simple OetetString S 16 C／a I O(B)

66 ADD-GEAR_SER—NUM Simple OctetString S 16 C／a I O(B)

67 ADD—GEAR—MAN Simole OctetString S 16 C／a I O(B)

68 ADD二GEAR—ID Simple 0etetString S 16 C／a I O(B)

69 ADDLGEAR一1NST—DATE Simple OetetString S 16 C／a I O(B)

70～
PI保留 M(B)

79

80 第1个制造商特定的参数 O(B)

8应该被存储为非易失的。

10．3．4．2 电一气执行器转换块的视图对象

表206列出了电一气执行器转换块的视图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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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问

相对索引 参数名称 替代值 View_l View 2 View一3 View一4

9 ACT—STROKLTIME—DEC 4

lO ACT STROKE T1ME_INC 4

17 TAB ENTRY

18 TAB-X—Y—VAI。UE

19 TAB MIN—NUMBER

20 TAB-MA)LNUMBER

21 rAB-ACTUAL—NUMBER

22 DEADBAND 4

23 DEVICE—CAI，IB—DATE 16

24 DEVlCE-CONFIG_DATE 16

25 LIN—TYPE 1

32 RATED—TRAVEL 4

33 SELF—CALIB_CMD

34 SEI，F—CAI，IB_STATUS 1

35 SERVO—GAINJ 4

36 SERVO—RATE-l 4

37 SERVO—RESET 1 4

38 SETP—CUTOFF_DEC 4

39 SETP_CUTOFF-INC 4

45 ToTAL—VALVE—TRAVEI。 4

46 T()T—VALVE—TRAV—LIM 4

47 TRAVEL I。IMIT—LOW 4

48 TRAVEL—L1MIT二UP 4

49 TRAVELRATE—DEC 4

50 TRAVEL—RATE—INC 4

5l VAl。VE—MAINT—DATE 16

52 SERVO—GAIN一2 4

53 SERVO—RATE 2 4

S4 SERV()-RESEY一2 4

55 TABJ]P—CoDE

56 TAB—STATUS

57 POSITIONING_VALUE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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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06(续)

访问

相对索引 参数名称 替代值 View一1 View一2 View_3 V
Jew一4

58 FEEDBACK—VALUE 5

59 VALVE MAN 16

60 ACTUATOR—MAN 16

61 VAI。VE TYPE l

62 ACTUATOR—TYPE l

63 ACTUATOR—ACTION 1

64 VALVE—SER—NUM 16

65 ACTUATOR—SER．NUM 16

66 ADD—GEAR—SER—NUM

67 ADD—GEAR—MAN

68 ADD—GEAR—ID

69 ADD_GEAR_INST_DATE

视图对象的字节总数(+标准参数字节数) 0+13 40+13 62叶-36 97+O

10．3．5电·液执行器转换块

未做规定。

10．4参数的下载顺序

如果必须向设备写入一组参数，则应遵循特定的顺序。所有其他参数必须在这些参数之后写入。

对于本数据单中所描述的设备，其顺序如下；

——VALVE—TYPE；

——RATED—TRAVEL；

——oUT—SCALE。

10．5一致性声明

表207给出了一致性声明模板。

表207执行器组件的一致性声明

参 数 一致性声明 子元素

物理块 M

功能块 M

模拟输出功能块 M

其他功能块 。

转换块 O(A类)，M(B类)

电一气执行器转换块 O(A类)，S(B类)

电动执行器转换块 O(A类)。S(B类)

电液执行器转换块 O(A类)，S(B类)

其他转换块 O(A类)，S(B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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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1 分析仪器现场设备的功能块模型的使用

分析仪器现场设备的参数结构与第5章“通用要求”中的块模型一致。分析仪器设备由一个物理块

以及若干转换块和功能块的实例组成。这些块因它们所包含的参数而异。j时于模拟输入(AI)、模拟输

出(AO)、离散输入(D1)和离散输出(Do)功能块的使用，按照本标准其他章节的定义。

本章定义分析仪器现场设备的附加块。分析转换块包含一个通用参数集，它对于本行规所有分析

仪器设备是统一的。分析转换块通过参数值来完成对特定传感器类型的匹配。变换转换块(Transfer

Transducer Block)为过程值的预计算提供了可串接的功能(例如滤波、均值、积分和校正)。控制转换

块(Control Transducer Block)用于启动和停止设备的多项功能，如“初始化”、“测量”和“校准”等。另

外，设备还可具有多点采样功能块和日志功能块。报警转换块(Alarm Transducer Blocks)包含关于设

备特定事件或过程特定事件的信息(例如超限或短路)。

图68示出了分析仪器设备的块结构。

} }控制

物理块

分析

H熬p
控制

转换块 转换块

卜 p

熬U藏 ＼ ／ 融筐
转换块

l I
PV PV

本地糖出 堕
旷

本地1／o

雨蔚

囿 曲 ．妻裂I l例 U
●

远程访问

图68分析仪器设备的块结构

图68的块模型定义了仅一个物理块和任意个数的转换块和功能块及其组合。大部分块类型可被

实例化若干次。

每个块的规范都以带图形的简短概述开始。这些块的所有参数都通过文本来描述，必要时还通过

一些有具体含义的特殊编码进行描述。以下各表列出了所有参数及其特殊属性，如数据类型、访问权限

和缺省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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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附加的物理块参数

11．2．1概述

分析仪器使用第5章“通用要求”中所定义的物理块。另外，物理块包含11．2中定义的参数。

1 1．2．2附加物理块参数的参数描述

附加物理块参数的参数描述见表208。

表208附加物理块参数的参数描述

参 数 描 述

DEVICE_CONFlGURATION 其功能单元组态的文字性描述

INIT-STATE 在复位和设备特定的初始化阶段之后，设备停止在参数化状态中。该状态可以是

以下两种状态之一：DEVICE。STATE或sTATuS-BEFoRE—REsET。

编码：

l： sTATUS—BEFOREJRESET

2： RUN

3： sTANDBY

4：POWER DOWN

5： MAINTENANCE

DEVICE_STATE 有四种不同的状态。操作员通过向该参数写入所期望状态的编码来选择新的状

态。控制转换块的所有功能并非在设备的每个状态中都可执行(见11．5)。

编码：

2：RUN(必备)

3：STANDBY(可选)

4：POWER—D0wN(可选)

5：MAlNTENANCE(必备)

RUN：在RUN状态下，所有操作项均是有效的。这对于生成一个过程值是必

要的。

STANDBY：在STANDBY状态下，设备巳为测量准备就绪，且可被无延迟地切换

到RUN状态。

POWER—DOWN：POWER—DOWN状态是一种低能耗模式，即：经济节能操作模

式。设备不处于运行中，投入运行可能需要较长的时间。

MAINTENANCE；MAINTENANCE状态下的行为是设备特定的。除了可执行

RUN、STANDBY和POWEK-DOWN状态下的功能外，还可在MAINTENANCE

状态执行控制转换块功能．如测试、服务或清洗

GI。OBAL_STATUS 见11．7．2，表224

1 1．2．3附加物理块参数的参数属性

附加物理块参数的参数属性见表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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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 对象 参数用法／ 复位
必备(M)／

索引
参数名称 数据类型 存储 大小 访问 缺省值 可选(O)

类型 传输类型 类别
(A类和B类)

．．标准参数见“通用要求” 、

附加物理块参数

33～
PI保留

35

DEVICE—
36 Simple VisibleString N 32 C／a M

CoNFlGURATIoN

37 INIT—STATE Simple Unsigned8 S 1 C／a F M

38 DEVICE—STATE Simple Unslgned8 D l C／a F M

39 GLoBAL—STATUS Simple Unsignedl6 D 2 C／a 0 M

40～47 Pl保留 M

48 第1个制造商特定的参数 O

11．2．4物理块的视图对象

物理块的视图对象见表210。

表210物理块的视图对象

访问

保留

相对索引 参数名称 替代值 View_] VJew 2 View_3 Vjew_4

36 DEVICE～CONFIGURATION

37 1NIT_STATE

38 DEVICE STATE 1 1

39 GLOBAL_STATUS 2 2

视图对象的字节总数(+通用物理块字节数+标准参数字节数) 3+4+13 3·--L-21--JLrl3 0+82+36 保留

11．3分析转换块

11．3．1概述

分析转换块的参数结构见图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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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AI

FB

图69分析转换块的参数结构

分析仪器设备中每个现有的测量值都是通过一个分析转换块来表示的。该块包括以某种方式描述

的测量值的一个参数集，该描述方式可由远程站来解释。

11．3．2分析转换块的参数描述

分析转换块的参数描述见表21l。

表211 分析转换块的参数描述

参 数 描 述

COMPONENT_NAME 可读的ASCII文本的测量值描述

PV 主(primary)值是设备用户主要关注的内容。所有结果都可作为已被定标的且表

达物理过程量的值。原始数据和内部的中间结果对通信系统是不可见的。

测量值是由传感器生成的原始数据。该原始数据是动态值。可通过使用标准化

和非标准化的算法对动态值作进一步计算处理。这些功能属于变换转换块的范

围(见11．4)。PV是只读的。PV是使用标准化和非标准化算法计算的结果，其构

成如下：

——PV：结果值。对于解释该值所必需的所有伴随信息．属于分析转换块的其

他参数的范围；

——Measuremem—Status：结果的状态。在采样时进行计算(编码见“通用要

求”)；

——PV～Time：测量值的采样时间。

注：没有时钟的设备使用值0

Pv_Unit 测量值的工程单位(编码见“通用要求”)

Pv-Unit Text 附加的制造商特定的工程单位

Active_Range 有效的量程号。该量程在本功能块中的相应参数数组中定义。

编码：

1：RANGE一1

2；RANGE_2

11：RANGE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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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 数 描 述

Autorange—On 开启和关闭自动量程选择。

有两个定标参数：一个在分析转换块中，另一个在模拟输入功能块(A1)中。出于

一致性原因，AI的PV—SCAI。E参数应使用分析转换块的RANGE—n参数。

以下两种方法都是有效的：如果转换块使用自动量程选择(AuT()RANGE ON—

TRUE)，那么所连接的AI应使用具有最宽测量范围的转换块RANGE—n进行定

标。如果转换块只使用固定的测量范围(AuTORANGE—ON—FALsE)，那么所

连接的AI应使用由ACTIVE—RANGE所选择的转换块RANGE_n进行定标

Sampling—Rate 测量值是采样设备特定和测量类型特定的。该参数包含两次采样之间的时间

Number_()LRanges 废参数包含该设备所支持的量程的个数

RANGE—n 每个量程都是包含值Begin—of—Range和End—oLRange的记录。工程单位与分析

转换块中测量值的单位相同

11．3．3分析转换块的参数属性

分析转换块的参数属性见表212。

表212分析转换块的参数属性

相对
参数名称

对象
数据类型 存储 大小 访问

参数用法／ 复位
I磐备(M)／

缺省值I可选(O)
索引 类型 传输类型 类别

|(A类和B类1

．．标准参数见“通用要求”

附加的分析转换块参数

8 COMPONENT-NAME Simple]OctetString S 32 C／a I M

g PV Record DS-60 D 12 C／8 M

10 PV UNIT8 Simple Unsignedl6 S 2 C／a F M

11 PVJjNIT—TEXT Simple OctetString S 8 C／a M

1 2 ACTIVE—RANGE Simple Unsigned8 S 1 C／a F M

13 AUT()RANGE一()N Simple Boolean S l C／a F M

14 SAMPI．ING-RATE Simple S 4 C／a F M
Difference

15～2-1 PI保留 M

25 NUMBER-OF—RANGES Simple Unsigned8 N 1 C／a M

26 RANGE—l Record Ds_6l N 8 C／a F M

25牟n
RANGE一13 Recorc DS_61 N 8 C／a F ()

25+
第1个制造商特定参数 ()

n+l

“现有单位代码中不存在的工程单位必须使用编码1995。应在参数PV UNIT TEXT中保存工程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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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4分析转换块的视图对象

分析转换块的视图对象见表213。

表213分析转换块的视图对象

访问

保留

相对索引 参数名称 替代值 View 1 View_2 View一3 View一4

8 CoMPONENT—NAME 32

9 PV 12 12

10 PV—UNIT 2 2

11 PV—UNIT—TEXT 8 8

12 ACTIVE—RANGE 1 1 1

13 AUTORANGE—oN l

14 SAMPLING RATE 4

15～24 Reserved bv PI

25 NUMBER—OF—RANGES 1

26 RANGE一1 8

25+n RANGE—n

视图对象的字节总数(+标准参数字节数) 13+13 24+13 56+36 保留

11．4变换转换块

”．4．1概述

在被模拟输入功能块(AI FB)使用之前，必须预先计算转换块的结果。该任务由提供均值、积分、

校正和滤波功能的变换转换块来完成。这些功能可以被串接成级联的结构。变换转换块的

CHANNEL参数指向其PV值需要预先计算的分析转换块。串级的功能结构中各级的时间条件是设

备特定的，因此不属于本行规范围。变换转换块在参数PV中提供计算值。

11．4．2变换转换块的参数描述

变换转换块的参数描述见表214。

表214变换转换块的参数描述

参 数 描 述

CHANNEL 参数CHANNEL定义其PV需要预计算的转换块(编码见“通用要求”)

PV 该参数包含变换转换块的计算值。该值可以由其他块使用

PV—UNIT 测量值的工程单位(编码见“通用要求”)

PV—UNlT TEXT 附加的制造商特定的工程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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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 数 描 述

STATIC—VALUE 用于校正的固定值

CORRECTION—CHANNEL 该参数定义用于PV校正的转换块(编码与参数CHANNEL一样)

FB VALUE 用于校正的另一个块(本地或远程)的输出参数。该参数用作FB输人参数，即：FB
输出参数与该参数之间的连接由链接对象(Link Object)处理

NUMBEILOF CALCULATION 该块中串接的预计算的次数

CAI。CULATION—N 该参数结构包含被用于预计算的功能编码。预计算的执行顺序是在变换转换块

中预计算(PrecaIculation)结构中“相对索引”属性的顺序。

对于子参数Choice，值0是必备的

图70给出一个控制转换块、变换转换块、分析转换块和模拟输入功能块之间协同工作的示例。

控制

图70控制转换块、变换转换块、分析转换块和模拟输入功能块之间协同工作的示例

11．4．3变换转换块的参数属性

变换转换块的参数属性见表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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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15变换转换块的参数属性

相对 对象 参数用法／ 复位
必备(M)／

索引
参数名称 数据类型 存储 大小 访问 缺省值 可选(O)

类型 传输类型 类别
(A类和B类)

．．．标准参数见“通用要求”

附加的变换转换块参数

9 CHANNEI， Simple Urlsignedl6 S 2 C／a F M

10 PV Record DS-60 D 12 C／a M

11 PVJJNIT“ Simple Unsignedl6 S 2 C／a F M

12 PV—UNIT—TEXT Simple OctetString S 8 C／a M

13 STATl(■VALUE Simple Float S 4 C／a F M

14 CORRECTI()N—CHANNEL Simple Unsignedl6 S 2 C／a F M

15 F配VAI。UE Record 101 S 5 C／a F O M

1 6～25 PI保留 M

NUMBER—OF—
25 Simple Unsigned8 S 1 C／a F M

CAI。CUI。ATl0N

27 CALCULATl0N一1 Recorc DS_65 S 3 C／a F M

26+13 CALCULATION n Record DS-65 S 3 C／a F M

26+

n+l
第1个制造商特定参数 o

8现有单位代码中不存在的工程单位必须使用编码1995。应在参数PV UNIT_TEXT中保存工程单位。

11．4．4变换转换块的视图对象

变换转换块的视图对象见表216。

表216变换转换块的视图对象

访问

保留

相对索引 参数名称 替代值 View_l View一2 View_3 View 4

9 CHANNEI。 2

10 PV 12 12

11 PV～UNIT 2 2

12 PUUNIT—TExT 8 8

13 STATI(■VALUE 4

14 CORRECTION—CHANNEL 2

15 FB—VALUE 5

15～25 PI保留

26 NUMBER—OF-CALCUI。ATION 1

27 CALEULATR)N一1 3

25+n CAI。CULATION—n

视图对象的字节总数(+标准参数字节数) 12+13 27+13 22+36 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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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控制转换块

11．5．1概述

控制转换块(CTB)是仅具有内含参数的转换块，执行分析仪器设备的一般初始化和控制功能。根

据所选的功能(见参数BL()CK—TYPE)，它影响设备其他转换块。影响的详细内容是设备特定的，因此

不属于本行规的范围。这些功能由具有通用名称的代码表示。控制转换块与其他块之问不可能存在用

于参数互连的链接对象。

在控制转换块中存在功能特定的参数，即不是所有的参数都被用于所有功能。图71给出了概述。

图71 控制转换块的参数层次结构

11．5．2控制转换块的参数描述

11．5．2．1概述

表21 7规定了控制转换块的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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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17控制转换块的参数描述

参 数 描 述

BLOCK—TYPE ——BLOCK—TYPE

BLOCK—TYPE决定控制转换块必须执行的功能：控制转换块在一个时刻只能执

行一种功能类型。在每种操作状态下，可以切换到另一个块类型。图71根据块的

类型列出了控制转换块的有效参数。

设备特定的控制转换块类型的选择是制造商特定的，或者可能在本行规的未来版

本中扩展。

不是所有功能都能在所有的设备状态下执行。表218列出了所允许的组合。

编码：

1： INIT(必备)

2： MEASUREMENT(必备)

3： CALIBRATION(可选)

4： CLEANING(可选)

5： SYSTEM—cHECK(可选)

6～32767： 保留

32768～65535：制造商特定的(可选)

——INIT

INIT功能对相关转换块执行制造商特定的新的初始化。

——MEASUREMENT

MEAsuREMENT功能启动产生过程值的算法，以及(如果有的话)预计算。

相关的转换块由参数CHANNEL选择。参数RECIPE从设备实现的若干可选的

信号计算功能中选择一个。

——CALlBRATION

CALIBRATION对来自设定值和PV的数据进行校准计算。校正数据将用

于分析仪器设备的调校。通过参数CHANNEL，选择单一转换块用于校准。如果

校准计算成功地完成，则CTB自动地启动相应转换块的测量。

——CLEANING

这是设备特定的功能。具体内容不属于本行规的范围。

——SYSTEMl_CHECK

这是设备特定的功能。具体内容不属于本行规的范围

CoMMAND COMMAND单次执行相应的功能(例如：MEASUREMENT，SYSTEM—

CHECK⋯．)。参数COMMAND比SEQUENCE_CONTROL具有更高优先级，

即：仅当COMMAND等于0时SEQUENCE_CONTROL的功能才是有效的。

编码：

0： RESET COMMAND功能不是有效的(必备)

5： START 执行设备功能(必备)

6： STOP 中断设备功能，功能保持在当前状态(可选)

7： RESUME 功能从当前状态继续执行(可选)

8： CANCEL 禁用设备功能，将功能设置为初始状态(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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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 数 描 述

STATUS
STATUS提供该功能执行的当前状态或结果。

编码：

0： READY 功能已被成功地执行

1： NO二INIT 功能未进行初始化

2： IDLE 功能是无效的

3： RUNNING 功能当前是有效的

4： INTERRUPTED功能当前被中断

5：TIME—OUT 功能执行超时

6～127： 保留

128～255：制造商特定的

CHANNEL 参数CHANNEL定义由控制转换块所控制的转换块(编码见“通用要求”)

SEQUENCLCONTROL 参数SEQUENCE_CONTROL提供由循环时间事件、或所定义的日期、或时间所

触发的控制转换块的自动执行，例如：

——每隔8小时自动校准}

——1992年4月3号上午7点半启动Init功能；

——通过设备内部事件启动清洗功能。

该参数是包含所有必要信息的记录

REClPE 参数RECIPE提供在控制转换块功能的不同于版本之间进行选择的可能性，该控

制转换块由BLOCK—TYPE选择。RECIPE的编码取决于BLOCK—TYPE：

MEASUREMENT

信号处理方式的编号。缺省值为0。

CALIBRATIoN

1： 所有校准都是自动的(必备)

2： 计算正在工作的探测器的当前值，并将其存储在位置1(可选)

3： 计算正在工作的探测器的当前值，并将其存储在位置2(可选)

4： 计算正在工作的探测器的当前值，并将其存储在位置3(可选)

5： 用位置1评估平行度(可选)

6： 用位置l和位置2评估倾斜度(可选)

7： 3点校准(可选)

8： 检查平行度(可选)

9： 检查倾斜度(可选)

10： 检查3点校准(可选)

11～32767： 保留

32768～65535：非标准化的RECIPE(制造商特定)

QUALlTY 参数QUALITY包含RECIPE检查校准的结果。它通过对比设备的SP和PV来

计算出来

SP 根据校准方法，转换块的校准需要一对或多对sP／PV。因此，参数SP是包含设定

值的数组。SP按升序填人数组。SP的工程单位与转换块的工程单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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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17(续)

参 数 描 述

PV 根据校准方法，转换块的校准需要一对或多对sP／PV。因此，参数PV是包含当

前值的数组。PV按所属设定值的相同顺序填入。Pv的工程单位与转换块的工

程单位相同

CTB—MASTER 主Cl’B用于同时控制一组其他的CTB。这表示，主CTB的参数COMMAND适

用于参数SEI，ECTION中列出的所有从CTB。STATE和所有其他参数在每个被

控从CTB中单独维护。主CTB是一个附加的CTB。在一个设备中可以有多个

主CTB。

编码：

TRuE： 主CTB

FALSE： 从C'I、B

SEI。ECTl0N 参数SEI．ECTlON仅对主CTB有效(CTB-MASTER；TRUE)。它包含指向由

此主CTB控制的从CTB的指针数组。指针具有与参数CHANNEl．的相同编码

PARAMETER—SET—NUMBER 设备特定或测量特定的块参数集的选择。所选择的块参数集被映射到PARAME—

TER—SETjuuMBER索引之上的相对索引。该映射为将来集成其他参数集提供

了可能性。

编码：

1：pH

2． CONDUCTIVITY

3：OXYGEN

NUMBER—PARAMETERS 包含属于由PARAMETER—SET—NUMBER所选参数集的参数个数

BUFFER—NUMBER 从设备可用的缓冲器列表中所选的有效缓冲器。如果该参数值等于0，则无缓冲

器可用

ZER() 零点的工程单位与相关分析仪器或变换转换块的工程单位相同

SI。()PE 传感器特性的斜率(Slope)。工程单位为mV／pH

CELL—CoNSTANT 传感器的斜率(Slope)

(：AI，OXY—TYPE 选择校准的类型。

编码：

1： SATuRATION(饱和度)

2：CONCENTRATION(浓度)

CAI．OXY—ZERO 传感器零点电流。值和状况由校准设定。单位代码与相关转换块的代码相同

CAI，oXY HIGH 在正常条件下(例如：1 013．25 hPa，25℃，100％RH)传感器的高点电流。值和状

况由校准设定。单位代码与相关转换块的代码相同

CALOXY—HUMIDITY—REL 校准空气湿度。值由校准设定。单位代码为1342[％]

CAl。()XY—PRESSURE 校准压力。值由校准设定。单位代码与相关转换块的代码相同

CALoXY—TEMP 校准温度。值由校准设定。单位代码与相关转换块的代码相同

CAI。OXY—BUFFER SAT 手动饱和度校准缓冲器。值由校准设定。单位代码为1342[％]

CALOXY BUFFER_CONC 手动浓度校准缓冲器。值由校准’搜置。单位代码与相关转换块的代码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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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COMMAND控制图72中的状态机。通过COMMAND值的改变来激活这些转换。

参数STATUS包含实际状态。其他状态是制造商特定的。

圈72 控制转换块的状态图——COMMAND参数

11．5．2．3 CTB—MASTER描述

控制分析仪器功能的方法有两种。参数COMMAND根据状态图切换功能。参数SEQUENCE—

CONTR()L控制执行的时间。参数SEQUENCE—CONTROI。的Element COMMAND具有低于控制

转换块的COMMAND参数的优先级。作为主CTB中COMMAND改变的结果，CTB_MASTER机制

能同时控制多个转换块。参数SEl。ECTION包含由主CTB的COMMAND参数所控制的从CTB

列表。

11．5．2．4分析仪器功能的执行

分析仪器功能的执行见表218。

表218分析仪器功能的执行

DEvICE—STATE DEVlCE—STATE DEVICE STATE DEVlCE-STATE
分析仪器功能

RUN STANDBY POWER—D()WN MAINTENANCE

INIT X X X X

MEASUREMENT X X

CAI。lBRATION X X

CLEANING X X

SYSTEM—CHECK X

注：X表示允许的功能执行。

11．5．3控制转换块的参数属性

控制转换块的参数属性见表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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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19控制转换块的参数属性

相对
参数名称

对象 参数用法／ 复位
I必备(M)／

索引 类型
数据类型 存储 大小 访问 缺省值{可选(o)

传输类型 类别
|(A类和B类)

．．．标准参数见“通用要求”

附加的控制转换块参数

9 BI。()CK—TYPE Simple Unsignedl6 S 2 C／a F M

10 C()MMAND Simole Unsignedl6 N 2 C／a F M

11 STATUS Simple Unsigned8 D 1 C／a M

12 CHANNEL Simple Unsignedl6 S 2 C／a F M

13 SEQUENCE—CoNTRoL Record DS-66 S 14 C／a F M

14 RECIPE Simple Unsignedl6 S 2 C／a F M

制造

15 QUALITY Array Float N 商特 C／a o

定

制造

16 SP Array Float N 商特 C／a F o

定

制造

17 PV Array Floaf N 商特 c}a o

定

18 CTB MASTER Simple Unsigned8 N l C／a F O

制造

19 SELECTION Array Unsignedl6 N 商特 C／a F o

定

20～29 PI保留 M

PARAMETER—SET
30 Simple Unsigned8 N 1 C／a M

NUMBER

31 NUMBEILPARAMETERS Simple Unsigned8 N l C／a 0

用于pH的参数集

32 BUFFER—NUMBER Simplel Unsigned8 N 1 C／3 F O

33 ZER() Simple{ Float S 4 C／a o

34 SI，OPE Simplel Float S 4 C／a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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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 对象 参数用法／ 复位
I必备(M)／

索引
参数名称 数据类型 存储 大小 访问 缺省值I可选(o)

类型 传输类型 类别
I(A类和B类)

用于传导率的参数集 、

32 CELL—CoNSTANT SimpleI Float S 4 C／a o

用于氧的参数集

32 CAL()XY TYPE Simple Unsigned8 S 1 C／a F o

33 CAI，OXY—ZERO Record 101 S 5 C／a ()

34 CAI，oXY—HIGH Record 101 S 5 C／a ()

36 CALOXY-HUMIDITY REL Simple F]oat S 4 C／a F ()

37 CAI．OXlLPRESSURE Simple Float S 4 C／a F o

38 CAI。OXY—TEMP Simple Float S 4 C／a F 0

39 CALoXY-BUFFER SAT Simple Float S 4 C／a F ()

40 CAI。OXY-BUFFER—CONC Simple Float S 4 C／a F ()

31+n

第1个制造商特定的参数 O
+1

11．5．4控制转换块的视图对象

控制转换块的视图对象见表220。

表220控制转换块的视图对象

访问

保留

相对索引 参数名称 替代值 View 1 View 2 View_3 View 4

9 BI．OClLTYPE 2

10 C()MMAND

11 STATUS 1 1

12 CHANNEI， 2

13 SEQUENCE CONTROL 14

14 REClPE 2

15 QUALITY

16 SP

17 PV

18 CTB—MASTER 1

19 SE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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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20(续)

访问

保留

相对索引 参数名称 替代值 VJew 1
View一2 VJew一3 VJew一4

20～29 PI保留

30 PARAMETER—SET—NUMBER l

31 NUMBER—PARAMETERS 1

用于pH的参数集

32 BUFFER—NUMBER

33 ZERO

34 SL()PE

用于传导率的参数集

32 CEI。LCONSTANT

用于氧的参数集

32 CALOXY—TYPE

33 CAI。()XY ZER()

34 CALoXY—HIGH

36 CALOXlLHUMIDITY—REL

37 CAI。OXlLPRESSURE

38 CALOXY—TEMP

39 CALOXY—BUFFER_SAT

40 CALOXY—BUFFER—C()NC

视图对象的字节总数(+标准参数字节数) 1+13 3+13 21+36 保留

11．6限值转换块

11．6．1概述

限值转换块用于观察转换块的PV值是否已超出可组态的限值(THRESHOLD)。限值检查的结

果保存在LIMIT STATUS中，并能通过离散输入功能块(DI FB)将其集成到循环数据传输中(这是通

过将DI的CHANNEI，参数设置为限值转换块的1AMIT—STATUS参数来完成的)。设备可提供多次

限值检查。

11．6．2限值转换块的参数描述

限值转换块的参数描述见表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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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 数 描 述

CHANNEL CHANNEL参数定义了依照THRESHOLD对其进行检查的转换块的PV值(编码见“通用要求”)

THRESHOLD THRESHOLD包含限值，其工程单位与相关分析转换块或变换转换块的工程单位相同

HYSTERESIS 切换滞后的绝对值，其工程单位与相关分析转换块或变换转换块的工程单位相同

DIRECTIoN 当PV值高于或低于限值时，DIRECTION确定限值检查的结果。

编码：

0：值低于限值(PV<THRESHOLD)

1；值超出限值(PV>THRESHOLD)

ON—DELAY ON—DELAY定义了在LIMIT_一STATUS切换到有效之前．PV应持续超限的一段时间

oFF—DEI。AY OFF_DEI，AY定义了在LIMIT—STATUS切换回无效之前．超限消失需持续的一段时间

RESET 使用该参数可冻结LIMIT—STATUS的有效性，即在超限结束后LIMIT—STATUS不返回到

无效。

编码：

0：不断刷新LIMIT STATUS

1： 当LIMIT STATu有效时，将其冻结

CoNFIRMATl0N 该参数用于复位LIMIT STATUS参数。复位的缺省值是0x42。在LIMIT—STATUS已复位到

无效之后，该参数将由限值转换块设为0

LIMIT STATUS 限值检查的结果。

LIMIT STATU&Value的编码：

0： 限值条件是无效的

1：限值条件是有效的

LIMIT_STATUS．Status由相关转换块给出

11．6．3限值转换块的参数属性

限值转换块的参数属性见表222。

表222限值转换块的参数属性

相对 对象 参数用法／ 复位
必备(M)／

索引
参数名称 数据类型 存储 大小 访问 缺省值 可选(O)

类型 传输类型 类别
(A类和B类)

．．．标准参数见“通用要求”

附加的限值转换块参数

9 CHANNEL Simple Unsignedl6 S 2 C／a F M

10 THRESHoLD Simple Float S 4 C／a F M

11 HYSTERESIS Simple Float S 4 C／a F M

12 DIRECTIoN Simple Unsigned8 S 1 C／a F M

13 ON—DELAY Simple Time Difference S 4 C／a F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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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22(续)

相对 对象 参数用法／ 复位
必备(M)／

索引
参数名称 数据类型 存储 大小 访问 缺省值 可选(O)

类型 传翰类型 类别
(A类和B类)

、

14 OFF—DELAY Simple Time Differenee S 4 C／a F M

15 RESET Simple Unsigned8 S 1 C／a F M

16 C()NFIRMATIoN Simple Unsigned8 S l C／a M

17 LIMIT_STATUS Simple 102 S 2 C／a M

18～27 PI保留 M

从28

开始
制造商特定的参数 ()

11．6．4限值转换块的视图对象

限值转换块的视图对象见表223。

表223 限值转换块的视图对象

访问

保留

相对索引 参数名称 替代值 View_l View_2 VJew_3 View 4

9 CHANNEL 2

lO THRESHOLD 4

11 HYSTERESIS 4

12 DIRECTIoN 1

13 ON—DELAY 4

14 oFF-DELAY 4

15 RESET l

16 C()NFIRMATION

17 LIMIT～STATUS 2 2

视图对象的字节总数(+标准参数字节数) 2+13 2+13 20+36 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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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报警转换块——二进制警报状况

11．7．1报警转换块的参数结构

报警转换块由分层的若干对象组成。此层次结构的顶层是所有类别特定状态的汇总，包含每个类

别信息的“或(0R)”值。通过低层的对象，用户可获得关于报警的详细信息，例如报警源或原因(见

图73)。

蒸蒸霖霖⋯蒸
尉茵画勘崮

图73报警信息的层次结构

GLOBAI。一STATUS参数是设备所有状态的汇总，因此位于物理块中。

图74示出了报警转换块的参数结构。

Binary Message

logicOR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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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OBAL_STATUS————一(在翱联中)—、＼
}叫M期aim l：躐}tmn

Man Man Man Man Man Man M蚰
spec spec spec spec spec spec spec

＼|／
＼|／ ACTIVE MESSAGES

＼∥ ／。⋯。⋯，。刚＼
l STATUS_CLASSES bM-4B叫 leM n

＼>弩，＼／
BM 1 BM 2

Status Classes Status C18sscs Status Classes

Logbook_Entry Logbook EntIy Logbook_Entt3,

Output Reference Output_Referepxe o呻uI-Rekmn∞

Supervlsion Sul3ervision Supervision

＼＼∑／／
NUMBER OF_MESSAGES l

图74报警转换块的参数结构

二进制消息(BM)是报警信息的最低层，反映了不受其他信号影响的单独设备的状态或过程状态。

所有BM都从1开始按升序编号。参数NUMBER—OF—MESSAGES指出当前BM的个数。BM状态

的改变可被保存在Et志功能块中。

11．7．2报警转换块的参数描述

报警转换块的参数描述见表224。

表224报警转换块的参数描述

参 数 描 述

GLOBAL—STATUS 该参数位于状况分层结构的顶层。它指出任何一个状况类是否存在有效的消息。

参数GI．OBAI，一STATUS的每个比特都是相关状况类的“或(OR)”组合。

GLOBALSTATUS是物理块的元素，其各比特定义如下：

Bit0： 故障

Bitl： 需要维护

Bit2： 功能检查

Bit3： 限值(该类用于转换块的结果和／或模拟输入／输出块的OUT

参数)

Bit4～Bitl5：制造商特定



袭224(续)

GB／T 27526--201 1

参 数 描 述

STATUS—CI，ASsES 该数组包含每个状况类的一个元素(Unsignedl6)。每个元素的BitO到Bitl4反映

各个二进制消息或设备特定事件的状态。Bitl5(MSB)是属于该状况类(见“二进

制消息状况分类”)的所有二进制消息的“或(OR)”组合，表示是否至少有一个二进

制消息是有效的。读取参数STATUS—CI，ASSES为查找当前哪些二进制消息处

于有效状态提供了一种快捷方式。

表225列出了状况类到STATUS—cLASsEs元素的分配。未使用的STATUS—

CLASSES元素被设0。

每个STATUS_CLASSEs元素的Bitl5的编码：

0： 该状况类没有有效的二进制消息

1： 该状态类至少有一个有效的二进制消息

Status Class Failure(故障状况类)

该状况类与设备的故障有关。

Bit0 Bitl4：未标准化

Bitl5： 保留用于BM的汇总

Status Class Maintenance Required(需要维护状况类)

该状况类与设备的需要维护有关。

BitO～Bitl4： 未标准化

Bitl5： 保留用于BM的忙总

Status Class Function Check(功能检查状况类)

状况类功能检查提供了关于分析仪器设备的当前模式和状态信息。如果测量装

置不能按要求提供过程属性，则必须生成Function Check(功能检查)消息。

下列情况下可生成状况Function Check：

——当设备处于禁止过程属性测量的模式时。每个设备可提供用于生成状况

Function Check的模式列表。

——至少有一个与状况类Function Check有关的二进制消息是有效的。

Bit0： 备用

Bitl： 断电

Bh2： 保持

Bits： 停止测量

Bit4： 人工维护

Bit5： 自动维护

Bit6： 人工校准

Bit7： 自动校准

Bit8～Bitl4：保留

Bitl5： 保留用于BM的忙总

Status Class Limits(状况类限值)

该状况类与测量值的超限有关。

Bit0： AI块超出HLHl一LIM

Bitl： AI块超出HI—LIM

Bit2： AI块超出LO_LIM

Bit3： AI块超出I，o—L(LLIM

Bit4～Bitl4：保留

Bitl5： 保留用于BM的汇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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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24(续)

参 数 描 述

ACTlVE MESSAGES 该位串包含所有组态的二进制消息，即每个BM由一个比特表示。所有有效的

BM都被标记。位串中各比特的顺序号与报警转换块的块参数列表中BM的顺序

相同。BM的个数是设备特定的。对该参数的读访问可获得在特定时间内关于所

有有效BM的汇总信息。

每个比特的编码：

0 BM_NOT—ACTIVE 二进制消息是无效的

1 BM—ACTlVE 二进制消息是有效的

NUMBER—OF—MESSAGES 设备中可组态的二进制消息的个数

BM—ii 该参数包含二进制消息的属性(编码见“通用要求”)

状况类到STATUS CI，ASSES的数组元素的映射见表225。

表225状况类到STATUS_CLASSES的数组元素的映射

STATU&CI。ASSES数组元素(比特编号) 状况类

0 Failure(故障)

l Maintenance Required(需要维护)

2 Function Check(功能检查)

3 Limits(限值)

4～15 制造商特定

11．7．3报警转换块的参数属性

报警转换块的参数属性见表226。

表226报警转换块的参数属性

相对 对象 参数用法／ 复位
必备(M)／

索引
参数名称 数据类型 存储 大小 访问 缺省值 可选(O)

类型 传输类型 类别
(A类和B类)

．标准参数见“通用要求”

附加的报警转换块参数

8 STATUS CLASSES Array Unsignedl6 D 32 C／a 0，．．．，0 M

9 ACTIVE—MESSAGES Array BitString D 32 C／a 0，0，0 M

10～1 4 PI保留 M

15 NUMBER—OF-MESSAGES Simple Unsignedl6 N 2 C／a M

16 BM一1 RecorJ DS62 N 21 C／a F M

15+n BM n Record DS62 N 2l C／a F 0

15+n

I_1
第1个制造商特定的参数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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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4报警转换块的视图对象

报警转换块的视图对象见表227。

表227报警转换块的视图对象

(；BIT 27526--2011

访问

保留

相对索引 参数名祢 替代值 View_l VJew_2 View_3 Vjen4
8 STATUS CLASSES 32 32

9 ACTIVE—MESSAGES 32 32

10～14 Pl保留

15 NUMBER一()F—MESSAGES 2

16 BM一1

15+i1 BM n

视图对象的字节总数(+标准参数字节数) 64+13 661_13 0+36 保留

11．8多点采样功能块

11．8．1概述

分析仪器设备可提供多点采样功能块。此功能块逐个执行样本表中描述的所有采样。每个采样的

执行时问在Sample结构的相应参数元素中组态。设备可包含n个采样。每个采样可用于不同的应

用。在分析仪器设备中最多只有一个多点采样功能块。

使用START和STOP命令可启动和停止多点采样功能块。

图75示出了多点采样功能块。

图75多点采样功能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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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2 多点采样功能块的参数描述

多点采样功能块的参数描述见表228。

表228多点采样功能块的参数描述

参 数 描 述

COMMAN口 参数COMMAND控制采样活动。

编码：

0： RESET COMMAND功能是无效的(必备)

5： START 激活该设备功能(必备)

6： STOP 中断该设备功能(可选)

7： RESUME 重新激活被中断的设备功能(可选)

8： CANCEL 停止该设备功能(必备)

STATUS。 参数STATUS反映当前正在执行功能的状态，或表示执行的结果。

编码：

0： READY 功能的执行被成功停止

1： NO—INIT 功能未被初始化

2： IDLE 功能是无效的

3： RUNNING 功能当前是有效的

4： INTERRUPTED功能的执行当前被中断

5：TIME—OUT 功能执行的时间已结束

6～127： 保留

128～255： 制造商特定

ACTlVE—SAMPLE 该参数指出当前选用了样本表中的哪个样本

NUMBER_SAMPLES 该参数指出在设备中被组态的样本的个数

SAMPLE—n 该参数结构包含样本的引用和每个采样的执行时间。CHANNEL结构元素指向

被采样的转换块。采样选用的顺序与多点采样功能块中SAMPLE—n块参数的顺

序(相对索引)相同

3更多细节．见11．5．2．2。

1 1．8．3 多点采样功能块的参数属性

多点采样功能块的参数属性见表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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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 对象 参数用法／ 复位
必备(M)／

索引
参数名称 数据类型 存储 大小 访问 缺省值 可选(O)

类型 传输类型 类别
(A类和B类)

．．．标准参数见“通用要求”

附加的多点采样功能块参数

9 COMMAND Simple Unsignedl6 N 2 C／a F M

10 STATUS Simple Unsigned8 D 1 C／a M

¨～20 Pf保留 M

21 ACTIVE SAMPLE Simple Unsignedl6 D 2 C／a M

22 NUMBER—SAMPLES Simple Unsignedl6 N 2 C／a M

23 SAMPI。E_1 Record DS-63 N 6 C／a F M

22上n SAMPLE n Record DS-63 N 6 C／a F o
——

22+

n+1
第1个制造商特定的参数 ()

1 1．8．4 多点采样功能块的视图对象

多点采样功能块的视图对象见表230。

表230多点采样功能块的视图对象

访问

保留

相对索引 参数名称 替代值 view 1 View 2 View_3 View 4

9 COMMAND

10 STATUS 1 1

¨～20 PI保留

21 ACTIVE—SAMPLE 2 2

22 NUMBER—SAMPLES 2

——

23 SAMPLE一1

22+n SAMPLE—n

视图对象的字节总数(+标准参数字节数) 3+13 5+13 0046 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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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日志功能块——存档功能

11．9．1概述

二进制消息和状况信息可存储在日志功能块中。二进制消息或状况信息发生变化时(即二进制消

息或状况信息出现和消失)，该变化与其时间戳一起被保存于日志中。日志中登录项的个数是由设备制

造商限定和配置的。读服务可访问单个登录项。第1个登录项的编号为1。每个新登录项被保存在环

形存储队列中的下一个位置，直至达到最高位置SIZE—OF—ENTRIEs。之后，每个新登录项将覆盖日

志中最早保存登录项。分析仪器设备对日志功能的支持是可选的。COMMAND参数和二进制消息的

参数化决定是否在日志中保存事件以及以何种方式保存。

每个日志登录项的数据结构是DS-64。该数据结构的第1个元素是登录项的类型，即指出登录项

是二进制消息还是某一状况类的状况信息。第2个元素是二进制消息的个数或相关状况类的总数。第

3个元素指出二进制消息是有效的还是无效的。如果登录项是状况信息，则第3个元素没有意义。最

后的元素包含状态变化的时间戳。

11．9．2日志功能块的参数描述

11．9．2．1概要

表231规定了日志功能块的参数描述。

表231 日志功能块的参数描述

参 数 描 述

CoMMAND“ 参数COMMAND用于开启／关闭以及重新开始或复位日志功能块。

编码：

0： RESET 复位(必备)

5： START 启动(必备)

6： STOP 停止(可选)

7： RESUME重新开始(可选)

STATUS丑 参数STATUS包含当前正在执行功能的状态或提供执行的结果。

编码：

0： READY 功能的执行被成功停止

1： NO—INIT 功能未被初始化

2： IDLE 功能是无效的

3： RUNNING 功能当前是有效的

4～127： 保留

128～255： 制造商特定

SIZE。()F—ENTRlES 该参数说明在同一时刻日志可包含不同登录项的个数

NUMBER—OF—ENTRIES 该参数包含日志中登录项的实际个数

TURN—NUMBER 该参数计数日志被填满的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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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 数 描 述

NEWEST ENTRY 该参数包含日志中最新的登录项。只要日志中未保存登录项，则NEWEST—EN

TRY应指向以下二进制消息(DS-62)：

Status—Class=0

Logbook—Entry=TRUE

Output—Reference=0

Supervision=0

Text一‘‘Empty Logbook’’

该二进制消息未被列人参数STATUS_CI．ASSES和ACTIVE_MESSAGES中，并

被第1个日志登录项所覆盖

OLDEST—ENTRY 该参数包含日志中最早的登录项

ACTUAL—POST—READ—NUM— 该参数指出对参数POST—READ二ENTRY的下一次读访问应返回的日志登录项

BER 的编号。该参数提供了对日志登录项访问的流控。它随着每次POST—READ—

ENTRY读访问而减少。如果最早的登录项已被读取，则该参数切换至最新的登

录项编号。

如果向ACTUAL_POST READ—NUMBER写入值0，则参数POST—READ_EN—

TRY被设为最新的登录项

POST—READLENTRY 对该参数的读访问将返回由ACTUAL_POST_READ_NUMBER给出编号的日志

登录项。每次读访问将使ACTUAl．一POST—READ—NUMBER自动减1，即将读

指针移到下一个较早的登录项。这样，日志中的每个登录项都能被依次读取

3更多细节，见11．5．2．2．

1 1．9．2．2 COMMAND／STATUS参数描述

COMMAND参数控制图76中的状态机。COMMAND值的变化将引起转换。

STATUS参数包含实际状态。其他状态是制造商特定的。

图76 日志功能块的状态图——coMMAND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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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3 El志功能块的参数属性

日志功能块的参数属性见表232。

表232 日志功能块的参数属性

相对 对象 参数用法／ 复位
必备(M)／

索引
参数名称 数据类型 存储 大小 访问 缺省值 可选(O)

类型 传输类型 类别
(A类和B类)

．．．标准参数见“通用要求”

附加的日志功能块参数

9 COMMAND Simple Unsingedl6 S 2 C／a F 5 M

10 STATUS Simple Unsigned8 D l C／a M

11 SIZE—oF_ENTRIES Simple Unsignedl6 N 2 C／a M

12 NUMBER—OF—ENTRIES Simple Unsignedl6 N 2 C／a O M

13 TURN—NUMBER Simplc Unsignedl6 N 2 C／a 0 M

14 NEWEST—ENTRY Recorc DS-64 N 11 C／a M

15 Ol，DEST—ENTRY Reeord DS-64 N 11 C／a M

ACTUAL—POST—READL
16 Simple Unsignedl6 D 2 C／a F O M

NUMBER

17 POST READ_ENTRY Record Ds_64 D 11 C／a M

18～27 PI保留 M

28 第1个制造商特定参数 o

‘有效的缺省值见表231中的NEWEST_ENTRY参数。

11．9．4 日志功能块的视图对象

日志功能块的视图对象见表233。

表233 日志功能块的视图对象

访问

保留

相对索引 参数名称 替代值 View_l View_2 View_3 View_4

9 CoMMAND

10 STATUS 1 l

11 SIZE—oF—LoGBOOK 2

12 NUMBER一0F ENTRIES 2

13 TURN—NUMBER 2

14 NEWEST—ENTRY 11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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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问

保留

相对索引 参数名称 替代值 VJew 1 VJew_2 View一3 VJew一4

15 OLDEST—ENTRY 11

16 ACTUAILPOST_READ—NUMBER

17 POST—READ—ENTRY

18～27 Reserved by PI

视图对象的字节总数(+标准参数字节数) 12+13 29+13 O+46 保留

11．10一致性声明

表234给出了一致性声明模板。

表234块的一致性声明

描 述 一致性声明 子元素

物理块 M

功能块 M

模拟输入功能块 M

多点采样功能块 。

日志功能块 0

其他功能块 。

转换块 O(A类)，M(B类)

分析转换块 O(A类)，S(B类)

变换转换块 O(A类)，S(B类)

控制转换块 O(A类)，S(B类)

限值转换块 O(A类)，S(B类)

报警转换块 O(A类)，S(B类)

其他转换块 O(A类)，S(B类)

12多变量设备的通用功能集

有些设备类型包含大量多样的硬件配置和功能。这样的设备类型是不同块类型的组合。这些设备

类型可以是PROFlBUS PA设备数据单中所规定的一个或多个块的选集。子集的选择遵循表235中

一致性声明所规定的一些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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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35 多变量设备的一致性声明

参 数 一致性声明 子元素

物理块 M

功能块 M

模拟输人功能块 S

模拟输出功能块 S

离散输人功能块 S

离散输出功能块 S

累加器功能块 S

日志功能块 S

多点采样功能块 S

其他功能块 S

转换块 M

温度转换块 S

压力转换块 S

物位转换块 S

流量转换块 S

电一气执行器转换块 S

电动执行器转换块 S

电一液执行器转换块 S

分析转换块 S

变换转换块 S

控制转换块 S

报警转换块 S

限值转换块 S

其他转换块 S

13标识和维护功能(I＆M)

13．1概述

I＆M规定了用于快速获得设备有关信息的不同类型的功能。在PNO／TC3—05一0002a(PROFIBUS

行规导则第1部分：标识和维护功能》中规定了I&M的通用规范。I&M功能对于Slot 0是必备的，对

于Slotl～Slot 254是可选的。使用GB／T 20540．5的6．2．8．3．6中定义的Call服务来访问这些功能。

未使用的VisibleString参数的字符应被设为Ox20(空格)。未使用或保留的OctetString的字节应被设

为Ox00(0)。

276



13．2参数描述

13．2．1 I&M0

FI—Index=65 000

I&M数据集长度一64字节。

I&M0的参数见表236。

表236 I&M0的参数

GB／T 27526--201 1

元素 参数名称 描 述 PA行规的映射参数 数据类型(大小)

O Header 保留 OctetString(10)

l MANUFACTURER一／D PA设备的制造商标识代码。 PB．DEVICE-MAN一1D Unsignedl6

PNo／TC3 05一0002a

《PROFIBUS行规导则第1部

分：标识和维护功能》规定PA

设备的订货号必须存储在此参
2 oRDER—ID 制造商特定 VisibleString(20)

数中。PROFlBUS PA行规未

规定这样的参数。

依据制造商的网站结构，映射应

是制造商／设备特定的

PB．DEVICE——SER——
3 SERIALNUMBER 惟一的序列号 VisibleString(16)

NUM

此参数的数据类型与
该映射是制造商特定的。

PROFIBUS PA行规规范不兼
如果未使用制造商特定

4 HARDWARE_REVISl0N 的映射，则该参数应固定 Unsignedl6
容。可使用0xFFFF来指示行

规特定信息
为0xFFFF以引用PA

—IM0

该映射是制造商特定的。

此参数的数据类型与 如果未使用制造商特定

PROFIBUS PA行规规范不兼 的映射，则该参数应固定
Record VisibleString

5 SOFTWARE—REVISION (1)
容。可使用V255．255．255来 为V，OxFF，0xFF，0xFF

指示行规特定信息 (V255．255．255)以引用
Unsigned8(3)

PAJM0

依据PNO／TCa一05—0002a((PROFI—

BUS行规导则第1部分：标识和

维护功能》。如果在相应Slot

中改变具有静态属性的参数内

6 REV—COUNTER 容，或更换模块，则增加REV— 制造商特定 Unsignedl6

COUNTER。

Slot 0中有一个REV—COUNT—

ER用于计数整个设备静态参

数的所有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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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36(续)

元素 参数名称 描 述 PA行规的映射参数 数据类型(大小)

7 PROFII。E_ID 对于PA设备．固定为0x9700。 0x9700 Unsignedl6

规定在此Slot中被使用的块。
字节0：

如果在此Slot中有多个块，则

按以下规则决定哪个块的信息
BLOCK—013JECt 1310ck

8 PROHI，E_SPECIFIC_TYPE 必须被映射：
Object

OctetString(2)

1．物理块(如果可用)
Bytei：

2．功能块(如果可用)
BLOCK—OBJECT．Parent—

Class
3．转换块

支持的PNO／TC3 05 0002a

《PROFIBUS行规导则第1部

9 IM—VERSlON 分：标识和维护功能》的版本。 制造商特定 Unsigned8(2)

所支持的版本是制造商特定的。

最低要求是版本1．1

此参数指示111．M记录的可

用性：

Byte 0：

27：18。M15(保留供将来使用)

26：I＆M14(保留供将来使用)

2 5：l＆M13(保留供将来使用)

2‘：1＆M12(保留供将来使用)

2 3：IIkMll(保留供将来使用)

2 2：II§．MIO(ti留供将来使用)

21：18tM9(保留供将来使用)

10 IM—SUPPORTED 20：I&M8(保留供将来使用)
根据左列的描述，是固

Bytel：
定的

OctetString(2)

27：18LM7(保留供将来使用)

26：l＆M6(保留供将来使用)

25：I&M5(保留供将来使用)

2‘：I&M4(未使用)

23：I＆-M3(可选)

22：I＆M2(必备)

21：I&M1(必备)

20：行规特定I＆M

(PAj8LM⋯)(必备)

13．2．2 I＆M1

FI—Index一65 001

I＆M数据集长度一64字节。

I&M1的参数见表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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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素 参数名称 描 述 PA行规的映射参数 数据类型(大小)

0 Header 保留 0ctetString(10)

1 TA(LFUNCTl0N 该Slot模块功能的用户标识描述 FB／TB／PB：TAtDESC3 VisibleString(32)

2 TAG L()CATlON 该Slot模块位置的用户标识描述 无映射，用空格填充 VisibleString(22)

。如果有功能块位于相关Slot中，则必须使用相应的参数TAG_DESC。如果没有功能块位于相关Slot中，则必

须使用转换块的参数TAG_DESC。对于Slot 0，必须使用物理块的参数TAG—DESC。

13．2．3 l＆M2

FI—Index--65002

I&M数据集长度一64字节。

I＆M2的参数见表238。

表238 I&M2的参数

元素 参数名称 描 述 PA行规的映射参数 数据类型(大小)

O Header 保留 OctetString(10)

1 INSTALLATION—DATE 设备的安装日期 PB．DEVICE—INSTALLDATE8 VisibleString(16)

2 保留 OctetString(38)

8如果有物理块位于此Slot中，则使用此物理块的相应参数。如果投有物理块位于此Slot中，则使用相关物理

块的相应参数。

13．2．4 1＆M3

FI—Index--65 003

I＆M数据集长度=64字节。

I&M3的参数见表239。

表239 I&M3的参数

元素 参数名称 描 述 PA行规的映射参数 数据类型(大小)

O Header 保留 OctetString(10)

此注释字段允许客户存储任何各
1 DESCRIPT()R PB．DESCRlPTOR8 VlslbleStrlng(54)

自的附加信息和注释

“如果有物理块位于此Slot中，则使用此物理块的相应参数。如果没有物理块位于此Slot中．则使用相关物理

块的相应参数。

13．2．5 I＆M4

现在SIGNATURE的用法是未知的。因此，PA设备不支持此记录。将来如果规定了sIG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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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RE的定义和用法，则PA设备可通过同时设置18>M0 IM—supported中的相，直_比特来支持此记录。

13．2．6 PA—I＆M0

FI—Index=65016

l&M数据集长度一64字节。

PA—IS-MO的参数见表240。

表240 PAj&MO的参数

元素 参数名称 描 述 PA行规的映射参数 数据类型(大小)

0 Header 保留 OctetString(10)

I＆M的过程设备行规特定扩展的

版本。Octet l(MSB)一主版本号，

l P九IM VERSl0N 例如：版本1．0中的1 固定为1和0(版本1．0) Unsigned8(2)

Octet 2(LSB)一次版本号，例如，版

本1．0中的0

物理块： VisibleString
2 HARDWARE—REVISlON 相应物理组件的硬件版本

HARDWARE—REVISlONa (16)

物理块： VisiblcString
3 SoFTWARE—REVISION 相应物理组件的固件版本

SOFTWARE REVISION8 (16)

4 保留 OctetString(18)

Byte 0：

27：PA 1＆M15(保留)

26：PA 1＆M14(保留)

2。：PA l&M13(保留)

24：PA I＆M12(保留)

23：PA I＆M11(保留)

22：PA I＆M10(保留)

21：PA Ib-M9(保留)

20：PA I＆M8(保留)

5 PA—IM—SUPPORTED Bytel： 根据左列的描述．是常量 octetStri“g(2)

2 7：PA I＆M7(保留)

2 6：PA I＆M6(保留)

25：PA I＆M5(保留)

2 4：PA I&M4(保留)

23：PA I&M3(保留)

22：PA I＆M2(保留)

2’：PA 1＆M1(保留)

2。：制造商特定I&M

PA l＆M1～15保留供将来使用

8如果有物理块位于此Slot中，则使用此物理块的相应参数。如果没有物理块位于此Slot中，则使用相关物理

块的相应参数；



13．3一致性声明

13．3．1 I&M参数的支持和访问属性

标识和维护功能的一致性声明见表241。

表241 标识和维护功能的一致性声明

GB／T 27526--2011

项 一致性声明 访 问

I＆M0 M R

I＆M1 M R

I&M2 M R

I＆M3 O R

I＆M4

PA-1＆．M0 M R

13．3．2 I&M参数的位置

I＆M参数位置的一致性声明见表242。

表242 I&M参数位置的一致性声明

项 一致性声明

l用于sl。t o的I＆．M参数 M

l用于SI。t1和更高SI。t的1＆·M参数 。

这是指：

——在读访问情况下，设备必须至少支持用于Slot 0的I&M参数I&Mo、I&M1、II奠M2和

PA—I&M0；

——如果设备要支持Slot 0以外其他Slot的I&M参数，则I&Mo，Ig-M1，I&M2和PAj&Mo必

须是可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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