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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E5CN/AN/EN-H 中可使用串行通信。 
 
本操作手册为针对 E5CN/AN/EN-H 的通信功能进行详细阐述。 
 
使用通信功能型时，请在详细阅读本手册后进行正确操作。 
请妥善保管本手册以供需要时翻阅。 
 
 
 

 

使用时的注意事项 
 

1．品质保证 
①保证期间 

本公司的保证期限为从本公司向贵公司提供产品 1 年后。 
②保证范围 

在上述保证期限内产品出现质量问题，本公司负责免费对故障产品进行维修或更

换，用户可以在购买处进行更换或要求维修，但下列情形除外： 
a) 在产品目录及设计·规格书规定的条件、环境、使用方法外使用而引起故障; 
b) 本公司产品以外的原因引起的故障 
c) 非本公司进行的改造或者修理引起的故障 
d) 未按本公司产品固有使用方法使用的  
e) 产品投入流通时的科学技术水平尚不能发现的缺陷 
f) 由于不可抗力等其他非本公司责任导致的 
另，本条所述保证是指对本公司产品本身的保证，就本公司产品的故障所引起的

其他人身和财产的损害，不在本保证范围之内。 
 

2．责任免除 
①本公司所承担的责任仅限于本公司产品在保证期间中发生故障时进行更换和修理 
在任何情况下, 对包括因本公司产品引起的特别损失、间接损失在内的一切损失本 
公司均不承担责任。 

②使用可编程设备时，非因本公司人员进行的编程引起的全部后果，本公司不承担任 
何责任。 

 
3．适合用途、条件 

①将本公司产品与其他产品组合使用时，客户应事先确认适用规格及相关法律法规 
等。将本公司产品用于客户的系统、设备、装备时，客户应自己确认其适用性。 
因产品适应性而导致的问题，请恕本公司不承担任何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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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用于下述场合时，请事先向本公司销售人员咨询，确认设计·规格资料，并在选择 
产品时，在规格、性能方面要留有充分余地的同时，应当考虑各种安全对策，以保 
证即使发生故障，也能将危险减低到最小程度。 
a) 用于户外、或者可能有潜在的化学污染或妨害电气情形下、或本产品目录中未

述及的条件/环境下 ； 
b) 用于原子控制设备、焚烧设备、铁路、航空、车辆设备、医用设备、娱乐设备

安全设置以及其他必须经相关部门许可的特殊设备 ； 
c) 用于可能危及人身、财产的系统、设备、装置 ； 
d) 用于水、电、煤的供应系统及 24 小时连续运转系统等被要求高安全性、高信赖

性的设备 ； 
e) 其他用于类似上述 a) - d) 的被要求高度安全性、高信赖性的用途。 

③当客户将本公司产品用于与人身、财产安全密切相关的场合时，应明确告知使用者 
系统整体的危险性，并为确保安全性应采取特殊的附加设计，同时应按照本公司产

品在该系统中的使用目的，务必事前确认是否安装了合适的配电设置。 
④本产品目录中述及的应用事例仅作为参考之用，实际使用时，应事前确认设备·装 

置的功能以及安全性等之后，再进行使用。 
⑤请务必遵守各项使用事项和使用禁止事项，避免发生不正确使用以及由此对客户本 

身及第三者造成的损害。 
 

4．设计·规格的变更 
本产品目录中记载的各项产品、附属品的设计·规格，由于各种原因，可能会根据需

要进行变更，购买时请与销售网点的人员确认实际的设计·规格。 

 
5．适用范围 

上诉内容仅限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台湾地区的交易。 

其他地区和海外的交易使用注意事项请与当地销售网点的人员咨询。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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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注意事项 
 

● 注意信息的定义 
本手册中使用以下记号，以提供确保产品 E5CN/AN/EN-H 安全使用所需的注意事项。 
所提供的安全注意事项对安全特别重要。必须阅读并记住所有安全注意事项中提供的信息。 
使用了以下记号。 
 
警告显示的含义 

注意 表示潜在危险，如不加以避免，可能导致轻度或中度人身伤害或

财产损失。 

 

● 图表说明 
符号 含义 

 

●一般注意 

表示非特殊的一般注意、警告和危险。 

注
意 

 

●触电注意 
表示在特定条件下可能引起触电。 

 

●一般禁止 
表示非特殊的一般禁止。 

禁
止 

 

●拆装禁止 
表示拆解设备可能导致触电事故发生。 

强
制
注
意  

●一般注意 
表示非特殊的一般注意、警告和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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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告表示 

 

由于触电可能造成轻度伤害，通电中请勿接触端子。 

由于会造成轻度的触电、起火、设备故障， 

请勿使金属、导线或安装加工时的切屑粉末进入到产品中。 

由于爆炸会造成轻度的伤害，请勿在有爆炸性气体 

和可燃性气体的环境中使用。 

由于会造成轻度的触电、起火、设备故障，请勿对 

设备进行分解、改造、修理或接触其内部。 

注意：火灾和触电的危险 

a）本设备作为开放性的处理控制器，接受 UL Listing 的认证，请勿在可能起火的

柜内使用。 

b）使用 2 个以上断路开关时，在修理检查前，请关闭所有开关，将产品设置到不

通电状态。 

c）信号输入是 SELV，限制回路。*1 

d）注意：为了减少火灾和触电的危险，请勿在内部连接不同的 Class2 回路的输

出。*2  

在超过其寿命的状态下使用时，会造成接点融化和烧损。 

必须考虑实际使用条件，在额定负载、电气寿命所规定的次数内使用。 

输出继电器的寿命根据开关容量和开关条件有很大的差异。 

螺钉松动将会引起起火危险。 

请用规定转矩 0.74 ～0.90N·m 来拧紧端子螺钉。  

在设定内容和控制对象的内容不同时，意外的动作会造成装置的破损和发生事

故。请根据控制对象正确设定温控器的各种设定值。 

当数字调节仪故障引起不能进行控制和输出报警时，会损害与本体相连接的设

备。本体发生故障时，采用在其他系统中安装监视设备等措施，以保证安全。 
 
*1：SELV 电源是指「在输入输出间进行了双重或强化绝缘，输出电压为 30Vr.m.s 以及 42.4V 峰值或 DC60V 

以下的电源」 。 
*2：Class 2 电源是指「在产品次级侧输出中，电流和电压都分别限定在某个等级中接受试验，并获得 UL 认 

证的电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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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子部的接触不良也有可能会发生起火和设备故障。当控制输出单元和插座配套

使用时，控制输出单元插入时必须插到和插座间没有缝隙。 

端子的接触不良可能导致火灾、机器故障的产生。将控制输出单元设置在插座上

时，请确保紧密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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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要点 
 
为了防止产品的动作不良、误动作，及对其性能、功能的影响。 

请遵守以下注意事项： 
1）由于是室内专用设备，只限于在室内使用。但是不能在以下环境中使用： 

·直接受到加热设备发出热辐射的场所 
·被水、油淋浇的场所 
·日光直射的场所 
·有灰尘、腐蚀性气体（特别是硫化气、氨气等）的场所 
·温度急剧变化的场所 
·有可能结冰、凝露的场所 
·受振动、冲击影响大的场所 

2）请在环境温度以及湿度符合规格的范围内使用。 

多个数字调节器进行紧密安装或上下并排安装时，会因数字调节器的发热使数字调节器 

内部的温度上升，降低使用寿命。这时需要用风扇等对数字调节器进行强制冷却。 
3）为了不影响散热，请勿堵塞数字调节器的周围。请勿堵塞数字调节器本体的通风孔。 
4）请确认端子的极性并进行正确的布线。 
5）布线用压着端子请使用指定的尺寸（M3.5、宽度 7.2mm 以下）。裸线连接的布线材 

料是铜制的，请使用 AWG24（截面积 0.205mm2）～AWG14（截面积 2.081mm2） 
的双绞线或单线。（电线外皮厚度：5～6mm）对 1 个端子的布线最多为相同尺寸、 
同类型的 2 根，压着端子最多连接 2 片。 

6）在不使用的端子中不进行任何连接。 
7）为了防止感应干扰，请将数字调节器端子台的布线和高电压、大电流的动力线分离。 

另外请避开和动力线平行布线以及同一布线。采用不同的配管和导管或使用屏蔽线， 
都是比较有效的方法。 
在产生干扰的外围设备（特别是对具有电机、变压器、螺管、电磁线圈等电感成分的设 
备）处，请安装浪涌吸收器和干扰滤波器。在电源中使用干扰滤波器时，在确认电压和 
电流的基础上尽可能安装在靠近数字调节器的位置。 
设置时请尽可能远离产生强高频率的设备（高频电焊机、高频缝合机等）和产 
生浪涌的设备。 

8）请在规格和额定的范围内使用电源电压以及负载。 
9）电源电压应通过开关和继电器等的接点迅速施加电压，其能在 2 秒之内达到额定电 

压。如果到达电压额定值的时间过长，将有可能不能使电源复位或产生输出的误动 
作。 

10）在数字调节器中接通电源后到显示正常温度为止需要 30 分钟（实际使用时，在开始进

行控制之前接通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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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在使用自行整定时，数字调节器和负载（加热器等）电源同时接通或先接通负载电源。

接通调节器电源后，再接通负载电源时，将无法进行正确的自行整定以及最佳控制。 
12）设置了开关或电涌断路器，进行适当的显示，能使作业人员立即关掉电源。 
13）拉出时请先关掉电源，请绝对不要用手去触摸端子或施加冲击。插入时不要使电子零件 

碰到机壳。 
14）清扫时不要使用稀释剂类溶剂，请使用市场上销售的酒精。 
15）接通电源后，需要 2 秒的时间来确定数字调节器的输出。请在考虑该时间的基础上进行

设计（控制柜等）。 
16）在向初始设定移动时（模式移动时），根据移动模式，输出会变为 OFF，请在考虑此因

素的基础上进行控制。 
17）写入 EEPROM（非易失性内存）的次数是有寿命的。频繁地进行数据覆盖时请使用 RAM

模式。 
18）请采取与接地金属连接等防静电对策，同时请不要接触产品。 
19）取下端子台会导致故障和误动作，切勿取下。 
20）电压输出（控制输出）与内部电路并不绝缘，使用接地型热电偶的场合，请勿将任何一 

个控制输出端子连接到地线（连接后会产生寄生电流，使测定温度产生误差）。 
21）取下产品进行更换时，请务必确认端子状态。若端子已经腐蚀仍然使用的话，可能因端 

子固定件接触不良造成温控器内部温度上升，从而产生起火。这种时候，还需要一起更

换后盖。 
22）拆除废弃时，请使用工具。部分内部元件比较尖锐，容易受伤。 
23）确认控制输出单元的规格，进行正确组合。 
24）安装控制输出单元时，请参见样本、手册中记载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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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册说明 
 

■ 本手册的使用方法 

本手册中对各通信方式分别进行了说明。 
请配合所使用的系统对各章节进行阅读。 

 
 
 
 
 
 
 
 
 
 
 
 
 
 
 
 
 
 
 
 
 
 
 
 
 
 
 
 
 
 
 
 
 
 

■ 相关手册 

本操作手册为针对 E5CN/AN/EN-H 的通信功能进行详细阐述。 
关于温控器设备的功能请参见其各操作手册（E5CN-H/E5AN-H/E5EN-H 
数字调节器 操作手册（SGTD-7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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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 概要 
 
 
 
 
 
本章节中将关于通信方式的概述及通信规格、布线方法进行说明。 
设置设备时，请仔细阅读本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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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通信方式的概述 
 

■ 概述 

通信功能为在主机（例：计算机）侧进行编程，并对 E5CN/AN/EN-H 的参数进行监控或设置。

因而，在此将以主机的角度出发进行说明。 
 
CompoWay/F 是由欧姆龙开发的基于串行通信的通用统一标准通信程序。 
CompoWay/F 使用符合完善的 FINS*标准的命令，并且欧姆龙的可编程控制器具有统一的帧格

式，可用于进行上位计算机和元件间的通信。 
*FINS(Factory Interface Network service) 
为用于欧姆龙 FA 网络上控制器间进行消息传递的协议。 
 
Modbus 为以 Modicon 公司 Modbus Protocol（PI-MBUS-300 Rev.J）的 RTU 模式为标准的通信

控制方式。Modbus 为 Schneider Electric 的注册商标。对与 CompoWay/F 的变量区域读取、变

量区域写入、操作指令及返回测试等相同功能的支持。 
 
E5CN/AN/EN-H 的通信功能如下所示。 

・ 参数的读取、写入 
・ 操作指令 
・ 设定菜单的切换 

 
通信功能中具有下述条件。 

・ 仅当参数的写入为允许通信写入时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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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信规格 

传输连接 
RS-485 
RS-232C 
RS-422 

：多点 
：点对点 
：多点 

通信方式 ※1 
RS-485（2 线式半双重） 
RS-232C 
RS-422（4 线式半双重） 

同步方式 起止同步 
通信速度 ※2 1200、2400、4800、9600、19200、38400、57600bps 
传输代码 ASCII 
数据位长度 ※2 7、8 位 
停止位长度 ※2 1、2 位 
错误检测 垂直奇偶（无、偶数、奇数） ※2 

FCS（帧检测顺序） 
Sysway 时 
BCC（模块检测记号） 
CompoWay/F 时 
CRC-16（cyclic redundancy check -16） 
Modbus 时 

流控制 无 
接口 RS-485/RS-232C/RS-422 
重试功能 无 
通信缓冲 217 bytes 
通信响应 
发送等待时间 

0～99（ms）、初始值：20（ms） 

※1 RS-422 为仅 E5AN/EN-H 有效。 
※2 通信速度、数据位长度、停止位长度、垂直奇偶均可在「通信设定菜单」中 

分别独立设定。 
上表中标记部分为初始值。 

 

■ 传送步骤 

主机发送指令帧，E5CN/AN/EN-H 对应指令帧的内容进行响应。即针对每个指令都有相对应

的响应返回。 
指令帧与响应帧的操作如下所示。 

 

响应帧

主机 

E5CN/AN/EN-H 

、主机侧从收到本机的响应起到再次发送指令时，有 2ms 以上的间隔时间。
 

指令帧 指令帧 



第 1 章 概要 

1-4 

概 

要 

 

■ 接口 

主机（计算机）为以 RS-485、RS-232C、RS-422（仅 E5AN/EN-H）、接口为标准进行通信。 
RS-485/RS-232C/RS-422 的接口转换时，请使用 K3SC。 

■ 配线 

● RS-485 

・连接状态可以是 1:1 或者 1:N。1:N 时，最多可连接 32 个单元（包括主机）。 
・电缆长度合计最长为 500m。 
・使用带屏蔽的双绞线电缆 AWG24（截面积 0.205mm2）～AWG14（截面积 2.081mm2）。 

 

缩写

FG 

+

- 

SG 

主机侧
RS-485 

缩写

A(-) 
B(+) 

引脚编号

12 

11 

E5CN-H 侧 
RS-485 

屏蔽线 
终端电阻

120Ω
(1/2W) 

6.8V 

TX 

RX 

终端连接器 120 Ω（1/2W） 

通信用晶体管 

指定两端传输路径，包括作为末端节点的 
主机（即将终端连接器连接到两端）。 
最大端子电阻为 54Ω。 

屏蔽线

E5CN-H 侧 
末端节点 
RS-485 

缩写 
A(-) 
B(+) 

引脚编号

12

11 

A<B：「1」标记 
A>B：「0」间距 

●E5CN-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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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G

+

SG

RS-485

A(-)

B(+)

12

11

E5AN/EN-H
RS-485

120Ω
(1/2W)

6.8V

TX

RX

120Ω 1/2W

54Ω

E5AN/EN-H

RS-485

A(-)

B(+)

12

11

A<B 1
A>B 0

E5AN/EN-H

A(-)

B(+)

22

21

A(-)

B(+)

22

21

 

 

配合主机与 E5CN/AN/EN-H 的通信规格。 
而且，1:N 连接时需配合所有单元的通信规格。 
但是，通信单元编号只可设定为固定的值。 
在此，对 E5CN/AN/EN-H 通信规格的设定方法进行说明。 
上位计算机（主机）的相关内容，请参见其相关专用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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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S-232C 

・连接状态为 1:1。 
・电缆长度合计最长为 15m。延长导线时，请使用本公司的 RS-232C 光电接口（Z3R）。 
・使用带屏蔽的双绞线电缆 AWG24（截面积 0.205mm2）～AWG14（截面积 2.081mm2）。 

RD(RXD)
SD(TXD)
ER(DTR)
SG

DR(DSR)
RS(RTS)

CS(CTS)

3

4
5
6
7

2

8

11
NO.

RS-232C

12

13

SD

RD
SG

DOS/V
RS-232C:9P

1FG

SD(TXD)
RD(RXD)

RS(RTS)
CS(CTS)
DR(DSR)
SG
ER(DTR)

3
4
5
6
7

20

2 11
NO.

E5 N-H

RS-232C

12
13

SD
RD
SG

RS-232C : 25P E5 N-H

 

 

 
导线横截面积

AWG24:0.205mm2 
AWG14:2.081mm2 

电缆参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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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S-422（仅 E5AN/EN-H） 

・连接状态可以是 1:1 或者 1:N。1:N 时，最多可连接 32 个单元（包括主机） 
・电缆长度合计最长为 500m。 
・使用带屏蔽的双绞线电缆（AWG28 以上）。 
・仅在传送连接的两端装置上连接终端。如下例所示，在主机与 No.30 单元上连接终

端，无需在 No.0～29 的单元上连接终端。 
・ 终端为使用 240Ω（1/2W）的电阻。（两端合计电阻为 100Ω 以上）。 

 
 

No.

22 
21 
12

SDA

SDB 
RDA 

11 RDB 
13 SG

屏蔽线

RDA 
RDB 
SDA

SDB

SG

FG

No.

22

21

12

SDA

SDB

RDA 
11 RDB 
13 SG

连接终端×2 
(240Ω 1/2W)

RS-422 RS-422 RS-422 
主机 E5AN/EN-H(No.0) E5AN/EN-H(No.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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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信设定项目 

E5CN/AN/EN-H 的通信规格设定为通过通信设定菜单进行。通信设定项目的设定为通过

E5CN/AN/EN-H 的面板操作进行。 
通信设定项目的类型与设定内容如下所示。 
 

项目 记号 设定内容 设定值 

通信协议 psel CompoWay/F（Sysway）
/Modbus 

cwf / mod 

通信单元编号 u-no 0～99 0、1～99 
通信速度 bps 1.2 / 2.4 / 4.8 / 9.6 /19.2 / 38. 

4/57.6 (kbit/s) 
1.2 / 2.4 / 4.8 / 9.6 /19.2 
/38.4/57.6 (kbit/s) 

通信参数长度 len 7 / 8 (bit) 7 / 8 (bit) 
通信停止位 sbit 1 / 2 1 / 2 
奇偶校验 prty 无、偶数、奇数 none / eVen / odd 
发送等待时间 sdwt 

0～99 
0～99（ms）、 
初始值：20 

上表中标记部分为初始值。 
 

● 通信設定操作 

E5CN/AN/EN-H 中进行通信前，通过前按键的操作以下记顺序对通信单元编号、通信速

度等进行设定。关于通信项目设定以外的操作方法，请参见所使用机型的用户操作手册

（「E5CN-H/E5AN-H/E5EN-H 数字调节器 操作手册」（SGTD-735）） 
1. 按下O 键 3 秒以上，从「运行菜单」转换到「初始设定菜单」。 
2. 按下O 键，从「初始设定菜单」转换到「通信设定菜单」。 
3. 按下M 键时，切换到如下图所示的设定项目。 
4. 使用D 和U 键，可对参数进行变更。 

M

M

M

M

M

1

1

psel
cwf

u-no
1

len
7

sbit
2

prty
even

sdwt
20

M

M

bps
9.6

 

※1 「协议选择」为仅在 CompoWay/F 时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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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信设定项目 

设定值为在设定操作后再次接通电源时开始有效。 
 

• 协议选择（psel） 
可对通信协议进行选择。请从 CompoWay/F(Sysway)、Modbus 进行设定。 

• 通信单元编号（u-no） 
与主机进行通信时，主机将对各数字调节器设定用于识别各数字调节器的单元编

号。可设定为 0～99。购买时初始设定为 1。 
以多台进行通信时，如有重复设定同一单元编号的情况发生时，则无法正常操作，

请注意。 

• 通信速度（bps） 
设定与主机进行通信时的通信速度。各通信速度如下所示。 
1.2（1200bps）、2.4（2400bps）、4.8（4800bps）、9.6（9600bps）、19.2（19200bps）、
38.4（38400bps）、57.6（57600bps） 

• 通信参数长度（len） 
可变更通信的数据位长度。数据位可分为 7 位和 8 位。 

• 通信停止位（sbit） 
可变更通信的停止位。停止位可设定为 1 或 2。 

• 奇偶校验（prty） 
可对通信校验进行设定。校验可设定为无（none）、偶数（even）、奇数（odd）。 

• 发送等待时间（sdwt） 
可按 1ms 间隔将发送等待时间设定为 0～99ms。购买时的初始设定为 20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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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CompoWay/F 通信顺序 
 
 
 
 
根据 CompoWay/F 格式进行通信时，请仔细阅读本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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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 参数格式 
 

 
以下叙述中，数值（比如 H’02）中的“H”是指十六进制数。仅是表示普通数值时显示 ASCII 字符。 
帧的各分隔区下的数值以字节进行表示。 

 

■ 指令帧 

 
 
STX 表示通信帧（文本）结构的起始码（H’02）。 

确认设置此码在最前面的字节。 
在接收中再次接收 STX 时，将从已接收 STX 的部分重新开始收信。 

节点号 ・节点号表示目的地址。 
・指定 E5CN/AN/EN-H 的「通信单元编号」。 
・BCD 可设定为 00～99，或“XX”。 
・当对所有节点做广播通信时，用“XX”。广播方式不返回响应码。 
・上述以外的节点号为无响应。 

从站地址 E5CN/AN/EN-H 中为不使用。必须设定为“00”。 
SID（服务 ID）  E5CN/AN/EN-H 中为不使用。必须设定为“0” 。 
指令文本 指令文本的部分。相关内容，请参见「2.2 指令文本的构成」（2-6 页）。 
ETX 显示文本的结束码（H’03）。 
BCC 块检查字符。 

从节点号～ETX 的值，按每字节进行 XOR（异或逻辑运算）所得的值存储

到 BBC。 
 

  

STX 0 ETX

1 1 1 1 

BCC 运算范围

2 

接点号 从站地址 SID 指令文本 BCC 

0 0 

2 

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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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 的运算示例 
BCC（块检查字符）为对从节点号～ETX 的数值进行计算（每字节中 XOR（异或逻辑运算）

的值），并将结果（8 位数值）设置到 BBC。 

 

■ 响应帧 

 

 

结束码 名称 内容 
错误检测 
顺序 

00 正常完成 指令执行没有错误 无 
0F FINS 指令错误 不能执行指定的 FINS 命令。 

关于非执行的详细由 FINS 响应码进行判断。 
8 

10 校验错误 在接收参数中是「1」的位数和「奇偶校验」不一致。 2 
11 帧结构错误 命令帧的停止位为「0」。 1 
12 超限错误 当接收参数缓冲区已满的情况下继续传输参数。 3 
13 BCC 错误 计算出的 BCC 和收到的 BCC 值不一样。 5 
14 格式错误 ・有除了 0～9、A～F外的字符存在于指令文本中或存在于

在返回测试中除返回测试参数外的其他参数中。（详细内
容，请参见「2.3 服务详细 ■返回测试」（2-16 页））。 
・无 SID 和指令文本。或无指令文本。 
・指令文本中的「MRC/SRC」不正确。 

7 

16 从站地址错误 ・从站地址为不正确（未支持）。 
・没有从站地址，SID 或指令文本。 
・从站地址少于 2 个字符并且没有 SID 和指令文本。 

6 

18 帧长度错误 帧长度超过了规定（支持）的字节数。 4  
・结束码为针对发送到自节点的 1 指令帧接收进行回信。 
・响应不会发送没有 ETX、BCC 字符结尾的指令帧 
・错误检测优先顺序为表示发生多次错误时的顺序。 

 

BCC = 30H

STX 节点号 

02H 0(30H) 0(30H) 

从站地址 SID 

运算结果的 35H 设置到 BCC 部。 

0(30H) 0(30H) 0(30H) 

指令文本

0(30H) 5(35H) 0(30H) 3(33H) 03H 35H 

30H 30H 

 

30H 

 

30H 35H 30H 33H 

 
03H  = 35H 

ETX BCC 

30H 

 

为表示 XOR（异或逻辑）运算。

  
STX 0 0 ETX

1 1 12 2 2 

指令文本 结束码   节点号 从站地址 B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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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信参数 
 

通信格式 
设定 

（监控）值 
负值 小数点 

CompoWay/F 16 进制 8 位 2 的补数 作为整数部分进行 16 进制转换 
例）105.0 → 1050 → H’0000041A 

 

■ 结束码的示例 

以下为针对指令无法正常完成时的结束码示例。 
例 1）从站地址不正确时，无 SID、指令文本的情况 

• 指令 

 

• 响应 

 
结束码为「16」（从站地址错误） 
从站地址为可收信，且从站地址错误的错误检测顺序高于格式错误。 

 
例 2）无指令文本时 

• 指令 

 

• 响应 

 

结束码为「14」（格式错误） 
 

例 3）节点号不相符 

• 指令 

 

节点号不足 1 字符 
 

• 响应 

无响应。 
 

 
STX 0 A ETX 

节点号 

 
A ETX1 6STX 0 

BCC 

 
STX 0 0 ETX

节点号 

0 

 
0 ETX

结束码 BCC 

1 4 STX 0 

节点号 

 
STX ETX

BCC 

SID

节点号 从站地址 结束码

BCC 

从站地址 BCC 

从站地址 

从站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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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4）无从站地址，BCC 为不正确时 

• 指令 

 

• 响应 

 

从站地址为「00」，结束码为「13」（BCC 错误） 
 

  
STX ETX Err 

  
0 ETX

BCC 

1 3 STX 0 

节点号 从站地址

节点号 BCC 

结束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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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指令文本的构成 
 

■ PDU 构成 
FINS-mini 指令文本包括主请求码（MRC）和子请求码（SRC），接着是传送参数。 

• 服务请求 PDU 

 

响应帧中为连接上述 MRC/SRC，传送主请求码（MRC）和子请求码（SRC），接着是传

送参数。 

• 服务响应 PDU（正常时） 

 
 

而且，当无法执行指定指令文本时，仅 MRC/SRC、MRES/SRES 为服务响应 PDU。 
 

• 服务响应 PDU（指定指令文本非执行时） 

 
MRES/SRES 为「正常完成」以外的响应码。 
 

■ 区域定义 

仅由变量区域进行构成。 
 

■ 类型代码（变量种类） 

变量区域的类型代码的定义如下所示。 

 
设定区域 0 及设定区域 1 的相关内容，请参见下表。  

区域 说明 

设定区域 0 归总保护/手动控制/运行/调整/Bank 设定/PID 设定菜单的区
域。 

设定区域 1 归总初始设定/通信设定/高功能设定/校正菜单的区域。 

 数据 MRC 

 数据SRES MRC 

 SRC 

0 0 0 0 

LSBMSB

存取大小 
11：双字节 

区域
0 ：设定区域 0
1 ：设定区域 110：单字节 

SRC 

SRC MRES 

MRC MRES SRES 

变量类型（1 字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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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类型转换为 2 字节的 ASCII 代码，并写入帧。 
实际存在的变量类型如下表所示。  

变量类型 内容 

C0/80 设定区域 0 的读取专用参数。 
C1/81 设定区域 0 的可读取写入参数。 
C3/83 设定区域 1 的可读取写入参数。 
C4/84 设定区域 0 的可读取写入参数。 
C5/85 设定区域 0 的可读取写入参数。  

※ 设定区域 1 中无读取专用参数，因此不存在变量类型「C2」。 
 

■ 地址 

各变量类型都带有地址。地址为 2 字节 16 进制表示，并附有存取大小单位。 
 

■ 变量数 

变量数是 2 个字节十六进制数。依据指令规定变量数的范围。请参见「2.3 服务详细」（2-8
页）的内容。 
 

■ 服务一览 

MRC SRC 服务名称 说明 
01 01 从变量区读取 从变量区域进行读取。 
01 02 写入变量区 进行变量区域写入。 
01 04 从变量区多个读取 进行变量区域的参数指定顺序读取。

01 13 多个写入变量区 进行变量区域的参数指定顺序写入。

05 03 温控器属性读取 读取型号、通信缓冲大小。 
06 01 控制状态读取 读取运行状态。 
08 01 返回测试 执行返回测试。 
30 05 操作指令 执行操作指令，比如运行/ 复位、AT 

（自动整定）执行/ 取消和转换到设
定区域 1。 

※ 存储器异常（RAM 异常）、初始状态（电源接通时的当前值计算结果前的状态）中，

所有服务都为不接受，并无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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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服务详细 
 

■ 变量区域读取 

对变量区域进行读取。 

• 服务请求 PDU 

 

• 服务响应 PDU 

 

 
（1）变量类型与读取开始地址 

关于各变量类型与读取开始地址的内容，请参见「第 3 章 通信参数 CompoWay/F･
Sysway」。 
 

（2）位的位置 
E5CN/AN/EN-H 中不支持位存取。 
固定为「00」。 
 

（3）变量数 
变量数 说明 

0000 不进行读取并正常完成（服务响应 PDU
中不附加读取参数）。 

双字节 0001～0019（1～25） 最多可读取 25 个（H’19）后正常完成。

单字节 0001～0032（1～50） 最多可读取 50 个（H‘32）后正常完成。

 
（4）响应码 

• 正常完成时 

响应码 名称 内容 

0000 正常完成 无异常。 

• 错误发生时  
响应码 错误名称 原因 

1001 指令长度过长 指令长度过长。 
1002 指令长度不足 指令长度过短。 
1101 区域类型错误 变量类型错误。 
1103 起始地址范围外错误 读取开始地址为在范围外。 
110B 响应长度过长 超过了变量数的最大值。 
1100 参数错误 位的位置不为 00。 
2203 操作错误 非易失性存储器异常。 

  MRC SRC 变量 
类型 

0 1 0 1 

读取开始
地址 

位的
位置

变量数

0 0 
2 22 2 4 4 

2 2 变量数×8 或 4 

MRC SRC 读取数据（变量数）响应码 

0 1 0 1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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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注意事项 
●报警功能 
报警不显示在温控器的显示部，但可在通信中正常执行其功能。 

 

■ 参数变量写入 

对变量区域进行写入。 

• 服务请求 PDU 

 

• 服务响应 PDU 

 

 
（1）变量类型与写入开始地址 

关于各变量类型与写入开始地址，请参见「第 3 章 通信参数 CompoWay/F･Sysway」。 
 

（2）位的位置 
E5CN/AN/EN-H 中不支持位存取。 
固定为「00」。 
 

（3）变量数  
变量数 说明 

0000 不进行写入并正常完成（服务响应 PDU
中不附加写入参数）。 

双字节 0001～0018（1～24） 最多可写入 24 个（H’18）后正常完成。

单字节 0001～0030（1～48） 最多可写入 48 个（H‘30）后正常完成。

 
（4）响应码 

• 正常完成时  
响应码 名称 内容 

0000 正常完成 无异常。 
 

 

MRC SRC 变量 
类型 

0 1 0 2 

写入开始
地址

位的
位置

变量数

0 0 
2 2 22 4 4

写入数据 
（变量数） 

变量数×8 或 4 

  MRC SRC 响应码 

0 1 0 2 

2 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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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错误发生时 

响应码 错误名称 说明 

1002 指令长度不足 指令长度过短。 
1101 区域类型错误 错误的变量类型。 
1103 起始地址范围外错误 写入开始地址为在范围外。 
1104 完成地址范围外错误 写入完成地址（写入开始地址+变量数）

超出了变量区域的结尾地址。 
1003 变量/参数数不一致 变量数与参数数的数目不一致。 
1100 参数错误 ・位的位置不为 00。 

・写入参数为在设定范围外。 
3003 只读 写入变量类型「C0」。 
2203 操作错误 ・通信写入为禁止。 

・写入设定区域 0 到设定区域 1 设定项
目。 

・从保护菜单以外对保护设定项目进行
写入。 

・AT（自动整定）操作中。※ 
・非易失性存储器异常。 

※ 关于 AT（自动整定）请参见「用户手册」（「E5CN-H/E5AN-H/E5EN-H 数字调节器

操作手册」（SGTD-735））。 
 

（5）注意事项 
●报警功能 
报警不显示在温控器的显示部，但可在通信中正常执行其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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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量区域复合读取 

在变量区域中，按顺序读取指定的地址内容。 

• 服务请求 PDU 

 

• 服务响应 PDU 

 
※ 读取参数为根据指令指定的顺序，共同读取变量类型与读取参数。 
 

（1）变量类型与读取开始地址 
关于变量类型与读取开始地址，请参见「第 3 章 通信参数 CompoWay/F･Sysway」。 
 

（2）位的位置 
E5CN/AN/EN-H 中不支持位存取。 
固定为「00」。 
 

（3）读取参数数（变量类型＋读取参数） 
读取参数长度 读取参数数 

双字节 最大 20 
单字节 最大 25 

 
（4）响应码 

• 正常完成时 
响应码 名称 内容 

0000 正常完成 无异常。 

• 错误发生时  
响应码 错误名称 说明 

1002 指令长度不足 指令长度过短。 
1101 区域类型错误 错误的变量类型。 

110B 响应长度过长 超过了变量数的最大值。 

1100 参数错误 位的位置不为 00。 

2203 操作错误 非易失性存储器异常。 

MRC SRC 变量 
类型 

0 1 0 4 

读取
地址

位的
位置
0 0 

2 2 2 2 4 

变量
类型

读取
地址

位的 
位置 
0 0

2 2 4 

2 2 

MRC SRC 

0 1 0 4 

响应码 

4 4 8 

读取数据

或

变量
类型

2 

4 8 

读取数据 

或 

变量
类型

2



第 2 章 CompoWay/F 通信顺序 

2-12 

C
om

po
W

ay
/F

 

■ 变量区域复合写入 

在变量区域中，按顺序写入指定的地址内容。 

• 服务请求 PDU 

 

• 服务响应 PDU 

 

 
（1）变量类型与写入开始地址 

关于变量类型与写入开始地址，请参见「第 3 章 通信参数 CompoWay/F･Sysway」。 
 

（2）位的位置 
E5CN/AN/EN-H 中不支持位存取。 
固定为「00」。 
 

（3）写入参数数（变量类型＋写入参数） 
读取参数长度 读取参数数 

双字节 最大 12 
单字节 最大 17 

 
（4）响应码 

• 正常完成时  
响应码 名称 内容 

0000 正常完成 无异常。 
 

 

2 2

MRC SRC 

0 1 1 3

变量 
类型 

写入
地址

位的
位置
0 0 

2 2 4 4 8 

写入数据

或

变量
类型

写入
地址

位的
位置
0 0 

2 2 4 4 8 

写入数据 

或 

 

MRC SRC 响应码 

0 1 1 3 

2 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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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错误发生时 

响应码 错误名称 说明 

1002 指令长度不足 指令长度过短。 
1101 区域类型错误 错误的变量类型。 
1100 参数错误 ・位的位置不为 00。 

・写入参数为在设定范围外。 
3003 只读 写入变量类型「C0」。 
2203 操作错误 ・通信写入为禁止。 

・写入设定区域 0 到设定区域 1 设定项
目。 

・从保护菜单以外对保护设定项目进行
写入。 

・AT（自动整定）操作中。※ 
・非易失性存储器异常。 

※关于 AT（自动整定）请参见「用户手册」（「E5CN-H/E5AN-H/E5EN-H 数字调节器

操作手册」（SGTD-7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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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控器属性读取 

读取型号、通信缓冲大小。 

• 服务请求 PDU 

 

• 服务响应 PDU 

 

 
（1）型号 

型号以 ASCII 码 10 字节表示。不足 10 字节时使用空格码。 
例）E5CN-HQ2HH03（具有电压输出、2 辅助输出、加热器断检测 2、通信功能）时，

将为如下所示。 

 
 

（2）缓冲大小 
缓冲大小以 2 字节的 16 进制表示，并转换为 4 字节的 ASCII 码进行读取。 
缓冲大小为 217 字节（＝H’00D9）。 

 

（3）响应码 

• 正常完成时  
响应码 名称 内容 

0000 正常完成 无异常。  
• 错误发生时  

响应码 名称 内容 

1001 指令长度过长 指令长度过长。 

2203 操作错误                非易失性存储器异常。 

 
 
 
 

 MRC SRC 

0 5 0 3

2 2

MRC SRC 

0 5 0 3

2 10 2 4 4 

响应码 型号 缓冲大小 

0 0 D 9

-5 nc Q 0e H H 2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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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控制器状态读取 

读取运行状态与异常状态。 

• 服务请求 PDU 

 
• 服务响应 PDU 

 

 
（1）运行状态 

运行状态 内容 

00 进行控制时的状态（设定区域为 0 时无错误发生，运行中）。 
01 未进行控制时的状态（上述除外）。 

 
（2）相关信息 

 
 

（3）响应码  
• 正常完成时 

响应码 名称 内容 

0000 正常完成 无异常。 

• 错误发生时 

响应码 名称 内容 

1001 指令长度过长 指令长度过长。 
2203 操作错误 非易失性存储器异常。 

 

  MRC SRC 

0 6 0 1 

2 2 

  MRC SRC 

0 6 0 1 

2 2 4

运行
状态

相关
信息

2 2 

响应码 

加热器电流值保持(CT1)
AD 转换异常 
加热器电流值溢出(CT2)
加热器电流值保持(CT2)

超出显示范围

输入异常

位的位置

加热器电流值溢出(CT1)

电位计输入异常  

7 6 5 4 3 2 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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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返回测试 

执行返回测试。 

• 服务请求 PDU 

 

• 服务响应 PDU 

 

 
（1）测试参数 

将测试参数任意设置为 0～200 的范围内。 
测试参数为根据「通信参数长度」设置在如下范围值内。  

通信参数长度 测试参数 

8 位 ASCII 码的 H’20～H’7E、H’A1～H’FE 
7 位 ASCII 码的 H’20～H’7E  

不可设置为 H’40，为无响应。 
 

（2）响应码 
 

• 正常完成时 

响应码 名称 内容 

0000 正常完成 无异常。 

• 错误发生时 

响应码 名称 原因 

1001 指令长度过长 指令长度过长。 
2203 操作错误 非易失性存储器异常。 

 
 
 

MRC SRC

0 8 0 1
2 2 0～200 

测试数据 

MRC SRC 响应码 

0 8 0 1 
2 2 0～200 

测试数据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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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操作指令 

・通信写入 ・运行/停止 ・Bank 切换 
・AT 执行/取消 ・写入模式 ・RAM 数据保存 
・软复位 ・转换到设定区域 1 ・转换到保护菜单 
・自动/手动 ・设定值初始化 ・报警闭锁取消 
・SP 模式 ・正/反操作反转 ・程序启动 
・红外线通信使用   

对上述内容进行执行。 
 

 
• 服务响应 PDU 

 

 
（1）指令代码与相关信息  

指令代码 指令内容 相关信息 

00 通信写入 00：OFF（禁止） 
01：ON（允许） 

01 运行/停止 00：运行 
01：停止 

02 Bank 切换 00：Bank０ 
01：Bank1 
02：Bank2 
03：Bank3 
04：Bank4 
05：Bank5 
06：Bank6 
07：Bank7 

03 AT 执行/取消 00：AT 取消 
01：100％AT 执行 
02：40％AT 执行 

04 写入模式 00：备份模式 
01：RAM 写入模式 

05 RAM 数据保存 00 
06 软复位  00 
07 转换到设定区域 1 00 
08 转换到保护菜单 00 
09 自动/手动 00：自动模式 

01：手动模式 
0B 设定值初始化 00：默认的初始值 
0C 报警闭锁取消 00：报警 1 闭锁取消 

01：报警 2 闭锁取消 
02：报警 3 闭锁取消 
03：加热器断闭锁取消 
04：SSR 故障闭锁取消 
05：加热器过电流闭锁取消 
0F：全闭锁取消 

  MRC SRC 

3 0 0 5 

2 2 

指令 
代码 

相关 
信息 

2 2 

MRC SRC 响应码 

3 0 0 5

2 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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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令代码 指令内容 相关信息 

0D SP 模式 00：本地 SP 模式 
01：远程 SP 模式 

0E 正/反操作反转 00：非反转 
01：反转 

11 程序启动 00：复位 
01：启动 

12 红外线通信使用 00：OFF 
01：ON 

 
（2）响应码  

• 正常完成时  
响应码 名称 内容 

0000 正常完成 无异常。 
 

• 错误发生时 

响应码 名称 原因 

1001 指令长度过长 指令长度过长。 
1002 指令长度不足 指令长度过短。 
1100 参数错误 指令代码、相关信息错误。 
2203 操作错误 ·通信写入为 OFF（禁止）。 

但「通信写入」在「ON/OFF」时
都可进行操作。 

·无法处理。详细内容，请参见下
述「（3）各操作指令的说明与注
意事项」。 

·非易失性存储器异常。 
 

（3）各操作指令的说明与注意事项 
●通信写入 
根据相关信息，对「通信写入」的「ON：允许」「OFF：禁止」进行选择。设定区域 0/1
中都可进行操作。但是，在事件输入中设定通信写入允许/禁止时为「操作错误」。 

 
●运行/停止 
根据相关信息，对控制的运行/停止进行选择。设定区域 0/1 中都可进行操作。但是，在

事件输入中设定运行/停止时为「操作错误」。 
 
●Bank 切换 
根据相关信息，从 Bank0～7 中对 Bank 进行选择。设定区域 0/1 中都可进行操作。但下述

情况时为「操作错误」。 
·AT 执行中时 
·事件输入中设定 Bank 切换（「Bank 编号选择使用数＞0」）时 

程序模式不为 OFF 时为『00』～程序有效 Bank，且当对超出程序有效 Bank 的相关信

息进行指定时为「参数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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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 执行/取消 
根据相关信息，对 AT 的执行/取消进行选择。仅可在设定区域 0 中进行操作。下述情况时

为「操作错误」。 
・「运行/停止」为「停止」时 
・通过「设定区域 1」执行时 
・ON/OFF 控制时 
・100％AT 执行中执行 40％AT 时 
・40％AT 执行中执行 100％AT 时 
加热冷却控制或位置比例的浮动控制时，执行 40％AT 的情况下为「参数错误」。 

※ AT 执行中执行相同方式的「AT 执行」（例如：100％AT 执行中指定 100％AT 执行）

时，不对 AT 进行再启动并在不做任何处理的情况下进行「正常完成」。 
 

●写入模式 
根据相关信息，对备份模式与 RAM 写入模式进行选择。设定区域 0/1 中都可进行操作。 
非易失性存储器中的写入次数有寿命限制。频繁的覆写参数时，请使用 RAM 写入模式。 

 
写入模式 说明 

备份模式 通过通信对运行/调整/Bank 设定/PID 设定菜单的设定内容
（读取专用设定内容除外）进行写入时，执行写入非易失性
存储器。 

RAM 写入模式 通过通信对运行/调整/Bank 设定/PID 设定菜单的设定内容
（读取专用设定内容除外）进行写入时，不执行写入非易失
性存储器。但在通过按键操作进行变更时执行写入。 

 
· 从 RAM 写入模式切换到备份模式时，将运行/调整/Bank 设定/PID 设定菜单的设定内

容（读取专用设定内容除外）写入非易失性存储器。 
· RAM 写入模式为仅当「通信写入」为「ON：允许」时有效的功能。因此当变更为「通

信写入」为「OFF：禁止」时，即使设定为 RAM 写入模式，也将运行/调整/Bank 设

定/PID 设定菜单的设定内容（读取专用的设定内容除外）写入非易失性存储器。 
 

●RAM 数据保存 
将运行/调整/Bank 设定/PID 设定菜单的设定内容（读取专用的设定内容除外）写入非易失

性存储器。设定区域 0/1 中都可进行操作。 
 

●软复位 
从接通电源起再次开始进行处理。设定区域 0/1 中都可进行操作。 

 
●转换到设定区域 1  
转换到「设定区域 1」的操作指令下，设定区域 0/1 中都可进行操作。但当「初始 /通信

保护」为「2」时，视为「操作错误」，禁止进行转换。 
从设定区域 0 进行转换时，显示为「初始设定菜单」的「输入类型」。此外，当发送此操

作指令到设定区域 1 时，显示为无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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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换到保护菜单 
转换到「保护菜单」的操作指令下，仅设定区域 0 中可进行操作。通过设定区域 1 进行执

行时，视为「操作错误」，禁止进行转换。 
 

●自动/手动 
为根据相关信息，指示「手动模式」与「自动模式」转换的操作指令。仅设定区域 0 中可

进行操作。 
下述情况时为「操作错误」。 

・「设定区域 1」中进行执行时 
・「自动/手动切换」为无效（不显示）时 
转换到手动模式时，为「手动操作量」显示。此外，从手动模式转换到自动模式

时，为运行菜单顶部参数的显示。自动模式中执行「自动模式」时，或手动模式

中执行「手动模式」时，视为「正常完成」，不变更显示（无更新）。 
 

◆ 自动/手动状态的非易失性写入 
自动/手动状态时根据写入模式将如下所示。  

写入模式 说明 

备份模式 通过通信进行自动/手动切换时，自动/手动状态为写入非易
失性存储器。 

RAM 写入模式 通过通信进行自动/手动切换时，自动/手动状态为不写入非
易失性存储器。 
但是，通过按键操作进行切换时执行写入。 

※ 根据通信的操作指令进行切换时，RAM 写入模式时自动/手动状态为不保存到非易

失性存储器。因此，通过断电或软复位进行重启时，模式为根据之前的保存值决

定。 
 

◆ AT 执行中手动模式切换 
AT 执行中，取消 AT 执行并切换为手动模式。 

 
●设定值初始化 
当前的设定值返回初始值，并写入非易失性存储器。仅设定区域 1 中可进行操作。在设定

区域 0 中进行执行时为「操作错误」。 
相关信息 说明（初始化值） 

00 出厂时的初始值（请参照「第 3 章通信参数 CompoWay/F･Sysway」） 
（与参数的「设定值初始化」中选择『FACT』时相同） 

 
●报警闭锁取消 
根据相关信息，取消对应的报警闭锁。设定区域 0/1 中都可进行操作。「通信写入」为『OFF』
或非易失性存储器异常时为「操作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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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 模式 
根据相关信息，对本地 SP 模式与远程 SP 模式进行选择。设定区域 0/1 中都可进行操作。

以下情况时为「操作错误」。 
・AT 执行中时 
・「SP 模式」为无效（本体为不显示）时 
・事件输入中设定为 SP 模式切换时。 

 
●正/反操作反转 
根据相关信息，选择正/反操作的非反转、反转。设定区域 0/1 中都可进行操作。 
相关信息的指示内容，为根据写入模式的设定内容写入非易失性存储器。 
以下情况时为「操作错误」。 

・AT 执行中时 
・事件输入中设定正/反操作反转时 
・手动模式下执行时 

 
●程序启动 
根据相关信息，对简易程序功能的复位/启动进行选择。设定区域 0/1 中都可进行操作。但

当在事件输入中设定程序启动时为「操作错误」。 
 

●红外线通信使用 
根据相关信息，对红外线通信使用的 ON/OFF 进行选择。设定区域 0/1 中都可进行操作。 

 
●设定区域 
设定区域 0 中，执行控制操作。 
由此，可进行如当前值读取、目标值写入、运行/停止等，在控制操作中所需的或并不影

响控制运行的操作。此外，如初始设定用参数写入等可能会变更控制运行的操作为不可进

行。（但是，可读取不可写入的参数）。 
 
设定区域 1 中，执行控制停止。 
由此，可进行在设定区域 0 中为无效的初始设定用参数写入等操作。 
 
电源接通时，为设定区域 0。通过「转换到设定区域 1」操作指令转换到设定区域 1。从

设定区域 1 返回到设定区域 0 时，要再次接通电源或使用「软复位」操作指令。 

 

设定区域 0 

接通电源 「软复位」
操作指令

「转换到设定区域 1」
操作指令

设定区域 1 

控制停止控制操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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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4 响应码一览 
 

 

正常完成时  
响应码 名称 内容 

错误检测 
顺序 

0000 正常完成 无异常。 无 
 

错误发生时   
响应码 名称 内容 

错误检测 
顺序 

0401 不支持指令 不支持该指令对应的服务功能。 1 
1001 指令长度过长 指令长度过长。 2 
1002 指令长度不足 指令长度过短。 3 
1101 区域类型错误 错误的变量类型。 4 
1103 起始地址范围外错误 读取/写入开始地址为在范围外。 5 
1104 完成地址范围外错误 写入完成地址（写入开始地址+变量数）

为超出变量区域的地址范围。 
6 

1003 变量数/参数数不一致 变量数与参数数不一致。 7 
110B 响应长度过长 响应长度为超出通信缓冲大小（变量数

＞服务中的最大变量数） 
8 

1100 参数错误 ・位的位置不为 00。 
・写入参数为在设定范围外。 
・操作指令中指令代码、相关信息错误。 

9 

3003 只读 写入变量类型「C0」。 10 
2203 操作错误 ・通信写入为 OFF（禁止）。 

・写入设定区域 0～设定区域 1 的设定项
目。 

・从保护菜单以外对保护设定项目进行
写入。 

・AT 执行中进行写入。 
・不可通过操作指令进行处理。 
・非易失性存储器异常。 

11 

 

 



      

 

 

第 3 章 通信参数  

CompoWay/F·Sysway 
 
 
 
 
本章节中记载了 CompoWay/F、Sysway 中通信参数的各项一览表。 
 
 
 

3. 1 变量区域（设定范围）一览··························································· 3-2 
3. 2 状态 ······························································································· 3-16 

状态 .........................................................................................3-16 
状态 2.......................................................................................3-17 
状态 .........................................................................................3-18 
状态 2.......................................................................................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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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 变量区域（设定范围）一览 
 

 
・ 使用不带有（）的变量类型进行通信时，设定值为双字（8 位）。且当使用带（）的变量类型进

行通信时，设定值为单字（4 位） 
〔例〕 变量类型 C0：双字（8 位） 变量类型 80：单字（4 位） 

・ 设定（监控）值栏内，以 16 进制表示的内容为在 CompoWay/F 的设定范围内，且（）内值为

实际的设定范围。（Sysway 的设定范围请参见下述内容）。 
文章中所述内容，请参见作为对象的设定项目。 

 
变量 

类型 
地址 参数名称 设定（监控）值 菜单名称

C0（80） 0000 当前值 温度输入  ：根据各传感器的指示范围 
模拟量输入： 
刻度下限值-5%FS～刻度上限值＋5%FS 

C0（80） 0001 状态 ※1 ※2 「3.2 状态」请参见（3-16 页） 
C0（80） 0002 内部目标值 ※1 目标值极限下限值～目标值极限上限值 
C0（80） 0003 加热器电流值 1 监控 H’00000000～H’00000226 （0.0～55.0） 

标准    ：H’FFFFFFCE～H’0000041A （-5.0～105.0） C0（80） 0004 操作量监控（加热） 
加热冷却：H’00000000 ～H’0000041A （0.0～105.0） 

C0（80） 0005 操作量监控（冷却） H’00000000～H’0000041A （0.0～105.0） 
C0（80） 0006 加热器电流值 2 监控 H’00000000～H’00000226 （0.0～55.0） 
C0（80） 0007 漏电流值 1 监控 H’00000000～H’00000226 （0.0～55.0） 
C0（80） 0008 漏电流值 2 监控 H’00000000～H’00000226 （0.0～55.0） 
C0（80） 0009 SOAK 剩余时间监控 H’00000000～H’0000270F （0～9999） 
C0（80） 000A 阀门开度监控 H’FFFFFF9C～H’0000044C （-10.0～110.0） 
C0（80） 000B 远程 SP 监控 远程 SP 下限值～远程 SP 上限值 
C0（80） 000C Bank 编号监控 H’00000000～H’00000007 （0～7） 
C0（80） 000D PID 组编号监控 H’00000001～H’00000008 （1～8） 

运行 

C0（80） 000E 小数点位置监控 ※1 H’00000000～H’00000003（0～3）  

C0（80） 000F 控制输出 1ON/OFF 计数监控 H’00000000～H’0000270F （0～9999） 高功能设定

C0（80） 0010 控制输出 2ON/OFF 计数监控 H’00000000～H’0000270F （0～9999）  

C0（80） 0011 状态 2 ※1 ※2 「3.2 状态」请参见（3-16 页） 
C0（80） 0012 状态 ※1 ※3 「3.2 状态」请参见（3-16 页） 
C0（80） 0013 状态 2 ※1 ※3 「3.2 状态」请参见（3-16 页） 

运行 

 

 

※1  温控器显示部中不显示。 
※2 变量类型为『80』（字符存取）时，读取下位 16 位。 
※3 变量类型为『80』（字符存取）时，读取上为 16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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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 

类型 
地址 参数名称 设定（监控）值 菜单名称

C1（81） 0000 运行/调整保护 H’00000000（0）：无运行、调整菜单下的限制 
H’00000001（1）：禁止转换到调整菜单 
H’00000002（2）：仅可变更和显示「当前值」「当前值/目标值」 
H’00000003（3）：仅可显示「当前值」「当前值/目标值」 

C1（81） 0001 初始/通信保护 H’00000000（0）：可转换到初始/通信设定菜单 
（显示转换到高功能设定菜单） 
H’00000001（1）：可转换到初始/通信设定菜单 
（不显示转换到高功能设定菜单） 
H’00000002（2）：禁止可转换到初始/通信设定菜单 

C1（81） 0002 设定变更保护 H’00000000（0）：OFF（温度器显示部中的设定变更允许） 
H’00000001（1）：ON（温度器显示部中的设定变更禁止） 

保护 

C1（81） 0003 目标值  ※1 目标值极限下限值～目标值极限上限值 
C1（81） 0004 报警值 1  ※1 H’FFFFB1E1～H’00007E90 （-19999～32400） 
C1（81） 0005 报警上限值 1  ※1 H’FFFFB1E1～H’00007E90 （-19999～32400） 
C1（81） 0006 报警下限值 1  ※1 H’FFFFB1E1～H’00007E90 （-19999～32400） 
C1（81） 0007 报警值 2  ※1 H’FFFFB1E1～H’00007E90 （-19999～32400） 
C1（81） 0008 报警上限值 2  ※1 H’FFFFB1E1～H’00007E90 （-19999～32400） 
C1（81） 0009 报警下限值 2  ※1 H’FFFFB1E1～H’00007E90 （-19999～32400） 
C1（81） 000A 报警值 3 ※1 ※2 H’FFFFB1E1～H’00007E90 （-19999～32400） 
C1（81） 000B 报警上限值 3 ※1 ※2 H’FFFFB1E1～H’00007E90 （-19999～32400） 
C1（81） 000C 报警下限值 3 ※1 ※2 H’FFFFB1E1～H’00007E90 （-19999～32400） 

运行 

C1（81） 000D 加热器断检测 1 H’00000000～H’000001F4 （0.0～50.0） 
C1（81） 0012 温度输入补偿值 H’FFFFB1E1～H’00007E90 （-199.99～324.00） 
C1（81） 0013 上限温度输入补偿值 H’FFFFB1E1～H’00007E90 （-199.99～324.00） 
C1（81） 0014 下限温度输入补偿值 H’FFFFB1E1～H’00007E90 （-199.99～324.00） 
C1（81） 0015 比例带  ※3 温度输入：H’00000001～H’00007E90 （0.1～3240.0） 

模拟量输入：H’00000001～H’0000270F （0.1～999.9） 
C1（81） 0016 积分时间  ※3 标准、加热冷却、位置比例（闭合）： 

H’00000000～H’00007E90 （0.0～3240.0） 
位置比例（浮动）： 
H’00000001～H’00007E90 （0.1～3240.0） 

C1（81） 0017 微分时间  ※3 H’00000000～H’00007E90 （0.0～3240.0） 
C1（81） 0018 冷却系数  ※3 H’00000001～H’0000270F （0.01～99.99） 
C1（81） 0019 死区   温度输入：H’FFFFB1E1～H’00007E90 （-1999.9～3240.0） 

模拟量输入：H’FFFFF831～H’0000270F （-199.9～999.9） 
C1（81） 001A 手动复位值 H’00000000～H’000003E8 （0.0～100.0） 
C1（81） 001B 调节灵敏度（加热） 温度输入：H’00000001～H’00007E90 （0.1～3240.0） 

模拟量输入：H’00000001～H’0000270F （0.1～999.9） 
C1（81） 001C 调节灵敏度（冷却） 温度输入：H’00000001～H’00007E90 （0.1～3240.0） 

模拟量输入：H’00000001～H’0000270F （0.1～999.9） 
C1（81） 001D 加热器断检测 2 H’00000000～H’000001F4 （0.0～50.0） 
C1（81） 001E SSR 故障检测 1 H’00000000～H’000001F4 （0.0～50.0） 
C1（81） 001F SSR 故障检测 2 H’00000000～H’000001F4 （0.0～50.0） 
C1（81） 0020 SOAK 时间  ※1 H’00000000～H’0000270F （0～9999） 
C1（81） 0021 等候带  ※1 H’00000000（0）：OFF 

温度输入：H’00000001～H’00007E90 （0.1～3240.0） 
模拟量输入：H’00000001～H’0000270F （0.01～99.99） 

调整 

※1 针对当前选中的 Bank 参数进行存取。 
※2  本体显示部中，未分配『报警 3』时不显示。 
※3 为针对当前选中的 PID 组参数进行存取。但是，设定区域 1 中当前选中的 PID 组固定为 PID1。 
※  无报警输出端子的机型中，也可使用报警功能。此时，可根据状态参数确认报警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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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81） 0022 停止时操作量 标准：H’FFFFFFCE～H’0000041A （-5.0～105.0） 
加热冷却：H’FFFFFBE6～H’0000041A （-105.0～105.0） 
位置比例（浮动控制或位置比例操作量直接设定为 OFF）：
H’FFFFFFFF～H’00000001 （-1～1） 
位置比例（闭合控制下位置比例操作量直接设定为 ON）： 
H’FFFFFFCE～H’0000041A （-5.0～105.0） 

C1（81） 0023 异常时操作量 标准：H’FFFFFFCE～H’0000041A （-5.0～105.0） 
加热冷却：H’FFFFFBE6～H’0000041A （-105.0～105.0） 
位置比例（浮动控制或位置比例操作量直接设定为 OFF）：
H’FFFFFFFF～H’00000001 （-1～1） 
位置比例（闭合控制下位置比例操作量直接设定为 ON）：

H’FFFFFFCE～H’0000041A （-5.0～105.0） 

调整 

C1（81） 0024 手动操作量 标准：H’FFFFFFCE～H’0000041A （-5.0～105.0） 
加热冷却：H’FFFFFBE6～H’0000041A （-105.0～105.0） 
位置比例（闭合控制下位置比例操作量直接设定为 ON）： 
H’FFFFFFCE～H’0000041A （-5.0～105.0） 

手动 
控制 

C1（81） 0025 SP 斜坡设定值 
※1 

H’00000000（0）：OFF 
H’00000001～H’00007E90 （1～32400） 

C1（81） 0026 操作量极限上限值 
※2 

标准：操作量极限下限值＋0.1～H’0000041A 
（操作量极限下限值＋0.1～105.0） 
加热冷却：H’00000000～H’0000041A（0.0～105.0） 
位置比例（闭合）：操作量极限下限值＋0.1～H’0000041A 
（操作量极限下限值＋0.1～105.0） 

C1（81） 0027 操作量极限下限值 
※2 

标准：H’FFFFFFCE～操作量极限上限值－0.1 
（-5.0～操作量极限上限值-0.1） 
加热冷却：H’FFFFFBE6～H’00000000 （-105.0～0.0） 
位置比例（闭合）：H’FFFFFFCE～操作量极限上限值－0.1 
（-5.0～操作量极限上限值-0.1） 

调整 

C1（81） 0028 转换到保护菜单 H’FFFFF831～H’0000270F （-1999～9999） 
C1（81） 0029 保护菜单 

转换密码 
H’FFFFF831～H’0000270F （-1999～9999） 
（仅可设定。监控值始终为 H’00000000） 

C1（81） 002A 参数掩码有效 H’00000000（0）：OFF 
H’00000001（1）：ON 

C1（81） 002B PF 键保护 H’00000000（0）：OFF 
H’00000001（1）：ON 

保护 

C1（81） 002C 操作量变化率极限 H’00000000～H’000003E8 （0.0～100.0） 
C1（81） 002D 位置比例死区 H’00000001～H’00000064 （0.1～10.0） 
C1（81） 002E 开关滞后 H’00000001～H’000000C8 （0.1～20.0） 
C1（81） 002F 加热器过电流检测 1 H’00000000～H’000001F4 （0.0～50.0） 
C1（81） 0030 加热器过电流检测 2 H’00000000～H’000001F4 （0.0～50.0） 
C1（81） 0031 开平方根运算下切点 H’00000000～H’000003E8 （0.0～100.0） 

调整 

※1 针对当前选中的 Bank 参数进行存取。 
※2 为针对当前选中的 PID 组参数进行存取。但是，设定区域 1 中当前选中的 PID 组固定为 PI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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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3（83） 0000 输入类型 ※ H’00000000 （0）：Pt （−200.0～850.0℃/−300.0～1500.0℉） 
H’00000001 （1）：Pt （−199.9～500.0℃/−199.9～900.0℉） 
H’00000002 （2）：Pt （0.0～100.0℃/0.0～210.0℉） 
H’00000003 （3）：JPt （−199.9～500.0℃/−199.9～900.0℉） 
H’00000004 （4）：JPt （0.0～100.0℃/0.0～210.0℉）  
H’00000005 （5）：K （−200.0～1300.0℃/−300.0～2300.0℉） 
H’00000006 （6）：K （−20.0～500.0℃/0.0～900.0℉） 
H’00000007 （7）：J （−100.0～850.0℃/−100.0～1500.0℉） 
H’00000008 （8）：J （−20.0～400.0℃/0.0～750.0℉） 
H’00000009 （9）：T （−200.0～400.0℃/−300.0～700.0℉） 
H’0000000A （10）：T （−199.9～400.0℃/−199.9～700.0℉） 
H’0000000B （11）：E （-200.0～600.0℃/-300.0～1100.0℉） 
H’0000000C （12）：L （−100.0～850.0℃/−100.0～1500.0℉） 
H’0000000D （13）：U （−200.0～400.0℃/−300.0～700.0℉） 
H’0000000E （14）：U （−199.9～400.0℃/−199.9～700.0℉） 
H’0000000F （15）：N （−200.0～1300.0℃/−300.0～2300.0℉） 
H’00000010 （16）：R （0.0～1700.0℃/0.0～3000.0℉） 
H’00000011 （17）：S （0.0～1700.0℃/0.0～3000.0℉） 
H’00000012 （18）：B （100.0～1800.0℃/300.0～3200.0℉） 
H’00000013 （19）：W（0.0～2300.0℃/0.0～3200.0℉） 
H’00000014 （20）：PLⅡ（0.0～1300.0℃/0.0～2300.0℉） 
H’00000015 （21）：K（-50.00～200.00℃/-50.00～200.00℉） 
H’00000016 （22）：J（-50.00～200.00℃/-50.00～200.00℉） 
H’00000017 （23）：T（-50.00～200.00℃/-50.00～200.00℉） 
H’00000018 （24）：Pt（-50.00～200.00℃/-50.00～200.00℉） 
H’00000019 （25）：4～20mA 
H’0000001A （26）：0～20mA 
H’0000001B （27）：1～5V 
H’0000001C （28）：0～5V 
H’0000001D （29）：0～10V 

C3（83） 0001 刻度上限值 刻度下限值＋1～H’00007E90 
（刻度下限值＋1～32400） 

C3（83） 0002 刻度下限值 H’FFFFB1E1～刻度上限值－1 
（-19999～刻度上限值－1） 

C3（83） 0003 小数点位置 H’00000000～00000003 （0～3） 
C3（83） 0004 温度単位 H’00000000（0）：℃ 

H’00000001（1）：゜F 
C3（83） 0005 目标值极限上限值 无小数点部分的数值范围如下所示。 

温度输入：目标值极限下限值＋1～输入设定范围上限值 
模拟量输入：目标值极限下限值＋1～刻度上限值 

C3（83） 0006 目标值极限下限值 无小数点部分的数值范围如下所示。 
温度输入：输入设定范围下限值～目标值极限上限值－1 
模拟量输入：刻度下限值～目标值极限上限值－1 

C3（83） 0007 PID/OnOff H’00000000（0）：ON/OFF 
H’00000001（1）：2 自由度 PID 

C3（83） 0008 标准/加热冷却 H’00000000（0）：标准 
H’00000001（1）：加热冷却 

C3（83） 0009 ST H’00000000（0）：OFF 
H’00000001（1）：ON 

初始设定

C3（83） 000A 控制周期（加热） H’00000000（0）：0.5 
H’00000001～H’00000063 （1～99） 

C3（83） 000B 控制周期（冷却） H’00000000（0）：0.5 
H’00000001～H’00000063 （1～99） 

C3（83） 000C 正/反操作 H’00000000（0）：反操作 
H’00000001（1）：正操作 

 

※  可对应传感器对输入类型进行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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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3（83） 000D 报警 1 类型 H’00000000（0）：无报警功能 
H’00000001（1）：上下限报警 
H’00000002（2）：上限报警 
H’00000003（3）：下限报警 
H’00000004（4）：上下限范围报警 
H’00000005（5）：带待机顺序上下限报警 
H’00000006（6）：带待机顺序上限报警 
H’00000007（7）：带待机顺序下限报警 
H’00000008（8）：绝对值上限报警 
H’00000009（9）：绝对值下限报警 
H’0000000A（10）：带待机顺序绝对值上限报警 
H’0000000B（11）：带待机顺序绝对值下限报警 
H’0000000C（12）：LBA（回路断线报警） 
H’0000000D（13）：PV 变化率报警 
H’0000000E（14）：RSP 绝对值上限报警 
H’0000000F（15）：RSP 绝对值下限报警 

C3（83） 000E 报警 2 类型 H’00000000（0）：无报警功能 
H’00000001（1）：上下限报警 
H’00000002（2）：上限报警 
H’00000003（3）：下限报警 
H’00000004（4）：上下限范围报警 
H’00000005（5）：带待机顺序上下限报警 
H’00000006（6）：带待机顺序上限报警 
H’00000007（7）：带待机顺序下限报警 
H’00000008（8）：绝对值上限报警 
H’00000009（9）：绝对值下限报警 
H’0000000A（10）：带待机顺序绝对值上限报警 
H’0000000B（11）：带待机顺序绝对值下限报警 
H’0000000C（12）：无报警功能 
H’0000000D（13）：PV 变化率报警 
H’0000000E（14）：RSP 绝对值上限报警 
H’0000000F（15）：RSP 绝对值下限报警 

C3（83） 000F 报警 3 类型 ※1 与报警 2 类型相同 

初始设定 

C3（83） 0010 通信单元编号 ※2 H’00000000～H’00000063 （0～99） 
C3（83） 0011 通信速度 ※2 H’00000000（0）：1.2 

H’00000001（1）：2.4 
H’00000002（2）：4.8 
H’00000003（3）：9.6 
H’00000004（4）：19.2 
H’00000005（5）：38.4 
H’00000006（6）：57.6 

C3（83） 0012 通信参数长度 ※2 H’00000007（7）：7 
H’00000008（8）：8 

C3（83） 0013 通信停止位 
※2 

H’00000001（1）：1 
H’00000002（2）：2 

C3（83） 0014 奇偶校验 ※2 H’00000000（0）：无 
H’00000001（1）：偶数 
H’00000002（2）：奇数 

通信设定 

C3（83） 0015 Bank 编号选择使用

数字 
H’00000000（0）：无效 
H’00000001（1）：2Bank 
H’00000002（2）：4Bank 
H’00000003（3）：8Bank 

初始设定 

※1 本体显示部中，未分配『报警 3』时不显示。 
※2 通信设定参数为在设定变更后通过复位使有效 
※  无报警输出端子的机型，也可使用报警功能。此时，可根据状态参数确认报警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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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3（83） 0016 事件输入分配 1 ※1 H’00000000（0）：无 
H’00000001（1）：RUN/STOP 
H’00000002（2）：自动/手动 
H’00000003（3）：程序启动 ※5 
H’00000004（4）：正/反操作反转 
H’00000005（5）：SP 模式切换 
H’00000006（6）：100%AT 执行/取消 
H’00000007（7）：40%AT 执行/取消 
H’00000008（8）：设定变更允许/禁止 
H’00000009（9）：通信写入允许/禁止 
H’0000000A（10）：报警闭锁取消 

C3（83） 0017 事件输入分配 2 ※2 H’00000000～H’0000000A （0～10） 
※与事件输入分配 1 相同 

C3（83） 0018 事件输入分配 3 ※3 H’00000000～H’0000000A （0～10） 
※与事件输入分配 1 相同 

C3（83） 0019 事件输入分配 4 ※4 H’00000000～H’0000000A （0～10） 
※与事件输入分配 1 相同 

初始设定 

C3（83） 001B SP 斜坡时间单位 H’00000000（0）：EU/秒 
H’00000001（1）：EU/分 
H’00000002（2）：EU/小时 

C3（83） 001D 待机顺序再启动 H’00000000（0）：条件 A 
H’00000001（1）：条件 B 

高功能设定

C3（83） 001E 辅助输出 1 非励磁 H’00000000（0）：励磁 
H’00000001（1）：非励磁 

 

C3（83） 001F 报警 1 滞后 温度输入：H’00000001～H’00007E90 （0.1～3240.0） 
模拟量输入：H’00000001～H’0000270F （0.01～99.99） 

初始设定 

※1 事件输入 2 点（事件 1/2）的机型中 Bank 编号选择使用数＞0 时，不可进行设定。 
※2 事件输入 2 点（事件 1/2）的机型中 Bank 编号选择使用数＞1 时，不可进行设定。 
※3 事件输入 2 点（事件 3/4）的机型中 Bank 编号选择使用数＞0 时，不可进行设定。 
※4 事件输入 2 点（事件 3/4）的机型中 Bank 编号选择使用数＞1 时，不可进行设定。 
※5「PRST（程序启动）」在「程序模式」为 OFF 时也可进行设定，但功能为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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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3（83） 0020 辅助输出 2 非励磁 H’00000000（0）：励磁 
H’00000001（1）：非励磁 

高功能设定

C3（83） 0021 报警 2 滞后 温度输入：H’00000001～H’00007E90 （0.1～3240.0） 
模拟量输入：H’00000001～H’0000270F （0.01～99.99） 

初始设定 

C3（83） 0023 报警 3 滞后 ※1 
 

温度输入：H’00000001～H’00007E90 （0.1～3240.0） 
模拟量输入：H’00000001～H’0000270F （0.01～99.99）） 

 

C3（83） 0024 加热器断使用 H’00000000（0）：OFF 
H’00000001（1）：ON 

C3（83） 0025 加热器断闭锁 H’00000000（0）：OFF 
H’00000001（1）：ON 

C3（83） 0026 加热器断滞后 H’00000001～H’000001F4 （0.1～50.0） 
C3（83） 0027 ST 整定带 H’00000001～H’00007E90 （0.1～3240.0） 
C3（83） 0028 α H’00000000～H’00000064 （0.00～1.00） 

高功能设定

C3（83） 002B 输入数字滤波器 H’00000000～H’0000270F （0.0～999.9） 
C3（83） 002C PV 显示追加 H’00000000（0）：OFF 

H’00000001（1）：ON 
C3（83） 002D 操作量表示 H’00000000（0）：OFF（无操作量显示） 

H’00000001（1）：ON （具有操作量显示） 
C3（83） 002E 自动返回显示模式时间 H’00000000（0）：OFF 

H’00000001～H’00000063 （1～99） 
C3（83） 002F 报警 1 闭锁 H’00000000（0）：OFF 

H’00000001（1）：ON 
C3（83） 0030 报警 2 闭锁 H’00000000（0）：OFF 

H’00000001（1）：ON 
C3（83） 0031 报警 3 闭锁 ※1 H’00000000（0）：OFF 

H’00000001（1）：ON 

 

C3（83） 0032 保护菜单转换时间 H’00000001～H’0000001E （1～30） 
C3（83） 0033 输入异常输出 H’00000000（0）：OFF 

H’00000001（1）：ON 
C3（83） 0034 冷端补偿方式 H’00000000（0）：OFF 

H’00000001（1）：ON 
C3（83） 0035 MB 指令逻辑切换 ※2 H’00000000（0）：OFF 

H’00000001（1）：ON 

 

 
※1  本体显示部中，未分配『报警 3』时不显示。 
※2  仅 MB 指令（Sysway）进行逻辑切换。CompoWay/F 的操作指令代码 00（通信写入）逻辑为不受影响。 
※   无报警输出端子的机型，也可使用报警功能。此时，可根据状态参数确认报警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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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3（83） 0036 PV 显示色切换 H’00000000（0）：橙色 
H’00000001（1）：红色 
H’00000002（2）：绿色 
H’00000003（3）：红色→绿色：ALM1 点灯时 
H’00000004（4）：绿色→红色：ALM1 点灯时 
H’00000005（5）：红色→绿色→红色： PV 整定带幅值内：绿色 
               整定带幅值外：红色 
H’00000006（6）：绿色→橙色→红色：PV 整定带幅值内：橙色 
               整定带幅值外：绿色、红色 
H’00000007（7）：橙色→绿色→红色：PV 整定带幅值内：绿色 
               整定带幅值外：橙色、红色  

高功能设定

C3（83） 0037 PV 整定带 温度输入：H’00000001～H’00007E90 （0.1～3240.0） 
模拟量输入：H’00000001～H’0000270F （0.01～99.99） 

 

C3（83） 0038 报警 1 ON 延时 H’00000000～H’000003E7 （0～999） 
C3（83） 0039 报警 2 ON 延时 H’00000000～H’000003E7 （0～999） 
C3（83） 003A 报警 3 ON 延时 ※1 H’00000000～H’000003E7 （0～999） 
C3（83） 003B 报警 1 OFF 延时 H’00000000～H’000003E7 （0～999） 
C3（83） 003C 报警 2 OFF 延时 H’00000000～H’000003E7 （0～999） 
C3（83） 003D 报警 3 OFF 延时 ※1 H’00000000～H’000003E7 （0～999） 

 

C3（83） 003E 传送输出类型 H’00000000（0）：OFF 
H’00000001（1）：目标值 
H’00000002（2）：斜坡目标值 
H’00000003（3）：当前值 
H’00000004（4）：操作量（加热） 
H’00000005（5）：操作量（冷却） 
H’00000006（6）：阀门开度 

C3（83） 003F 传送输出上限值 H’FFFFF831～H’0000270F （-1999～9999） 
H’FFFFB1E1～H’00007E90 （-19999～32400） ※2 

C3（83） 0040 传送输出下限值 H’FFFFF831～H’0000270F （-1999～9999） 
H’FFFFB1E1～H’00007E90 （-19999～32400） ※2 

C3（83） 0041 线性电流输出类型 H’00000000（0）：4-20mA 
H’00000001（1）：0-20mA 

初始设定 

C3（83） 0042 输入补偿类型 H’00000000（0）：温度输入 1 点补偿 
H’00000001（1）：温度输入 2 点补偿 

C3（83） 0043 停止时/异常时操作量

追加 
H’00000000（0）：OFF 
H’00000001（1）：ON 

高功能设定

C3（83） 0044 自动/手动 
切换功能追加 

H’00000000（0）：OFF 
H’00000001（1）：ON 

C3（83） 0045 RT H’00000000（0）：OFF 
H’00000001（1）：ON 

C3（83） 0046 SSR 故障使用 H’00000000（0）：OFF 
H’00000001（1）：ON 

C3（83） 0047 SSR 故障闭锁 H’00000000（0）：OFF 
H’00000001（1）：ON 

C3（83） 0048 SSR 故障滞后 H’00000001～H’000001F4 （0.1～50.0） 
C3（83） 0049 LBA 检测时间 ※3 H'00000000～H'0000270F （0～9999） 
C3（83） 004A LBA 检测阀值 温度输入：H’00000001～H’00007E90 （0.1～3240.0） 

模拟量输入：H’00000001～H’0000270F （0.01～99.99） 
C3（83） 004B LBA 检测幅值 温度输入：H’00000000～H’00007E90 （0.0～3240.0） 

模拟量输入：H’00000000～H’0000270F （0.00～99.99） 

 

※1  本体显示部中，未分配『报警 3』时不显示。 
※2  设定（监控）范围为根据传送输出类型的设定值而有所不同。（请参照「E5CN-H/E5AN-H/E5EN-H 数字调节

器操作手册 第 5 章 参数一览」（SGTD-735））。 
※3 仅 ON/OFF 控制时可进行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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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3（83） 004C 协议选择 ※1 H’00000000（0）：CompoWay/F（Sysway） 
H’00000001（1）：Modbus 

C3（83） 004D 发送等待时间 ※1 H’00000000～H’00000063 （0～99） 

通信設定 

C3（83） 004E 控制输出 1 分配 控制输出 1 为线性输出时： 
H’00000000（0）：无分配 
H’00000001（1）：控制输出（加热） 
H’00000002（2）：控制输出（冷却） 
控制输出 1 为脉冲输出时： 
H’00000000（0）：无分配 
H’00000001（1）：控制输出（加热） 
H’00000002（2）：控制输出（冷却） 
H’00000003（3）：报警 1 
H’00000004（4）：报警 2 
H’00000005（5）：报警 3 
H’00000006（6）：程序结束输出 ※2 
H’00000007（7）：控制输出 ON/OFF 计数报警 ※3 
H’00000008（8）：内部辅助继电器 1 
H’00000009（9）：内部辅助继电器 2 
H’0000000A（10）：内部辅助继电器 3 
H’0000000B（11）：内部辅助继电器 4 
H’0000000C（12）：内部辅助继电器 5 
H’0000000D（13）：内部辅助继电器 6 
H’0000000E（14）：内部辅助继电器 7 
H’0000000F（15）：内部辅助继电器 8 

C3（83） 004F 控制输出 2 分配 与控制输出 1 分配相同 

高功能设定

※1 通信设定参数为在设定变更后通过复位使有效。 
※2 「P.END（程序结束输出）」在「程序模式」为 OFF 时也可进行设定，但功能为无效。 
※3「控制输出 1ON/OFF 计数报警」「控制输出 2ON/OFF 计数报警」状态中任一为 ON 时，输出为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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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3（83） 0050 辅助输出 1 分配 H’00000000（0）：无分配 
H’00000001（1）：控制输出（加热） 
H’00000002（2）：控制输出（冷却） 
H’00000003（3）：报警 1 
H’00000004（4）：报警 2 
H’00000005（5）：报警 3 
H’00000006（6）：程序结束输出 ※1 
H’00000007（7）：控制输出 ON/OFF 计数报警 ※2 
H’00000008（8）：内部辅助继电器 1 
H’00000009（9）：内部辅助继电器 2 
H’0000000A（10）：内部辅助继电器 3 
H’0000000B（11）：内部辅助继电器 4 
H’0000000C（12）：内部辅助继电器 5 
H’0000000D（13）：内部辅助继电器 6 
H’0000000E（14）：内部辅助继电器 7 
H’0000000F（15）：内部辅助继电器 8 

高功能设定

C3（83） 0051 辅助输出 2 分配 H’00000000～H’0000000F （0～15） 
※与辅助输出 1 分配相同 

C3（83） 0052 显示字符切换 H’00000000（0）：OFF 
H’00000001（1）：ON 

 

C3（83） 0053 程序模式 H’00000000（0）：OFF 
H’00000001（1）：STOP 
H’00000002（2）：CONT 
H’00000003（3）：LOOP 

初始设定 

C3（83） 0054 SOAK 时间单位 H’00000000（0）：分 
H’00000001（1）：小时 

C3（83） 0055 报警 SP 选择 H’00000000（0）：斜坡目标值 
H’00000001（1）：目标值 

高功能设定 

C3（83） 0057 闭合/浮动 H’00000000（0）：浮动 
H’00000001（1）：闭合 

C3（83） 0058 行程时间 H’00000001～H’000003E7 （1～999） 

初始设定 

C3（83） 0059 PV 死区 H’00000000～H’00007E90 （0～32400） 
C3（83） 005B 手动操作量 

极限有效 
H’00000000（0）：OFF 
H’00000001（1）：ON 

C3（83） 005C 位置比例操作量 
直接设定 

H’00000000（0）：OFF 
H’00000001（1）：ON 

C3（83） 005D AT 计算增益 H’00000001～H’00000064（0.1～10.0） 
C3（83） 005E AT 滞后 温度输入：H’00000001～H’00007E90 （0.1～3240.0） 

模拟量输入：H’00000001～H’00003E07 （0.01～9.99） 
C3（83） 005F 极限循环操作量振幅 H’00000032～H’000001F4（5.0～50.0） 
C3（83） 0060 远程 SP 有效 H’00000000（0）：OFF 

H’00000001（1）：ON 
C3（83） 0061 远程 SP 上限值 目标值极限下限值～目标值极限上限值 
C3（83） 0062 远程 SP 下限值 目标值极限下限值～目标值极限上限值 
C3（83） 0063 SP 跟踪 H’00000000（0）：OFF 

H’00000001（1）：ON 
C3（83） 0064 RSP 输入异常输出 H’00000000（0）：OFF 

H’00000001（1）：ON 
C3（83） 0065 PID 组自动选择参数 H’00000000（0）：PV 

H’00000001（1）：DV 
H’00000002（2）：SP 

高功能设定 

1 ※ 「P.END（程序结束输出）」在「程序模式」为 OFF 时也可进行设定，但功能为无效。 
2※  「控制输出 1ON/OFF 计数报警」「控制输出 2ON/OFF 计数报警」状态中任一为 ON 时，输出为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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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3（83） 0066 PID 组自动选择滞后 H’0000000A～H’0000270F （0.10～99.99） 
C3（83） 0067 PV 变化率运算周期 H’00000001～H’000003E7 （1～999） 
C3（83） 0068 冷却系数自动整定 H’00000000（0）：OFF 

H’00000001（1）：ON 
C3（83） 0069 加热器过电流使用 H’00000000（0）：OFF 

H’00000001（1）：ON 
C3（83） 006A 加热器过电流闭锁 H’00000000（0）：OFF 

H’00000001（1）：ON 
C3（83） 006B 加热器过电流滞后 H’00000001～H’000001F4 （0.1～50.0） 

高功能设定

C3（83） 006C 开平方根运算有效 H’00000000（0）：OFF 
H’00000001（1）：ON 

初始设定 

C3（83） 006D PF 设定 H’00000000（0）：无分配 
H’00000001（1）：运行 
H’00000002（2）：停止 
H’00000003（3）：运行/停止 
H’00000004（4）：100％AT 执行/取消 
H’00000005（5）：40％AT 执行/取消 
H’00000006（6）：报警闭锁取消 
H’00000007（7）：自动/手动 
H’00000008（8）：监控/设定项目 
H’00000009（9）：Bank 切换 

高功能设定

C3（83） 006E 监控/设定项目 1 H’000000000（0）：无效 
H’000000001（1）：当前值/目标值/Bank 编号 
H’000000002（2）：当前值/目标值/操作量 
H’000000003（3）：当前值/目标值/SOAK 剩余时间 
H’000000004（4）：比例带（P） 
H’000000005（5）：积分时间（I） 
H’000000006（6）：微分时间（D） 
H’000000007（7）：报警值 1 
H’000000008（8）：报警上限值 1 
H’000000009（9）：报警下限值 1 
H’00000000A（10）：报警值 2 
H’00000000B（11）：报警上限值 2 
H’00000000C（12）：报警下限值 2 
H’00000000D（13）：报警值 3 
H’00000000E（14）：报警上限值 3 
H’00000000F（15）：报警下限值 3 
H’000000010（16）：Bank 编号 

C3（83） 006F 监控/设定项目 2 H’00000000～H’00000010 （0～16）  
※与监控/设定项目 1 相同 

C3（83） 0070 监控/设定项目 3 H’00000000～H’00000010 （0～16） 
※与监控/设定项目 1 相同 

C3（83） 0071 监控/设定项目 4 H’00000000～H’00000010 （0～16）  
 ※与监控/设定项目 1 相同 

C3（83） 0072 监控/设定项目 5 H’00000000～H’00000010 （0～16）   
※与监控/设定项目 1 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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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3（83） 0073 「当前值/目标值」显示 
画面选择 

H’000000000（0）：
H’000000001（1）：
 
H’000000002（2）：
 
H’000000003（3）：
H’000000004（4）：
H’000000005（5）：
 
H’000000006（6）：
 
H’000000007（7）：

「当前值/目标值」 
「当前值/目标值/Bank 编号」 
「当前值/目标值/操作量」 
「当前值/目标值/操作量」 
「当前值/目标值/Bank 编号」 
「当前值/目标值/Bank 编号」 
「当前值/目标值/操作量」 
「当前值/目标值/Bank 编号」 
「当前值/目标值/SOAK 剩余时间」 
「当前值/目标值/操作量」 
「当前值/目标值/SOAK 剩余时间」 
「当前值/目标值/SOAK 剩余时间」 

C3（83） 0074 操作量显示选择 H’00000000（0）：操作量（加热） 
H’00000001（1）：操作量（冷却） 

C3（83） 0075 PV 小数点显示 H’00000000（0）：OFF 
H’00000001（1）：ON 

C3（83） 0076 PV 状态显示功能 H’00000000（0）：OFF 
H’00000001（1）：手动 
H’00000002（2）：停止 
H’00000003（3）：报警 1 
H’00000004（4）：报警 2 
H’00000005（5）：报警 3 
H’00000006（6）：报警 1～3 OR 状态 
H’00000007（7）：加热器报警 

C3（83） 0077 SV 状态显示功能 H’00000000～H’00000006 （0～7） 
※与 PV 状态显示功能相同 

高功能设定 

C3（83） 0078 控制输出 1ON/OFF 
计数报警設定値 

H’00000000～H’0000270F （0～9999） 

C3（83） 0079 控制输出 2ON/OFF 
计数报警設定値 

H’00000000～H’0000270F （0～9999） 

 

C3（83） 0081 程序有效 Bank H’00000000～H’00000007 （0～7） 初始设定 
C3（83） 0083 显示刷新周期 H’00000000（0）：OFF 

H’00000001（1）：0.25 
H’00000002（2）：0.5 
H’00000003（3）：1.0 

高功能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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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4（84） 0000 Bank0 目标值  目标值极限下限值～目标值极限上限值 
C4（84） 0001 Bank0 PID 组编号 H’00000000～H’00000008 （0～8） （0：自动选择） 
C4（84） 0002 Bank0 SP 斜坡设定值  H’00000000（0）：OFF 

H’00000001～H’00007E90 （1～32400） 
C4（84） 0003 Bank0 报警值 1  H’FFFFB1E1～H’00007E90 （-19999～32400） 
C4（84） 0004 Bank0 报警上限值 1  H’FFFFB1E1～H’00007E90 （-19999～32400） 
C4（84） 0005 Bank0 报警下限值 1  H’FFFFB1E1～H’00007E90 （-19999～32400）   
C4（84） 0006 Bank0 报警值 2  H’FFFFB1E1～H’00007E90 （-19999～32400）  
C4（84） 0007 Bank0 报警上限值 2  H’FFFFB1E1～H’00007E90 （-19999～32400）  
C4（84） 0008 Bank0 报警下限值 2  H’FFFFB1E1～H’00007E90 （-19999～32400） 
C4（84） 0009 Bank0 报警值 3  H’FFFFB1E1～H’00007E90 （-19999～32400）  
C4（84） 000A Bank0 报警上限值 3  H’FFFFB1E1～H’00007E90 （-19999～32400）  
C4（84） 000B Bank0 报警下限值 3  H’FFFFB1E1～H’00007E90 （-19999～32400） 
C4（84） 000D Bank0 SOAK 时间  H’00000001～H’0000270F （1～9999） 
C4（84） 000E Bank0 等候带  H’00000000（0）：OFF 

温度输入：H’00000001～H’00007E90 （0.1～3240.0） 
模拟量输入：H’00000001～H’0000270F （0.01～99.99） 

C4（84） 0010 Bank1 目标值  目标值极限下限值～目标值极限上限值 
  ～  

C4（84） 001E Bank1 等候带  H’00000000（0）：OFF 
温度输入：H’00000001～H’00007E90 （0.1～3240.0） 
模拟量输入：H’00000001～H’0000270F （0.01～99.99） 

C4（84） 0020 Bank2 目标值  目标值极限下限值～目标值极限上限值 
  ～  

C4（84） 002E Bank2 等候带  H’00000000（0）：OFF 
温度输入：H’00000001～H’00007E90 （0.1～3240.0） 
模拟量输入：H’00000001～H’0000270F （0.01～99.99） 

C4（84） 0030 Bank3 目标值  目标值极限下限值～目标值极限上限值 
  ～  

C4（84） 003E Bank3 等候带  H’00000000（0）：OFF 
温度输入：H’00000001～H’00007E90 （0.1～3240.0） 
模拟量输入：H’00000001～H’0000270F （0.01～99.99） 

C4（84） 0040 Bank4 目标值  目标值极限下限值～目标值极限上限值 
  ～  

C4（84） 004E Bank4 等候带  H’00000000（0）：OFF 
温度输入：H’00000001～H’00007E90 （0.1～3240.0） 
模拟量输入：H’00000001～H’0000270F （0.01～99.99） 

C4（84） 0050 Bank5 目标值  目标值极限下限值～目标值极限上限值 
  ～  

C4（84） 005E Bank5 等候带  H’00000000（0）：OFF 
温度输入：H’00000001～H’00007E90 （0.1～3240.0） 
模拟量输入：H’00000001～H’0000270F （0.01～99.99） 

C4（84） 0060 Bank6 目标值  目标值极限下限值～目标值极限上限值 
  ～  

C4（84） 006E Bank6 等候带  H’00000000（0）：OFF 
温度输入：H’00000001～H’00007E90（0.1～3240.0） 
模拟量输入：H’00000001～H’0000270F（0.01～99.99） 

C4（84） 0070 Bank7 目标值  目标值极限下限值～目标值极限上限值 
  ～  

C4（84） 007E Bank7 等候带  H’00000000（0）：OFF 
温度输入：H’00000001～H’00007E90 （0.1～3240.0） 
模拟量输入：H’00000001～H’0000270F （0.01～99.99） 

Bank 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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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 

类型 
地址 参数名称 设定（监控）值 菜单名称

C5（85） 0000 PID1 比例带  温度输入：H’00000001～H’00007E90 （0.1～3240.0） 
模拟量输入：H’00000001～H’0000270F （0.1～999.9） 

C5（85） 0001 PID1 积分时间  标准、加热冷却、位置比例（闭合）： 
H’00000000～H’00007E90 （0.0～3240.0） 
位置比例（浮动）： 
H’00000001～H’00007E90 （0.1～3240.0） 

C5（85） 0002 PID1 微分时间  H’00000000～H’00007E90 （0.0～3240.0） 
C5（85） 0003 PID1 操作量极限 

上限值  
标准：操作量极限下限值＋0.1～H’0000041A 
（操作量极限下限值＋0.1～105.0） 
加热冷却：H’00000000～H’0000041A （0.0～105.0） 
位置比例（闭合）：操作量极限下限值＋0.1～H’0000041A 
（操作量极限下限值＋0.1～105.0） 

C5（85） 0004 PID1 操作量极限 
下限值 

标准：H’FFFFFFCE～操作量极限上限值－0.1 
（-5.0～操作量极限上限值－0.1） 
加热冷却：H’FFFFFBE6～H’00000000（-105.0～0.0） 
位置比例（闭合）：H’FFFFFFCE～操作量极限上限值－0.1 
（-5.0～操作量极限上限值－0.1） 

C5（85） 0005 PID1 自动选择范围 
上限值 

温度输入：H’FFFFB1E1～H’00007E90 （-19999～32400） 
模拟量输入：H’FFFFFFCE～H’0000041A （-5.0～105.0） 

C5（85） 0006 PID1 冷却系数  H’00000001～H’0000270F （0.01～99.99） 
C5（85） 0007 PID1LBA 检测时间  H’00000000～H’0000270F （0～9999） 
C5（85） 0010 PID2 比例带  温度输入：H’00000001～H’00007E90 （0.1～3240.0） 

模拟量输入：H’00000001～H’0000270F （0.1～999.9） 
  ～  

C5（85） 0017 PID2LBA 检测时间  H’00000000～H’0000270F （0～9999） 
C5（85） 0020 PID3 比例带  温度输入：H’00000001～H’00007E90 （0.1～3240.0） 

模拟量输入：H’00000001～H’0000270F （0.1～999.9） 
  ～  

C5（85） 0027 PID3LBA 检测时间  H’00000000～H’0000270F （0～9999） 
C5（85） 0030 PID4 比例带  温度输入：H’00000001～H’00007E90 （0.1～3240.0） 

模拟量输入：H’00000001～H’0000270F （0.1～999.9） 
  ～  

C5（85） 0037 PID4LBA 检测时间  H’00000000～H’0000270F （0～9999） 
C5（85） 0040 PID5 比例带  温度输入：H’00000001～H’00007E90 （0.1～3240.0） 

模拟量输入：H’00000001～H’0000270F （0.1～999.9） 
  ～  

C5（85） 0047 PID5LBA 检测时间  H’00000000～H’0000270F （0～9999） 
C5（85） 0050 PID6 比例带  温度输入：H’00000001～H’00007E90 （0.1～3240.0） 

模拟量输入：H’00000001～H’0000270F （0.1～999.9） 
  ～  

C5（85） 0057 PID6LBA 检测时间  H’00000000～H’0000270F （0～9999） 
C5（85） 0060 PID7 比例带  温度输入：H’00000001～H’00007E90 （0.1～3240.0） 

模拟量输入：H’00000001～H’0000270F （0.1～999.9） 
  ～  

C5（85） 0067 PID7LBA 检测时间  H’00000000～H’0000270F （0～9999） 
C5（85） 0070 PID8 比例带  温度输入：H’00000001～H’00007E90 （0.1～3240.0） 

模拟量输入：H’00000001～H’0000270F （0.1～999.9） 
  ～  

C5（85） 0077 PID8LBA 检测时间  H’00000000～H’0000270F （0～9999） 

PID 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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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 状态 
 

 
状态参数为如下所示。 

● 状态 

 
 

 

0 位的位置

输入异常输出 HB 异常 

123 4 5 6 7 89 10 11 12 13 14 15 16 

加热器电流值溢出（CT1） 
加热器电流值保持（CT1） 
AD 转换器异常 

超出显示范围 

输入异常

控制输出（加热）/开启输出

控制输出（冷却）/闭合输出

HB（加热器断线）报警（CT1） 
HB（加热器断线）报警（CT2） 
报警 1
报警 2
报警 3
程序结束输出 

RSP 输入异常 

电位计输入异常 

  

HS（SSR 故障）报警（CT1） 

16 位的位置 

操作状态 事件输入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15 

事件输入 1 
事件输入 2 

写入模式

非易失性存储器 

运行/停止 

通信写入

自动/手动

加热器电流值溢出（CT2） 

0 

设定区域

HS（SSR 故障）报警（CT2）

AT 执行/取消 

加热器电流值保持（CT2）

程序启动

HB 异常 

事件输入 3 
事件输入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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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状态 2 

 

 

 

0 位的位置 

空 输出 空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控制输出 1ON/OFF 计数报警 

0 0 0 0 

内部辅助继电器 1 
内部辅助继电器 2 
内部辅助继电器 3 
内部辅助继电器 4 
内部辅助继电器 5 
内部辅助继电器 6 
内部辅助继电器 7 
内部辅助继电器 8 

控制输出 2ON/OFF 计数报警 

输出

16 位的位置

输出

0 

空

0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15 

正/反操作反转

0 0 00 0 0 0 0 00 0 

空

SP 斜坡

SP 模式

空 

SP 模式 

OC（加热器过电流）报警（CT1） 

OC（加热器过电流）报警（CT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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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状态 

位的内容 位的 
位置 

状态 
0 1 

0 加热器电流值溢出（CT1） 未发生 发生 

1 加热器电流值保持（CT1） 
※1 更新 保持 

2 AD 转换器异常 未发生 发生 
3 HS（SSR 故障）报警（CT1） OFF ON 
4 RSP 输入异常 未发生 发生 
5 超出显示范围 未发生 发生 
6 输入异常 未发生 发生 
7 电位计输入异常 未发生 发生 

8 控制输出（加热）/ 
开启输出 OFF ON 

9 控制输出（冷却）/ 
闭合输出 OFF ON 

10 HB（加热器断线）报警（CT1） OFF ON 
11 HB（加热器断线）报警（CT2） OFF ON 
12 报警 1 OFF ON 
13 报警 2 OFF ON 
14 报警 3 OFF ON 

状
态
（
下
位
） 

15 程序结束输出 OFF ON 
16 事件输入 1 OFF ON 
17 事件输入 2 OFF ON 
18 事件输入 3 OFF ON 
19 事件输入 4 OFF ON 
20 写入模式 备份模式 RAM 写入模式 
21 非易失性存储器 RAM＝非易失性存储器 RAM≠非易失性存储器

22 设定区域 设定区域 0 设定区域 1 
23 AT 执行/取消 AT 中止中 AT 执行中 
24 运行/停止 运行 停止 
25 通信写入 OFF（禁止） ON（允许） 
26 自动/手动 自动模式 手动模式 
27 程序启动 复位 启动 
28 加热器电流值溢出（CT2） 未发生 发生 

29 加热器电流值保持（CT2） 
※1 更新 保持 

30 空 OFF ― 

状
态
（
上
位
） 

31 HS（SSR 故障）报警（CT2） OFF ON 
※1 控制输出的打开时间不足 100ms 时设定为 1，加热器电流值监控中保持上次的值。 
※  「空」位为始终 OFF。 
※  设定区域 1 中进行读取时，如下所示。  

・电流值溢出 ：保持之前的值 
・AD 转换器异常 ：保持之前的值 
・输入异常 ：保持之前的值 
・电位计输入异常 ：保持之前的值 
・HB 输出、HS 输出 ：清除 
・程序结束输出 ：清除 
・电流值保持 ：保持之前的值 
・超出显示范围  ：保持之前的值 
・远程 SP 输入异常 ：保持之前的值 
・加热输出、冷却输出、开启输出、闭合输出 ：清除 
・报警输出 ：清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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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状态 2 

位的内容 位的 
位置 

状态 
0 1 

0 内部辅助继电器 1 OFF ON 
1 内部辅助继电器 2 OFF ON 
2 内部辅助继电器 3 OFF ON 
3 内部辅助继电器 4 OFF ON 
4 内部辅助继电器 5 OFF ON 
5 内部辅助继电器 6 OFF ON 
6 内部辅助继电器 7 OFF ON 
7 内部辅助继电器 8 OFF ON 
8 空 OFF ― 
9 空 OFF ― 
10 OC（加热器过电流）报警（CT1） OFF ON 
11 OC（加热器过电流）报警（CT2） OFF ON 
12 控制输出 1ON/OFF 计数报警输出 OFF ON 
13 控制输出 2ON/OFF 计数报警输出 OFF ON 
14 空 OFF ― 

状
态
（
下
位
） 

15 空 OFF ― 
16 空 OFF ― 
17 空 OFF ― 
18 空 OFF ― 
19 空 OFF ― 
20 正/反操作反转 非反转 反转 
21 SP 斜坡 OFF 斜坡操作中 
22 空 OFF ― 
23 空 OFF ― 
24 空 OFF ― 
25 空 OFF ― 
26 空 OFF ― 
27 SP 模式 本地 SP 模式 远程 SP 模式 
28 空 OFF ― 
29 空 OFF ― 
30 空 OFF ― 

状
态
（
上
位
） 

31 空 OFF ― 
 

※  「空」位为始终 OFF。 
※  设定区域 1 中进行读取时，将如下所示。 

・OC 输出 ：清除 
・控制输出 1ON/OFF 计数报警 ：清除 
・控制输出 2ON/OFF 计数报警 ：清除 
・内部辅助继电器 1～8 ：清除 
・SP 斜坡 ：保持之前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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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章 Sysway（E5 J□ 、E5X□格

式）通信步骤                 
 
 
本章中的通信步骤为对与以往机型（E5□J，E5□X）的互换性操作进行支持。  
采用新标准系统时，推荐使用 CompoWay/F 通信步骤。 
 
 
 

4. 1 参数格式 ·····················································································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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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值读取············································································ 4-5 
设定值写入············································································ 4-6 
设定值及操作量监控读取 ······················································ 4-7 
通信写入切换 ········································································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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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1 参数格式 
 

■ 指令帧 

 
 
＠ 表示为程序格式开头的字符（＝H’40）。 
通信单元编号 可以 BCD 设定为 00～99。 

对于此范围以外的单元编号为无响应。 
起始码 以 2 个大写字母显示指令的类型。 
参数代码 仅报警值 2 写入/读取时为「02」，其他情况下都为「01」。 
文本 包括读取值、写入值、状态等。根据指令而有所不同。 
FCS 帧校验序列。 

从＠到文本结尾的值，在每 1 字符中进行 XOR（异或逻辑运算），并将转换为

ASCII 代码的值进行保存。 
结尾 表示程序格式的完成。 

由＊与 CR（Carriage Return＝H’0D）构成。 
 

● FCS 的计算示例 

FCS（帧校验序列）为对从启始字符「＠」到文本结尾的异或逻辑进行运算，并将 8 位

数据转换为 ASCII，设定到 FCS 部。 

 

文本 FCS 结尾

＊ CR 

FCS 运算范围 

通信单元 
编号 

＠ 

起始码 参数代码 

 启始字符 

＠ 

在每一位中将运算结果的 4BH 转换为 ASCII，并设置到 FCB 部

通信单元编号 起始码

0(30H) 0(30H) R(52H) X(58H) 0(30H) 

FCS 参数代码

1(31H) 4(34H) B(42H) 

FCS = 40H 30H 30H 52H 58H 30H 31H = 4BH 

(40H) 

B→42H 
4→34H 

为表示 XOR（异或）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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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响应帧 

 

 
结束 
代码 

名称 内容 优先顺序

10 校验错误 接收参数中为「1」的位的总和与「奇偶校验」的设定值
不一致。 

1 

11 帧结构错误 停止位为「0」。 2 
12 超程错误 在接收数据已满时，仍继续传送新的数据。 3 
13 FCS 错误 接收的 FCS 值与计算得出的 FCS 值不同。 4 

IC ※ 未定义错误 指令的起始码为无法解读。 5 
14 格式错误 指令长度不正确。 6 
0D 指令执行无效 ・通信写入为 OFF（禁止）时进行设定值写入。 

・AT 执行中进行设定值写入。 
7 

15 设定数值错误 ・写入参数为在设定范围外或不为数值。 
・参数代码为在设定范围外或不为数值。 

8 

00 正常完成 无异常发生，正常完成指令。 － 
※  未定义错误的响应格式与一般情况下不同，并非保存在「结束代码」中，而保存在「起始

码」中。详细内容请参见下述。 
 

• 未定义错误时的响应格式 

 
 

■ 通信参数 
 

通信 
格式 

设定 
（监控）值 

负值 小数点 

Sysway 10 进 4 位 最上位位为「-1」时，如示变更为 A
例） -1999 → A999 
最上位位为「-」时，如示变更为 F
例） -10 → F010 

去除小数点 
例） 105.0 → 1050 

 

 

  文本 FCS 

＊ CR ＠ 

结束码通信单元 
编号 

起始码 结尾

FCS 

＊ CR ＠

通信单元 
编号 

起始码 结尾

C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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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ysway 指令一览 
分类 起始码 

参数 
代码 

指令 
写入/ 
读取 

数据
长度 

备注 

通信写入切换 MB 01 通信写入切换 写入 4B  
ME 01 备份模式选择 写入模式选择※1 
MA 01 RAM 写入模式选择 

运行/调整设定值保存 MW 01 运行/调整设定值保存 
写入 无 

 

WS 01 目标值写入 
W% 01 报警值 1 写入 
W% 02 报警值 2 写入 
WB 01 比例带写入 
WN 01 积分时间写入 
WV 01 微分时间写入 
WI 01 温度输入补偿值写入 

设定值写入 

WW 01 加热器断检测写入 

写入 4B 

 

RS 01 目标值读取 
R% 01 报警值 1 写入 
R% 02 报警值 2 写入 
RB 01 比例带读取 
RN 01 积分时间写入 
RV 01 微分时间写入 
RI 01 温度输入补偿值写入 

RW 01 加热器断检测写入 

设定值读取及操作量 
监控读取 

RO 01 操作量监控读取 

读取 4B 

 

目标值极限上下限值 
读取 

RL 01 目标值极限 
上下限值读取 读取 8B 上下限值 

一同读取 
当前值读取 RX 01 当前值读取 读取 8B ※2 
加热器电流值监控读取 RZ 01 加热器电流值监控 读取 8B ※3 
初始状态读取 RU 01 初始状态读取 读取 5B ※4 
・   存储器异常（RAM 异常）、初始状态（计算出电源接通时当前值前状态）时，不接收任何

指令，为无响应。 
・   存储器异常（非易失性存储器异常）时进行写入的情况下，「正常完成」时不对非易失性存

储器进行写入。读取照常。 
※1  非易失性存储器中有写入次数寿命限制。频繁进行参数覆写时，请在 RAM 写入模式下进行

使用。 
※2 当前值读取范围为各输入的指示范围。 
※3  状态（后半 4B）                      ※4 状态（前半 2B）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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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7 6 5 4 3 2 1 0

0 0 0 0 0

ON/OFF      PID

0

 

1 0

 

・溢出： 
・显示保持： 

加热器电流值＞ 55.0A 时设定为 1。 
控制输出的 ON 时间不足 100ms 时设定为 1，而且加热器电流值为保持之前的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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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 指令说明 
 

■ 当前值读取 

读取当前值与状态。 

• 指令 

 

• 响应 

 

 
（1）当前值 

请参见「第 3 章 通信参数 CompoWay/F・Sysway」。 
 

（2）状态 

 

 
内容 

项目 
0 1 

输入异常 未发生 发生 
加热器断检测 
※1 OFF 或无功能 ON 

非易失性存储器 RAM＝非易失性存储器 RAM≠非易失性存储器 
报警 1 OFF 或无功能 ON 
报警 2 OFF 或无功能 ON 
写入模式 备份模式 RAM 写入模式 
通信写入 OFF（禁止）或无功能 ON（允许） 

※ 在设定区域 1 中进行读取时，如下所示。 
·输入异常   ：保持之前的值 
·加热器断检测：清除 
·报警 1/2    ：清除 

※1 加热器断检测为对应加热器断检测 1（CT1）的状态。 
（3）结束码 

结束码“00”时为正常，其他则为无效的指令。关于结束码请参见「4.1 参数格式 ■指

令帧」（4-3 页）。 

FCS 

＊ CR ＠ R X 0 1

通信单元 
编号 

起始码 结尾参数代码

FCS 

＊ CR ＠ 

结束码

R X 

状态当前值通信单元 
编号 起始码 结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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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0 0 0 0 0 0 0

通信写入

输入异常

位的位置

0 

加热器断检测 

非易失性存储器 

报警 1 
报警 2
写入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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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注意事项 

・ 报警 1、2 在温控器显示部为非显示时，也可进行正常通信。 

■ 设定值写入 

对目标值、报警值 1/2、比例带、积分时间、微分时间、温度输入补偿值、加热器断检测进行

写入。 

• 指令 

 

• 响应 

 

 

（1）起始码 
起始码 指令 

WS 目标值写入 
W% 报警值 1 / 2 写入 
WB 比例带写入 
WN 积分时间写入 
WV 微分时间写入 
WI 温度输入补偿值写入 
WW 加热器断检测写入 

 
（2）参数代码 

仅报警值 2 写入时为「02」，其他都为「01」。 
 

（3）写入值 
写入值（设定值）的范围请参见「第 3 章 通信参数 CompoWay/F･Sysway」。 
 

（4）注意事项 
●报警值 1/2 
「报警 1 类型」设定为「上下限报警」「上下限范围报警」「带待机顺序上下限报警」中

任一项时，因报警为上下限独立设定，「报警值 1」为无效。「报警上限值 1」与「报警

下限值 1」为报警的设定值。 
因此，为上下限报警时不写入「报警值 1」，而通过通信将写入值写入「报警上限值 1」
与「报警下限值 1」。「报警值 2」也同样如此。 

 FCS 

＊ CR 

写入值通信单元 
编号

结尾 起始码 参数代码

 FCS 

＊ CR 

通信单元 
编号

结束码起始码 结尾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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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温度补偿值 
补偿为 2 点补偿时，「温度输入补偿值」为无效，「上限温度输入补偿值」与「下限温度

输入补偿值」为温度补偿的设定值。因此，将写入值写入「上限温度输入补偿值」与「下

限温度输入补偿值」而非「温度输入补偿值」。 
 
下述情况时为 2 点补偿。 
·「输入类型」为温度输入时通过「输入补偿类型」选择 2 点补偿。  
 

●报警 
· 报警 1、2 在温控器显示部为非显示时，也可进行正常通信。 
· 仅支持报警 1、2。 
· 不支持报警 3。 
 

●加热器断检测 
写入「加热器断检测 1」。（不写入「加热器断检测 2」） 

 

■ 设定值及操作量监控读取 

对目标值、报警值 1/2、比例带、积分时间、微分时间、温度输入补偿值、加热器断检测、操

作量监控进行读取。 

• 指令 

 

• 响应 

 

 
（1）起始码  

起始码 指令 

RS 目标值读取 
R% 报警值 1 / 2 读取 
RB 比例带读取 
RN 积分时间读取 
RV 微分时间读取 
RI 温度输入补偿值读取 
RW 加热器断检测读取 
RO 操作量监控读取 

 
（2）参数代码 

仅报警值 2 写入时为「02」，其他都为「01」。 

  

＊ CR ＠ 

通信单元 
编号 起始码 参数代码 FCS 结尾

  

＊ CR 

读取值通信单元 
编号 起始码 结束码 FCS 结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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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读取值 

读取值的范围请参见「第 3 章 通信参数 CompoWay/F･Sysway」。 
 

（4）注意事项 
●报警值 1、2 
「报警 1 类型」设定为「上下限报警」「上下限范围报警」「带待机顺序上下限报警」中

任一项时，因报警为上下限独立设定，「报警值 1」为无效。「报警上限值 1」与「报警

下限值 1」为报警的设定值。 
因此，为上下限报警时读取「报警上限值 1」，而非读取「报警值 1」。「报警值 2」也

同样如此。 

 

●温度输入补偿值 
补偿为 2 点补偿时，「温度输入补偿值」为无效，「上限温度输入补偿值」与「下限温度

输入补偿值」为温度补偿的设定值。因此，当为 2 点补偿时，读取「上限温度输入补偿值」

而非「温度输入补偿值」。 

 

下述情况时为 2 点补偿。 
・「输入类型」为温度输入时通过「输入补偿类型」选择 2 点补偿。 

 

●报警 
・ 报警 1、2 在温控器显示部为非显示时，也可进行正常通信。 
・ 仅支持报警 1、2。 
・ 不支持报警 3。 

 
●加热器断检测 
读取「加热器断检测 1」。（不读取「加热器断检测 2」） 

■ 通信写入切换 

根据 MB 指令逻辑切换（高功能设定菜单）的设定值，MB 指令的逻辑如下所示。 
MB 指令（通信写入切换）为相同于 E5□J 的 MB 指令（远程/本地切换）。 

MB 指令逻辑切换的设定值 MB 指令的 
文本参数 OFF ON 

0000 通信写入允许 
（远程模式选择） 

通信写入禁止 
（本地模式选择） 

0001 通信写入禁止 
（本地模式选择） 

通信写入允许 
（远程模式选择） 

・MB 指令逻辑切换的初始值：OFF（与 E5□J 逻辑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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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1 参数格式 
 

 
从主机发出的指令和从 E5CN/AN/EN-H 收到的响应都是符合 Modbus (RTU) 协议的帧结构。 

本章节中将阐述命令帧和响应帧的参数构成。 
 
以下叙述中，数值（比如「H’02」）中的「H’」是指十六进制数。 

此外，数字或字母用双引号括起来（比如「“00”」）时表示 ASCII 字符。 

■ 指令帧 

在 RTU 模式中，每帧以至少 3.5 个字符长度的时间间隔来开始和结束。 

1 1

CRC-16

2

CRC-16  

 至少 3.5 个字符长度的时间间隔。 

从站地址 

指定「单元编号」。 
可以 16 进制设定 H’00～H’63(0～99)。 
进行广播通信时，指定为 H’00。 
但是，进行广播通信时无响应返回。 

功能代码 
功能代码为通过由上位计算机指示的指令类型的代码，以 16
进制 1 字节进行设定。 

参数 
对应功能代码的文本。 
指定变量地址、参数值等。（以 16 进方式进行设定） 

CRC-16 

Cyclical Redundancy Check 
通过从站地址到参数结尾的值计算出校验码。 
16 进制 2 字节。 

 至少 3.5 个字符长度的时间间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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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RC-16 的运算示例 

报文在运算用部件（16 位寄存器：下文中称 CRC 寄存器）中每次以 1 个字节进行处理。 
（1）CRC 寄存器的初始值为 H’FFFF。 
（2）CRC 寄存器的内容和报文的第一个字节进行 XOR（逻辑异或运算），结果存于

CRC 寄存器中。 
（3）CRC 的内容向右移一位，然后在 MSB 处补零。 
（4）如果从 LSB 移出的位是『0』，则重复第 3 步（再次位移处理） 
     如果从 LSB 移出的位是『1』，H’A001 和 CRC 寄存器的内容做 XOR（逻辑异或

运算），结果存于 CRC。 
（5）重复第 3 步和第 4 步直到寄存器的内容已经把 8 位全部移到右边。 
（6）如果未处理到报文末尾，则 CRC 寄存器的内容和报文的下一字节做 XOR（逻辑

异或运算），结果存于 CRC 寄存器中，从第 3 步重复做。 
（7）结果（CRC 寄存器的数值）保存在报文的最低字节之后。 

 
（添加运算结果示例） 

如果计算的 CRC 值为 H’1234 时，如下所示添加到指令帧中： 

 

 
 
 
 
 
 
 
 

  

1 1 

参数 CRC-16 

2 字节    
CRC-16 运算范围 

Low 
H’34 

Heigh 
H’12 

功能代码从站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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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响应帧 

● 正常时的响应帧 

 

 

● 异常时的响应帧 

 

 
从站地址 根据在命令帧指定的单元号，返回响应的单元编号。 

功能代码 

返回收到的功能代码。 
在错误响应帧中，「H’80」加上此数值表示错误响应。 
比如：收到功能代码=H'03 

异常时响应帧的功能代码=H'83  

错误码 指示异常内容的结束码。 

CRC-16 

Cyclical Redundancy Check 
通过从站地址到参数结尾的值计算出校验码。 
16 进制 2 字节。 

 
 
 
 
 
 

 

1 1 

参数 CRC-16 

2 字节 

CRC-16 运算范围

功能代码 从站地址 

 

1 1 

错误码 CRC-16 

2 字节

CRC-16 运算范围

1 

功能代码 从站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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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错误码 

结束码 名称 内容 
错误检测 
优先顺序 

H’01 功能代码错误 接收不支持的功能代码时。 1 
H’02 变量地址错误 变量地址中指定的变量区域编号为在范围外。 2 
H’03 变量数据错误 变量数与参数数不一致。 

变量数×2 与字节计数不一致。 
响应长度超出通信缓冲大小。操作指令中操作指令、
相关信息错误。参数为在设定范围外 

3 

H’04 操作错误 写入参数的设定内容，在当前操作模式中为无效。 
◆通信写入为 OFF（禁止）。 
◆从设定区域 0 侧对设定区域 1 的参数进行写入。 
◆从保护菜单以外对保护参数进行写入。 
◆AT 执行中。 
◆操作指令为无效。 

4 

 

● 无响应 

在下面情况下，收到的命令不能执行并且不能返回响应。主机设备中出 
现超时。 

・ 接收指令的从站地址与通信单元编号不一致时。 
・ 由于传送错误等，发生校验错误、成帧错误、超程错误时。 
・ 接收指令帧内发生 CRC-16 码错误时。 
・ 当接收命令帧时时间间隔大于 3.5 个字符。 

 
而且，在以下情况时进行处理（对象功能时）为无响应。 

・ 广播指定（从站地址：H’00）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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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2 功能一览 
 

 
功能代码一览显示 

 

• 功能代码一览 

功能代码 名称 处理 

03（H’03） 变量读取 
（复数） 

进行变量区域的读取。 
可对连续的复数变量进行读取。 

16（H’10） 变量写入 
（复数） 

写入变量区。 
写入连续的多个变量。 
可以实现广播通信（广播指定）。 

06（H’06） 变量写入 
（单一/操作指令）

写入变量区域及写入操作指令。 
可以通过双字节模式下的地址指定对单个参数
进行写入。（不适用于 4 字节模式） 
可以实现广播通信（广播指定）。 

08（H’08） 返回测试 执行返回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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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3 变量区域 
 

 
当和 E5CN/AN/EN-H 进行通信时，参数交换所用的区域称为变量区。 
可读取当前值，并且使用 E5CN/AN/EN-H 的变量区进行各参数的读取/写入。 
并且，操作命令不需要使用变量区。  

 
通过使用通道识别码、区域号和区域地址来规定变量区内变量的位置并访问变量区。 

 

● 地址 

每个变量类型内进行地址分配。地址是两个字节长的十六进制数。根据访问的单位大小

来进行地址分配。每个地址包括『通道识别码』『区域编号』『区域内地址』。 

• 4 字节模式 

 
• 2 字节模式 

 

微处理器

操作指令时

读/写

E5CN/AN/EN-H 

变量区

A 

地址（2 字节） 

A A A 0 0A A **** *00 0 A12345 6

区域编号（00～15） 

通道识别码（0～3） 

区域内地址（00～FE）：128 变量 

地址（2 字节） 

0 **** * 1 0 0

区域编号（20～35) 

通道识别码（0～3） 

区域内地址（00～7F）：128 变量 

A A A A 0AA A 123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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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oWay/F 的设定区域 0/1 与 Modbus 地址对应 
划分设定区域 0/1 的区域时不直接与 Modbus 地址对应。但作为基本划分将对应下表

所示，且有部分为例外。 
Modbus 地址 

设定区域 
区域编号 地址范围 

设定区域 0 00～0B、20～2B 0000～0BFE、2000～2B7F
设定区域 1 0C～15、2C～35 0C00～15EE、2C00～3577

 
※例外部分 
「调节灵敏度」（加热/冷却）与「控制周期（加热/冷却）」虽配置到连续地址，但「控

制周期（加热/冷却）」为设定区域 1 的参数。因此，要注意从设定区域 0 侧（例如运行

菜单）写入「控制周期（加热/冷却）」时为出现操作错误。 

● 变量数 

变量数为以 2 字节的 16 进制表示。变量数的指定范围为根据指令而异。 
 
例如变量数为「0010」时，指定地址数据（H'10）的起始 8 个变量。 
 

• 4 字节模式 

1 变量为 2 字节的参数，因此要以 2 变量单位进行指定。 
通过指定偶数地址并以 2 的倍数指定变量数，以在 4 字节单位下进行读取/写入。 

• 2 字节模式 

1 变量为 2 字节的参数，因此要以 1 变量单位进行指定。 
通过以 1 变量单位进行指定，以在 2 字节参数单位下进行读取/写入。 

 
 

● 设定值 

读取和写入变量区的数值都表示为十六进制数并且忽略小数点。（负数表示为二进制补

码。） 
比如：D’105.0 → H’0000041A 

变量为十六进制的 4 位数或 8 位数。负数表示成二进制补码。小数点忽略，并为十六进

制。 
如果 E5CN/AN/EN-H 的当前值为 105.0 时以 4 字节模式读取当前值，它将读成

H’0000041A (105.0 → 1050 → H’000004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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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4 服务说明 
 

■ 变量读取（复数） 

通过设置下列指令帧所要求的数据，读取变量区。 
 

• 指令帧 

 
 

参数名称 说明 

从站地址 指定 E5CN/AN/EN-H 的「单元编号」。设置从 H’01～H’63(1～
99)十六进制数。 

功能代码 从变量区读取的功能代码是 H'03。 
读取起始地址 指定所要读取的设定值的地址。关于地址的详细内容，请参考「第

6 章 通信参数 Modbus」。 
4 字节模式 
指定读取的设定值的数目乘以 2 为变量数。 
设定范围是 H’0002～H’006A（2～106）。 
设定为 H’006A 时可读取 53 个设定值。 
比如： 如果设定值的数目是 2，则规定 H'0004  

变量数 

2 字节模式 
指定读取的设定值的数目作为变量数。 
设定范围是 H’0001～H’006A（1～106）。 
设定为 H’006A 时可读取 106 个设定值。 
比如： 如果设定值的数目是 2，则规定 H’0002 

CRC-16 通过由从站地址到数据结尾之间的数值运算得出的校验码。 
运算方法请参见「5.1 参数格式■指令帧●CRC-16 的运算示例」
(5-3 页)。 

 

  

1 1 2 字节 2 2 

H’03 

功能代码 读起始地址 变量数 CRC-16从站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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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响应帧 

 

 
参数名称 说明 

从站地址 返回指令帧中的数值。 
功能代码 返回收到的功能代码。 

在错误响应帧中，「H’80」加上此数值表示错误响应。 
比如：收到功能代码=H'03 
异常时响应帧的功能代码=H'83 

字节数 读取数据的字节数。 
变量数 已读取参数的数值。 
CRC-16 通过由从站地址到数据结尾之间的数值运算得出的校验码。 

运算方法请参见「5.1 参数格式■指令帧●CRC-16 的运算示例」
(5-3 页)。 

 

• 响应码 

功能代码 错误代码 错误名称 原因 

H’02 变量地址错
误 

读取起始变量地址错误。 
·变量区域编号错误。 

H’83 

H’03 变量参数错
误 

变量数超出指定范围。 
 

H’03 － 正常完成 无异常。 
 

◆读取未显示的参数 
即使设置的参数没有显示或者由于型号原因没有显示，设定值照样可以被读取。 

 

・ 指令/响应示例 

「当前值」读取的示例如下所示。（从站地址：H’01 时） 
4 字节模式下「当前值」 
・地址：H’0000 读取参数：H’000003E8 （100.0℃时） 

 
2 字节模式下「当前值」 
・地址：H’2000 读取参数：H’03E8 （100.0℃时） 

 

01

01 

03 

02 

20 00 00 01

03 E8 B8 FA(CRC-16) 

8F CA(CRC-16) 

响应： 

指令： 

03 

1 1 0～212（2×106） 1 

从站地址

H’03 

读取参数（变量）

2 
 

功能代码 字节数 CRC-16

01

01 

03 

04 

00 00 00 02

00 00 03 E8 FA 8D(CRC-16) 

C4 0B(CRC-16) 

响应： 

指令：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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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量写入（复数） 

通过设置下列指令帧所要求的数据，写入变量区中。 

• 指令帧 

 

 
参数名称 说明 

从站地址 指定 E5CN/AN/EN-H 的「单元编号」。 
设置从 H’01～H’63(1～99)十六进制数。  

功能代码 从变量区读取的功能代码是 H’10。 
写入起始地址 指定所要写入的设定值的地址。 

关于地址的详细内容，请参考「第 6 章 通信参数 Modbus」。 
4 字节模式 
指定写入的设定值的数目乘以 2 为变量数。 
设定范围是 H’0002～H’0068（2～104）。 
设定为 H’0068 时可写入 52 个设定值。 
比如：如果设定值的数目是 2，则规定 H'0004 

变量数 

2 字节模式 
指定写入的设定值的数目作为变量数。 
设定范围是 H’0001～H’0068（1～104）。 
设定为 H’0068 时可写入 104 个设定值。 
比如：如果设定值的数目是 2，则规定 H’0002 

字节数 写入数据的字节数。 
CRC-16 通过由从站地址到数据结尾之间的数值运算得出的校验码。 

运算方法请参见「5.1 参数格式■指令帧●CRC-16 的运算示例」
(5-3 页)。  

 

• 响应帧 

 
 

参数名称 说明 

从站地址 返回指令帧中的数值。 
功能代码 返回收到的功能代码。 

在错误响应帧中，「H’80」加上此数值表示错误响应。 
比如：收到功能代码= H’10 
异常时响应帧的功能代码= H’90 

写入起始地址 收到的写入起始地址。 
变量数 收到的变量数。 
CRC-16 通过由从站地址到数据结尾之间的数值运算得出的校验码。 

运算方法请参见「5.1 参数格式■指令帧●CRC-16 的运算示例」
(5-3 页)。 

 

  

1 1 2 字节 2 2 

从站地址

H’10 

功能代码 写入起始地址 变量数 CRC-16

1 1 0～208（2×104）2 2 1

H’10 

2 

功能代码 写入起始地址 变量数 字节数 写入参数（变量数） CRC-16 从站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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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响应码 

功能代码 错误代码 错误名称 原因 

H’02 变量地址错
误 

写入起始地址出错。 
·变量区域编号错误。 

H’03 变量参数错
误 

◆变量数和参数数的数目不一致。 
◆变量数乘以 2 和字节数不一致。 
◆写入数据超出设定范围。 

H’90 

H’04 操作错误 操作状态不允许写入操作。写入参数的
设置不被当前操作模式允许。 
◆通信写入为 OFF（禁止）。 
◆执行从设定区域 0 到设定区域 1 的参
数写入。 

◆从保护菜单以外对保护参数进行写
入。 

◆AT 执行中。 
H’10 － 正常完成 无异常。 

 
◆写入未显示的参数 
即使设置的参数没有显示或者由于型号原因没有显示，设定值照样可以被写入。 

 

・ 指令/响应示例 

写入运行菜单「报警上限值 1」「报警下限值 2」的示例如下所示。 
（从站地址：H’01 时） 
4 字节模式 
「报警上限值 1」 
・地址：H’010A 写入参数：H’000003E8（1000 时） 
「报警下限值 1」 
・地址：H’010C 写入参数：H’FFFFFC18（-1000 时） 

 
2 字节模式 
「报警上限值 1」 
・地址：H’2105 写入参数：H’03E8（1000 时） 
「报警下限值 1」 
・地址：H’2106 写入参数：H’FC18（-1000 时） 

 

  

01 

01 10 

10 01 0A 00 04 

00 00 03 E8 8D E9(CRC-16) 

E0 34(CRC-16)

01 0A 00 04 08 FF FC 18 FF 指令： 

响应： 

01

01 10 

10 21 05 00 02 

03 E8 66 BB(CRC-16) 

5B F5(CRC-16) 

01 05 21 02 04 FC 18 指令： 

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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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量写入（单一/操作指令） 

执行变量区域的写入（单一）及操作指令（通信写入、运行/停止、Bank 切换、AT 执行/取消、

写入模式、RAM 数据保存、软复位、转换到设定区域 1、转换到保护菜单、自动/手动、设定

值初始化、报警闭锁取消、SP 模式、正/反操作反转、程序启动、红外线通信使用）。 
仅可写入 2 字节模式。 
 

• 指令帧 

 
 

• 响应帧 

 
（1）写入变量地址 

指定要进行写入参数的地址。关于地址的详细内容，请参见「第 6章 通信参数Modbus」。 
操作指令中，指定『0000』或『FFFF』。 

 
（2）操作指令与相关信息 

 
指令代码 指令内容 相关信息 

00 通信写入 00：OFF（禁止） 
01：ON （允许） 

01 运行/停止 00：运行 
01：停止 

02 Bank 切换 00：Bank ０ 
01：Bank 1 
02：Bank 2 
03：Bank 3 
04：Bank 4 
05：Bank 5 
06：Bank 6 
07：Bank 7 

03 AT 执行/取消 00：AT 取消 
01：100％AT 执行 
02：40％AT 执行 

04 写入模式 00：备份模式 
01：RAM 写入模式 

05 RAM 数据保存 00 
06 软复位 00 
07 转换到设定区域 1 00 
08 转换到保护菜单 00 
09 自动/手动 00：自动模式 

01：手动模式 

  

1 1 2 字节 2 2 

从站地址

H’06 

功能代码 写入起始地址 写入参数 CRC-16

  

1 1 2 字节 2 2 

从站地址

H’06 

功能代码 写入起始地址 写入参数 CRC-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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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令代码 指令内容 相关信息 

0B 设定值初始化 00：默认的初始值 
0C 报警闭锁取消 00：报警 1 闭锁取消 

01：报警 2 闭锁取消 
02：报警 3 闭锁取消 
03：加热器断闭锁取消 
04：SSR 故障闭锁取消 
05：加热器过电流闭锁取消 
0F：全闭锁取消 

0D SP 模式 00：本地 SP 模式 
01：远程 SP 模式 

0E 正/反操作反转 00：非反转 
01：反转 

11 程序启动 00：复位 
01：启动 

12 红外线通信使用 00：OFF 
01：ON 

 
(2) 响应码 

• 正常完成时 

功能代码 错误代码 错误名称 内容 

H’06 － 正常完成 无异常。 

• 错误发生时 

功能代码 
错误 
代码 

错误名称 内容 

H’02 变量地址错
误 

写入变量地址出错。 
变量区域编号（2 字节数据）错误，或为
在「0000」、「FFFF」之外。 

H’03 变量参数错
误 

写入参数出错。 
·写入参数不在设定范围内。 
·指令代码/相关信息错误。 

H’86 

H’04 操作错误 操作状态不允许写入操作。 
·通信写入为 OFF（禁止）。并且无论｢
通信写入｣为｢ON/OFF｣，而进行操作。

·执行从设定区域 0 到设定区域 1 的参数
写入。 

·从保护菜单以外对保护参数进行写入。
·AT 执行中。 
·不可操作。详细内容请参见「5.4 服务

说明 （4）各操作指令的说明及注意事
项」（5-15 页）。 

 
※ 关于变量写入的详细内容，请参见「5.4 服务说明 ■变量写入（复数）」（5-11 页）、

关于 AT（自动整定）的详细内容，请参见「其他操作手册」（「E5CN-H/E5AN-H/E5EN-H 
数字调节器 操作手册」（SGTD-7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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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指令/响应示例 

停止指令的示例如下所示。（停止地址：H’01 时） 
停止指令（指令代码：『01』、相关信息：『01』） 
・地址：H’0000（固定） 
写入参数：H’0101（运行/停止的停止指令） 

 

 
(4) 各操作指令的说明及注意事项 

●通信写入 
根据相关信息，对「通信写入」的「ON：允许」「OFF：禁止」进行选择。设定区域

0/1 中都可进行操作。但是，事件输入中设定通信写入允许/禁止时为「操作错误」。 
 

●运行/停止 
根据相关信息，对控制的运行/停止进行选择。设定区域 0/1 中都可进行操作。但是，

事件输入中设定运行/停止时为「操作错误」。 
 
●Bank 切换 
根据相关信息，从 Bank0～7 中对 Bank 进行选择。设定区域 0/1 中都可进行操作。但

在下述情况中为「操作错误」。 
·AT 执行中 
·事件输入中设定为 Bank 切换时（「Bank 编号选择使用数＞0」）时 

程序模式不为 OFF 时为『00』～程序有效 Bank，且指定超出程序有效 Bank 的相关内

容时为「参数错误」。 
 
●AT 执行/取消 
根据相关信息，对 AT 执行/取消进行选择。仅设定区域 0 中可进行操作。下述情况时

为「操作错误」。 
·「运行/停止」为「停止」时 

·「设定区域 1」中执行时 
·ON/OFF 控制时 
·100％AT 执行中执行 40％AT 时 

·40％AT 执行中执行 100％AT 时 

加热冷却控制或位置比例的浮动控制时执行 40％AT 的情况下为「参数错误」。 
※AT 执行中执行相同方式的「AT 执行」时（例：100%AT 执行中指定执行 100％AT 时），

不再次启动 AT 也不做其他处理，进行为「正常完成」。 

响应： 

指令： 
  01 

01 06 

06 00 00 01 01 49 9A(CRC-16)

00 00 01 01 49 9A(CRC-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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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入模式 
根据相关信息，对备份模式和 RAM 写入模式进行选择。设定区域 0/1 中都可进行操

作。 
非易失性存储器中的写入次数有寿命限制。频繁的覆写数据时，请使用 RAM 写入模

式。 
 

写入模式 说明 

备份模式 通过通信对运行/调整/Bank 设定/PID 设定菜单的设定内容（读

取专用设定内容除外）进行写入时，执行写入非易失性存储器。

RAM 写入模式 通过通信对运行/调整/Bank 设定/PID 设定菜单的设定内容（读

取专用设定内容除外）进行写入时，不执行写入非易失性存储

器。但在通过按键操作进行变更时执行写入。 
 

・从 RAM 写入模式切换到备份模式时，将运行/调整/Bank 设定/PID 设定菜单的设定内容

(读取专用设定内容除外)写入非易失性存储器。 
・RAM 写入模式为仅当「通信写入」为「ON：允许」时有效的功能。因此当变更为「通

信写入」为「OFF：禁止」时，即使设定为 RAM 写入模式，也将运行/调整/Bank 设定

/PID 设定菜单的设定内容（读取专用的设定内容除外）写入非易失性存储器。 
 

●RAM 数据保存 
将运行/调整/Bank 设定/PID 设定菜单的设定内容（读取专用的设定内容除外）写入非

易失性存储器。设定区域 0/1 中都可进行操作。 
 

●软复位 
从接通电源起再次开始进行处理。设定区域 0/1 中都可进行操作。 

 
●转换到设定区域 1 
通过转换到「设定区域 1」的操作指令，设定区域 0/1 中都可进行操作。但当「初始 /
通信保护」为「2」时，视为「操作错误」，禁止进行转换。 
从设定区域 0 进行转换时，显示为「初始设定菜单」的「输入类型」。此外，当发送

此操作指令到设定区域 1 时，显示为无变化。 
 

●转换到保护菜单 
通过转换到「保护菜单」的操作指令，仅设定区域 0 中可进行操作。通过设定区域 1
进行执行时，视为「操作错误」，禁止进行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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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手动 
为根据相关信息，指示「手动模式」与「自动模式」转换的操作指令。仅设定区域 0
中可进行操作。 
下述情况时为「操作错误」。 

·「设定区域 1」中进行执行时 
·「自动/手动切换」为无效（不显示）时 
转换到手动模式时，为「手动操作量」显示。此外，从手动模式转换到自动模式时，

为运行菜单顶部参数的显示。自动模式中执行「自动模式」时，或手动模式中执行「手

动模式」时，视为「正常完成」，不变更显示（无更新）。 
 

◆自动/手动状态的非易失性写入 
自动/手动状态时根据写入模式将如下所示。  

写入模式 说明 

备份模式 通过通信进行自动/手动切换时，自动/手动状态为写入非易失

性存储器。 
RAM 写入模式 通过通信进行自动/手动切换时，自动/手动状态为不写入非易

失性存储器。 
但是，通过按键操作进行切换时执行写入。 

※ 根据通信的操作指令进行切换时，RAM 写入模式时自动/手动状态为不保存到非

易失性存储器。因此，通过断电或软复位进行重启时，模式为根据之前的保存值

决定。 
 

◆AT 执行中手动模式切换 
AT 执行中，取消 AT 执行并切换为手动模式。 

 
●设定值初始化 
当前的设定值返回初始值，并写入非易失性存储器。仅设定区域 1 中可进行操作。在

设定区域 0 中进行执行时为「操作错误」。 
相关信息 说明（初始化值） 

00 出厂时的初始值（请参照「第 3 章通信参数 CompoWay/F･Sysway」）
（与参数的｢设定值初始化｣中选择『FACT』时相同） 

 
●报警闭锁取消 
根据相关信息，取消对应的报警闭锁。设定区域 0/1 中都可进行操作。「通信写入」

为『OFF』或非易失性存储器异常时为「操作错误」。 
 

●SP 模式 
根据相关信息，对本地 SP 模式与远程 SP 模式进行选择。设定区域 0/1 中都可进行操

作。以下情况时为「操作错误」。 
·AT 执行中时 
·「SP 模式」为无效（本体为不显示）时 
·事件输入中设定为 SP 模式切换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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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反操作反转 
根据相关信息，选择正/反操作的非反转、反转。设定区域 0/1 中都可进行操作。 
相关信息的指示内容，为根据写入模式的设定内容写入非易失性存储器。 
以下情况时为「操作错误」。 

·AT 执行中时 
·事件输入中设定正/反操作反转时 
·手动模式下执行时 

 
●程序启动 
根据相关信息，对简易程序功能的复位/启动进行选择。设定区域 0/1 中都可进行操作。

但当在事件输入中设定程序启动时为「操作错误」。 
 

●红外线通信使用 
根据相关信息，对红外线通信使用的 ON/OFF 进行选择。设定区域 0/1 中都可进行操

作。 
 
●设定区域 
设定区域 0 中，执行控制操作。 
由此，可进行如当前值读取、目标值写入、运行/停止等，在控制操作中所需的或并不

影响控制运行的操作。此外，如初始设定用参数写入等可能会变更控制运行的操作为

不可进行。（但是，可读取不可写入的参数）。 
 
设定区域 1 中，执行控制停止。 
由此，可进行在设定区域 0 中为无效的初始设定用参数写入等操作。 
 
电源接通时，为设定区域 0。通过「转换到设定区域 1」操作指令转换到设定区域 1。
从设定区域 1 返回到设定区域 0 时，要再次接通电源或使用「软复位」操作指令。 

 

 

设定区域 0 

接通电源 「软复位」

操作指令

「转换到设定区域 1」
操作指令

设定区域 1

控制停止控制操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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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返回测试 

• 指令帧 

 
 

• 响应帧 

 
※正常完成时，返回与指令内容相同的响应。 

 
(1) 测试参数 

任意参数中，都以 2 字节的 HEX 方式表示。 
 

(2) 响应码 
 

功能代码 错误代码 名称 内容 

H’88 H’03 变量参数错误 连接功能代码的固定值部分不为
「H’00、H’00」。 

H’08 － 正常完成 无异常。 
 

 (3) 指令/响应示例 
返回测试的示例如下所示。 
（测试参数为 H’1234 时） 
（从站地址：H’01 时） 

 
响应： 

指令： 
  01 

01 08 

08 00 00 12 34 ED 7C(CRC-16) 

00 00 12 34 ED 

 

7C(CRC-16) 

  

1 1 

CRC-16 

2 字节 2 2 

测试参数

H’08 H’00 H’00 

功能代码 写入起始地址从站地址

  

1 1 

CRC-16 

2 字节 2 2 

测试参数

H’08 H’00 H’00 

功能代码 写入起始地址从站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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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章 通信参数 Modbus 
 
 
 
 
本章节中阐述了通过 Modbus 进行通信的各参数一览表。 
 
 
 
 

6. 1 变量区域（设定范围）一览··························································· 6-2 
6. 2 状态 ······························································································· 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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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1 变量区域（设定范围）一览 
 

 
·4 字节模式 

指定 1 变量的变量单位为 2 字节参数（H’0000～H’FFFF）＝2。 
通过偶数地址指定或以 2 的倍数指定变量数，在 4 字节参数单位下进行读取/写入。 

·2 字节模式 
指定 1 变量的变量单位为 2 字节参数（H’0000～H’FFFF）＝1。 
通过以 1 变量单位进行指定，以在 2 字节参数单位下进行读取/写入。 
 

下述内容为变量区域一览。设定（监控）值栏中，以 16 进制表示的内容为以 Modbus 通信时的设

定范围。（ ）中的值为实际的设定范围。 
所述内容为参照对象设定项目。 

 
地址 

4 字节 2 字节 
参数名称 设定（监控）值 菜单名称 

0000 2000 当前值 温度输入：根据各传感器的指示范围 
模拟量输入： 
刻度下限值－5%FS～刻度上限值＋5%FS 

0002 2001 状态 ※1 ※2 参照「6.2 状态」（6-15 页） 
0004 2002 内部目标值 ※1 目标值极限下限值～目标值极限上限值 
0006 2003 加热器电流值 1 监控 H’00000000～H’00000226 （0.0～55.0） 
0008 2004 操作量监控（加热） 标准：H’FFFFFFCE～H’0000041A （-5.0～105.0） 

加热冷却：H’00000000～H’0000041A （0.0～105.0） 
000A 2005 操作量监控（冷却） H’00000000～H’0000041A （0.0～105.0） 
0106 2103 目标值 目标值极限下限值～目标值极限上限值 
0108 2104 报警值 1 ※4 H’FFFFB1E1～H’00007E90 （-19999～32400） 
010A 2105 报警上限值 1 ※4 H’FFFFB1E1～H’00007E90 （-19999～32400） 
010C 2106 报警下限值 1 ※4 H’FFFFB1E1～H’00007E90 （-19999～32400） 
010E 2107 报警值 2 ※4 H’FFFFB1E1～H’00007E90 （-19999～32400） 
0110 2108 报警上限值 2 ※4 H’FFFFB1E1～H’00007E90 （-19999～32400） 
0112 2109 报警下限值 2 ※4 H’FFFFB1E1～H’00007E90 （-19999～32400） 

运行 

0404 2402 当前值 温度输入：根据各传感器的指示范围 
模拟量输入： 
刻度下限值－5%FS～刻度上限值＋5%FS 

0406 2403 内部目标值 ※1 目标值极限下限值～目标值极限上限值 
0408 2404 Bank 编号监控 H’00000000～H’00000007 （0～7） 
040A 2405 PID 组编号监控 H’00000001～H’00000008 （1～8） 
040C 2406 状态 ※1 ※2 参照「6.2 状态」（6-15 页） 
040E 2407 状态 ※1 ※3 参照「6.2 状态」（6-15 页） 
0410 2408 状态 2 ※1 ※2 参照「6.2 状态」（6-15 页） 
0412 2409 状态 2 ※1 ※3 参照「6.2 状态」（6-15 页） 
0420 2410 小数点位置监控 H’00000000～H’00000003 （0～3） 

 

0422 2411 控制输出１ON/OFF 
计数监控 

H’00000000～H’0000270F （0～9999） 

0424 2412 控制输出２ON/OFF 
计数监控 

H’00000000～H’0000270F （0～9999） 

高功能设定

※1 温控器显示部中不显示。 
※2 2 字节模式时为对下位 16 位进行读取。 
※3 2 字节模式时为对上位 16 位进行读取。 
※4 针对当前选中的 Bank 参数进行存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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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 

4 字节 2 字节 
参数名称 设定（监控）值 菜单名称

0500 2500 运行/调整保护 H’00000000（0）：运行、调整菜单中无限制 
H’00000001（1）：禁止转换到调整菜单 
H’00000002（2）：仅可显示和变更「当前值」「当前值/目标值」 
H’00000003（3）：仅可显示「当前值」「当前值/目标值」 

0502 2501 初始/通信保护 H’00000000（0）：可转换到初始/通信设定菜单 
（显示转换到功能设定菜单） 
H’00000001（1）：可转换到初始/通信设定菜单 
（不显示转换到功能设定菜单） 
H’00000002（2）：禁止转换到初始/通信设定菜单 

0504 2502 设定变更保护 H’00000000（0）：OFF（温度器显示部中的设定变更允许） 
H’00000001（1）：ON（温度器显示部中的设定变更禁止） 

0506 2503 PF 键保护 H’00000000（0）：OFF 
H’00000001（1）：ON 

保护 

0508 2504 转换到保护菜单 H’FFFFF831～H’0000270F （-1999～9999） 
050A 2505 保护菜单转换密码 H’FFFFF831～H’0000270F （-1999～9999） 

（仅可设定。监控值始终为 H’00000000） 
050C 2506 参数掩码有效 H’00000000（0）：OFF 

H’00000001（1）：ON 

 

0600 2600 手动操作量 标准：H’FFFFFFCE～H’0000041A （-5.0～105.0） 
加热冷却：H’FFFFFBE6～H’0000041A （-105.0～105.0） 
位置比例（闭合控制下位置比例操作量直接设定为 ON）： 
H’FFFFFFCE～H’0000041A （-5.0～105.0） 

手动控制

0602 2601 目标值 ※1 目标值极限下限值～目标值极限上限值 
0604 2602 远程 SP 监控 远程 SP 下限値～远程 SP 上限値 
0608 2604 加热器电流值 1 监控 H’00000000～H’00000226 （0.0～55.0） 
060A 2605 操作量监控（加热） 标准：H’FFFFFFCE～H’0000041A （-5.0～105.0） 

加热冷却：H’00000000～H’0000041A  （0.0～105.0） 
060C 2606 操作量监控（冷却） H’00000000～H’0000041A （0.0～105.0） 
060E 2607 阀门开度监控 H’FFFFFF9C～H’0000044C （-10.0～110.0） 

运行 

0700 2700 冷却系数 ※2 H’00000001～H’0000270F （0.01～99.99） 
0708 2704 死区 温度输入：H’FFFFB1E1～H’00007E90 （-1999.9～3240.0） 

模拟量输入：H’FFFFF831～H’0000270F （-199.9～999.9） 
070A 2705 手动复位值 H’00000000～H’000003E8 （0.0～100.0） 
070C 2706 调节灵敏度（加热） 温度输入：H’00000001～H’00007E90 （0.1～3240.0） 

模拟量输入：H’00000001～H’0000270F （0.1～999.9） 
070E 2707 调节灵敏度（冷却） 温度输入：H’00000001～H’00007E90 （0.1～3240.0） 

模拟量输入：H’00000001～H’0000270F （0.1～999.9） 

调整 

0710 2708 控制周期（加热） H’00000000（0）：0.5 
H’00000001～H’00000063 （1～99） 

0712 2709 控制周期（冷却） H’00000000（0）：0.5 
H’00000001～H’00000063 （1～99） 

初始设定

0714 270A 位置比例死区 H'00000001～H'00000064 （0.1～10.0） 
0716 270B 开关滞后 H'00000001～H'000000C8 （0.1～20.0） 

调整 

0718 270C SP 倾斜时间单位 H’00000000（0）：EU/秒 
H’00000001（1）：EU/分 
H’00000002（2）：EU/小时 

高功能 
设定 

071A 270D SP 倾斜设定值 ※1 H’00000000（0）：OFF 
H’00000001～H’00007E90 （1～32400） 

071E 270F 停止时操作量 标准：H’FFFFFFCE～H’0000041A （-5.0～105.0） 
加热冷却：H’FFFFFBE6～H’0000041A （-105.0～105.0） 
位置比例（浮动控制或位置比例操作量直接设定为 OFF）：
H’FFFFFFFF～H’00000001 （-1～1） 
位置比例（闭合控制下位置比例操作量直接设定为 ON）： 
H’FFFFFFCE～H’0000041A （-5.0～105.0） 

调整 

※1 针对当前选中的 Bank 参数进行存取。 
※2 为针对当前选中的 PID 组参数进行存取。但是，设定区域 1 中当前选中的 PID 组固定为 PI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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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 

4 字节 2 字节 
参数名称 设定（监控）值 菜单名称 

0722 2711 异常时操作量 标准：H’FFFFFFCE～H’0000041A （-5.0～105.0） 
加热冷却：H’FFFFFBE6～H’0000041A （-105.0～105.0） 
位置比例（浮动控制或位置比例操作量直接设定为 OFF）：
H’FFFFFFFF～H’00000001 （-1～1） 
位置比例（闭合控制下位置比例操作量直接设定为 ON）：

H’FFFFFFCE～H’0000041A （-5.0～105.0） 
0726 2713 操作量变化率极限 H’00000000～H’000003E8 （0.0～100.0） 
072C 2716 下限温度输入补偿值 H’FFFFB1E1～H’00007E90 （-199.99～324.00） 
0730 2718 上限温度输入补偿值 H’FFFFB1E1～H’00007E90 （-199.99～324.00） 

调整 

0734 271A 加热器电流值 1 监控 H’00000000～H’00000226 （0.0～55.0） 运行 
0736 271B 加热器断检测 1 H’00000000～H’000001F4 （0.0～50.0） 调整 
0738 271C 漏电流值 1 监控 H’00000000～H’00000226 （0.0～55.0） 运行 
073A 271D SSR 故障检测 1 H’00000000～H’000001F4 （0.0～50.0） 
0746 2723 温度输入补偿值 H’FFFFB1E1～H’00007E90 （-199.99～324.00） 

调整 

0748 2724 加热器电流值 2 监控 H’00000000～H’00000226 （0.0～55.0） 运行 
074A 2725 加热器断检测 2 H’00000000～H’000001F4 （0.0～50.0） 调整 
074C 2726 漏电流值 2 监控 H’00000000～H’00000226 （0.0～55.0） 运行 
074E 2727 SSR 故障检测 2 H’00000000～H’000001F4 （0.0～50.0） 调整 
0750 2728 SOAK 剩余时间监控 H’00000000～H’0000270F （0～9999） 运行 
0752 2729 SOAK 时间 ※1 H’00000000～H’0000270F （0～9999） 
0754 272A 等候带 ※1 H’00000000（0）：OFF 

温度输入：H’00000001～H’00007E90 （0.1～3240.0） 
模拟量输入：H’00000001～H’0000270F （0.01～99.99） 

0756 272B 加热器过电流检测 1 H’00000000～H’000001F4 （0.0～50.0） 
0758 272C 加热器过电流检测 2 H’00000000～H’000001F4 （0.0～50.0） 

调整 

0800 2800 输入数字滤波器 H’00000000～H’0000270F （0.0～999.9） 高功能 
设定 

0810 2808 开平方根运算下切点 H’00000000～H’000003E8 （0.0～100.0） 调整 
0904 2902 报警值 1 ※1 H’FFFFB1E1～H’00007E90 （-19999～32400） 
0906 2903 报警上限值 1 ※1 H’FFFFB1E1～H’00007E90 （-19999～32400） 
0908 2904 报警下限值 1 ※1 H’FFFFB1E1～H’00007E90 （-19999～32400） 
090A 2905 报警值 2 ※1 H’FFFFB1E1～H’00007E90 （-19999～32400） 
090C 2906 报警上限值 2 ※1 H’FFFFB1E1～H’00007E90 （-19999～32400） 
090E 2907 报警下限值 2 ※1 H’FFFFB1E1～H’00007E90 （-19999～32400） 
0910 2908 报警值 3  ※1 ※2 H’FFFFB1E1～H’00007E90 （-19999～32400） 
0912 2909 报警上限值 3 ※1 

※2 
H’FFFFB1E1～H’00007E90 （-19999～32400） 

0914 290A 报警下限值 3 ※1 
※2 

H’FFFFB1E1～H’00007E90 （-19999～32400） 

运行 

0A00 2A00 比例帯 ※3 温度输入：H'00000001～H'00007E90 （0.1～3240.0） 
模拟量输入：H'00000001～H'0000270F （0.1～999.9） 

0A02 2A01 积分时间 ※3 标准、加热冷却、位置比例（闭合）： 
H'00000000～H'00007E90 （0.0～3240.0）  
位置比例（浮动）： 
H'00000001～H'00007E90 （0.1～3240.0）  

0A04 2A02 微分时间 ※3 H'00000000～H'00007E90 （0.0～3240.0） 
0A0A 2A05 操作量极限上限值 

※3 
标准：操作量极限下限值＋0.1～H’0000041A 
（操作量极限下限值＋0.1～105.0） 
加热冷却：H’00000000～H’0000041A （0.0～105.0） 
位置比例（闭合）：操作量极限下限值＋0.1～H’0000041A 
（操作量极限下限值＋0.1～105.0） 

调整 

※1 针对当前选中的 Bank 参数进行存取。 
※2  温控器显示部中，输出中未分配『报警 3』时为不显示。 
※3 为针对当前选中的 PID 组参数进行存取。但是，设定区域 1 中当前选中的 PID 组固定为 PID1。 
※  无报警输出端子的机型中，也可使用报警功能。此时，可根据状态参数确认报警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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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 

4 字节 2 字节 
参数名称 设定（监控）值 菜单名称

0A0C 2A06 操作量极限下限值 
※1 

标准：H’FFFFFFCE～操作量极限上限值－0.1 
（-5.0～操作量极限上限值－0.1） 
加热冷却：H’FFFFFBE6～H’00000000 （-105.0～0.0） 
位置比例（闭合）：H’FFFFFFCE～操作量极限上限值－0.1 
（-5.0～操作量极限上限值－0.1） 

调整 

H’00000000 （0）：Pt （−200.0～850.0℃/−300.0～1500.0℉） 
H’00000001 （1）：Pt （−199.9～500.0℃/−199.9～900.0℉） 
H’00000002 （2）：Pt （0.0～100.0℃/0.0～210.0℉） 
H’00000003 （3）：JPt （−199.9～500.0℃/−199.9～900.0℉） 
H’00000004 （4）：JPt （0.0～100.0℃/0.0～210.0℉） 

0C00 2C00 输入类型※ 

H’00000005 （5）：K （−200.0～1300.0℃/−300.0～2300.0℉） 
H’00000006 （6）：K （−20.0～500.0℃/0.0～900.0℉） 
H’00000007 （7）：J （−100.0～850.0℃/−100.0～1500.0℉） 
H’00000008 （8）：J （−20.0～400.0℃/0.0～750.0℉） 
H’00000009 （9）：T （−200.0～400.0℃/−300.0～700.0℉） 
H’0000000A （10）：T （−199.9～400.0℃/−199.9～700.0℉） 
H’0000000B （11）：E （-200.0～600.0℃/-300.0～1100.0℉） 
H’0000000C （12）：L （−100.0～850.0℃/−100.0～1500.0℉） 
H’0000000D （13）：U （−200.0～400.0℃/−300.0～700.0℉） 
H’0000000E （14）：U （−199.9～400.0℃/−199.9～700.0℉） 
H’0000000F （15）：N （−200.0～1300.0℃/−300.0～2300.0℉） 
H’00000010 （16）：R （0.0～1700.0℃/0.0～3000.0℉） 
H’00000011 （17）：S （0.0～1700.0℃/0.0～3000.0℉） 
H’00000012 （18）：B （100.0～1800.0℃/300.0～3200.0℉） 
H’00000013 （19）：W（0.0～2300.0℃/0.0～3200.0℉） 
H’00000014 （20）：PLⅡ（0.0～1300.0 /0.0℃ ～2300.0℉） 
H’00000015 （21）：K（-50.00～200.00 /℃ -50.00～200.00℉） 
H’00000016 （22）：J（-50.00～200.00 /℃ -50.00～200.00℉） 
H’00000017 （23）：T（-50.00～200.00 /℃ -50.00～200.00℉） 
H’00000018 （24）：Pt（-50.00～200.00 /℃ -50.00～200.00℉） 
H’00000019 （25）：4～20mA 
H’0000001A （26）：0～20mA 
H’0000001B （27）：1～5V 
H’0000001C （28）：0～5V 
H’0000001D （29）：0～10V 

0C02 2C01 温度单位 H’00000000（0）：℃ 
H’00000001（1）：℉ 

0C12 2C09 刻度下限值 H'FFFFB1E1～刻度上限值－1 
（-19999～刻度上限值－1） 

0C16 2C0B 刻度上限值 刻度下限值＋1～H'00007E90 
（刻度下限值＋1～32400） 

0C18 2C0C 小数点位置 H’00000000～00000003 （0～3） 

初始设定 

0C1A 2C0D 远程 SP 上限値 目标值极限下限值～目标值极限上限值 
0C1C 2C0E 远程 SP 下限値 目标值极限下限值～目标值极限上限值 
0C1E 2C0F PV 小数点显示 H’00000000（0）：OFF 

H’00000001（1）：ON 

高功能 
设定 

0D06 2D03 线性电流输出类型 H’00000000（0）：4-20mA 
H’00000001（1）：0-20mA 

0D1E 2D0F 目标值极限上限值 无小数点部分的数值范围如下所示。 
温度输入：目标值极限下限值＋1～输入设定范围上限值 
模拟量输入：目标值极限下限值＋1～刻度上限值 

0D20 2D10 目标值极限下限值 无小数点部分的数值范围如下所示。 
温度输入：输入设定范围下限值～目标值极限上限值－1 
模拟量输入：刻度下限值～目标值极限上限值－1 

初始设定 

※1 为针对当前选中的 PID 组参数进行存取。但是，设定区域 1 中当前选中的 PID 组固定为 PID1。 
※  可对应传感器对输入类型进行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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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D22 2D11 标准/加热冷却 H’00000000（0）：标准 
H’00000001（1）：加热冷却 

0D24 2D12 正/反操作 H’00000000（0）：反操作 
H’00000001（1）：正操作 

0D26 2D13 闭合/浮动 H'00000000（0）：浮动 
H'00000001（1）：闭合 

0D28 2D14 PID/OnOff H’00000000（0）：ON/OFF 
H’00000001（1）：2 自由度 PID 

0D2A 2D15 ST H’00000000（0）：OFF 
H’00000001（1）：ON 

0D2C 2D16 程序模式 H’00000000（0）：OFF 
H’00000001（1）：STOP  
H’00000002（2）：CONT 
H’00000003（3）：LOOP 

0D2E 2D17 程序有效 Bank H’00000000～H’00000007 （0～7） 
0E00 2E00 传送输出类型 H’00000000（0）：OFF 

H’00000001（1）：目标值 
H’00000002（2）：斜坡目标值 
H’00000003（3）：当前值  
H’00000004（4）：操作量（加热） 
H’00000005（5）：操作量（冷却） 
H’00000006（6）：阀门开度 

初始设定 

0E0C 2E06 控制输出 1 分配 控制输出 1 为线性输出时： 
H’00000000（0）：无分配 
H’00000001（1）：控制输出（加热） 
H’00000002（2）：控制输出（冷却） 
控制输出 1 为脉冲输出时： 
H’00000000（0）：无分配 
H’00000001（1）：控制输出（加热） 
H’00000002（2）：控制输出（冷却）  
H’00000003（3）：报警 1 
H’00000004（4）：报警 2 
H’00000005（5）：报警 3  
H’00000006（6）：程序结束输出 ※1 
H’00000007（7）：控制输出 ON/OFF 计数报警 ※2 
H’00000008（8）：内部辅助继电器 1 
H’00000009（9）：内部辅助继电器 2 
H’0000000A（10）：内部辅助继电器 3 
H’0000000B（11）：内部辅助继电器 4 
H’0000000C（12）：内部辅助继电器 5 
H’0000000D（13）：内部辅助继电器 6 
H’0000000E（14）：内部辅助继电器 7 
H’0000000F（15）：内部辅助继电器 8 

0E0E 2E07 控制输出 2 分配 控制输出 2 为线性输出时： 
H’00000000～H’00000002（0～2）※与控制输出 1 分配相同 
控制输出 2 为脉冲输出时： 
H’00000000～H’0000000F（0～15）※与控制输出 1 分配相同 

高功能设定

※1 ｢P.END（程序结束输出）｣在｢程序模式｣为 OFF 时也可进行设定，但功能为无效。 
※2 「控制输出 1ON/OFF 计数报警」「控制输出 2ON/OFF 计数报警」状态中任一为 ON 时，输出为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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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E14 2E0A 事件输入分配 1 
※1 

H’00000000（0）：无 
H’00000001（1）：RUN/STOP 
H’00000002（2）：自动/手动 
H’00000003（3）：程序启动 ※5 
H’00000004（4）：正/反操作反转 
H’00000005（5）：SP 模式切换 
H’00000006（6）：100%AT 执行/取消 
H’00000007（7）：40%AT 执行/取消 
H’00000008（8）：设定变更允许/禁止 
H’00000009（9）：通信写入允许/禁止 
H’0000000A（10）：报警闭锁取消 

0E16 2E0B 事件输入分配 2 
※2 

H’00000000～H’0000000A（0～10） 
※与事件输入分配 1 相同 

0E18 2E0C 事件输入分配 3 
※3 

H’00000000～H’0000000A（0～10） 
※与事件输入分配 1 相同 

0E1A 2E0D 事件输入分配 4 
※4 

H’00000000～H’0000000A（0～10） 
※与事件输入分配 1 相同 

初始设定 

0E20 2E10 辅助输出 1 分配 H’00000000（0）：无分配 
H’00000001（1）：控制输出（加热） 
H’00000002（2）：控制输出（冷却） 
H’00000003（3）：报警 1 
H’00000004（4）：报警 2 
H’00000005（5）：报警 3 
H’00000006（6）：程序结束输出 ※6 
H’00000007（7）：控制输出 ON/OFF 计数报警 ※7 
H’00000008（8）：内部辅助继电器 1 
H’00000009（9）：内部辅助继电器 2 
H’0000000A（10）：内部辅助继电器 3 
H’0000000B（11）：内部辅助继电器 4 
H’0000000C（12）：内部辅助继电器 5 
H’0000000D（13）：内部辅助继电器 6 
H’0000000E（14）：内部辅助继电器 7 
H’0000000F（15）：内部辅助继电器 8 

高功能设定

0E22 2E11 辅助输出 2 分配 H’00000000～H’0000000Ｆ （0～15）※与辅助输出 1 分配相同  
0E28 2E14 传送输出上限值 H’FFFFF831～H’0000270F （-1999～9999） 

H’FFFFB1E1～H’00007E90 （-19999～32400） ※8 
0E2A 2E15 传送输出下限值 H’FFFFF831～H’0000270F （-1999～9999） 

H’FFFFB1E1～H’00007E90 （-19999～32400） ※8 

初始设定 

※1  事件输入 2 点（事件 1/2）的机型中 Bank 编号选择使用数＞0 时，不可进行设定。 
※2  事件输入 2 点（事件 1/2）的机型中 Bank 编号选择使用数＞1 时，不可进行设定。 
※3  事件输入 2 点（事件 3/4）的机型中 Bank 编号选择使用数＞0 时，不可进行设定。 
※4  事件输入 2 点（事件 3/4）的机型中 Bank 编号选择使用数＞1 时，不可进行设定。 
※5  ｢PRST（程序启动）｣在｢程序模式｣为 OFF 时也可进行设定，但功能为无效。 
※6  ｢P.END（程序结束输出）｣在｢程序模式｣为 OFF 时也可进行设定，但功能为无效。 
※7 「控制输出 1ON/OFF 计数报警」「控制输出 2ON/OFF 计数报警」状态中任一为 ON 时，输出为打开。 
※8 设定（监控）范围为根据传送输出类型的设定值而有所不同。（请参照「E5CN-H/E5AN-H/E5EN-H 数字调节

器操作手册 第 5 章 参数一览」（SGTD-7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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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称 设定（监控）值 菜单名称 

0E48 2E24 开平方根运算有效 H’00000000（0）：OFF 
H’00000001（1）：ON 

初始设定 

0E60 2E30 行程时间 H'00000001～H'000003E7 （1～999）  
0F00 2F00 报警 1 类型 H’00000000（0）：无报警功能 

H’00000001（1）：上下限报警 
H’00000002（2）：上限报警 
H’00000003（3）：下限报警 
H’00000004（4）：上下限范围报警 
H’00000005（5）：带待机顺序上下限报警 
H’00000006（6）：带待机顺序上限报警 
H’00000007（7）：带待机顺序下限报警 
H’00000008（8）：绝对值上限报警 
H’00000009（9）：绝对值下限报警 
H’0000000A（10）：带待机顺序绝对值上限报警 
H’0000000B（11）：带待机顺序绝对值下限报警 
H’0000000C（12）：LBA（回路断线报警） 
H’0000000D（13）：PV 変化率报警 
H'0000000E（14）：RSP 绝对值上限报警 
H'0000000F（15）：RSP 绝对值下限报警 

 

0F02 2F01 报警 1 闭锁 H’00000000（0）：OFF 
H’00000001（1）：ON 

高功能设定

0F04 2F02 报警 1 滞后 温度输入：H’00000001～H’00007E90 （0.1～3240.0） 
模拟量输入：H’00000001～H’0000270F （0.01～99.99） 

初始设定 

0F06 2F03 报警 2 类型 H’00000000（0）：无报警功能 
H’00000001（1）：上下限报警 
H’00000002（2）：上限报警 
H’00000003（3）：下限报警 
H’00000004（4）：上下限范围报警 
H’00000005（5）：带待机顺序上下限报警 
H’00000006（6）：带待机顺序上限报警 
H’00000007（7）：带待机顺序下限报警 
H’00000008（8）：绝对值上限报警 
H’00000009（9）：绝对值下限报警 
H’0000000A（10）：带待机顺序绝对值上限报警 
H’0000000B（11）：带待机顺序绝对值下限报警 
H’0000000C（12）：无报警功能 
H’0000000D（13）：PV 変化率报警 
H'0000000E（14）：RSP 绝对值上限报警 
H'0000000F（15）：RSP 绝对值下限报警 

 

0F08 2F04 报警 2 闭锁 H’00000000（0）：OFF 
H’00000001（1）：ON 

高功能设定

0F0A 2F05 报警 2 滞后 温度输入：H’00000001～H’00007E90 （0.1～3240.0） 
模拟量输入：H’00000001～H’0000270F （0.01～99.99） 

0F0C 2F06 报警 3 类型 ※1 与报警 2 类型相同 

初始设定 

0F0E 2F07 报警 3 闭锁 ※1 H’00000000（0）：OFF 
H’00000001（1）：ON 

高功能设定

0F10 2F08 报警 3 滞后 ※1 温度输入：H’00000001～H’00007E90 （0.1～3240.0） 
模拟量输入：H’00000001～H’0000270F （0.01～99.99） 

初始设定 

0F18 2F0C 待机顺序再启动 H’00000000（0）：条件 A 
H’00000001（1）：条件 B 

0F1A 2F0D 辅助输出 1 非励磁 H’00000000（0）：励磁 
H’00000001（1）：非励磁 

0F1C 2F0E 辅助输出 2 非励磁 H’00000000（0）：励磁 
H’00000001（1）：非励磁 

高功能设定

※1  温控器显示部中，输出中未分配『报警 3』时为不显示。 



6. 1 变量区域（设定范围）一览 

6-9 

M
odbus 

通
信
参
数 

 
地址 

4 字节 2 字节 
参数名称 设定（监控）值 菜单名称

0F22 2F11 报警 1ON 延时 H’00000000～H’000003E7 （0～999） 
0F24 2F12 报警 2ON 延时 H’00000000～H’000003E7 （0～999） 
0F26 2F13 报警 3ON 延时 ※1 H’00000000～H’000003E7 （0～999） 

高功能设

定 

0F2A 2F15 报警 1OFF 延时 H’00000000～H’000003E7 （0～999） 
0F2C 2F16 报警 2OFF 延时 H’00000000～H’000003E7 （0～999） 
0F2E 2F17 报警 3OFF 延时 ※1 H’00000000～H’000003E7 （0～999） 

 
 

1000 3000 「当前值/目标值」显示画面

选择 
H’000000000（0）： 
H’000000001（1）： 
 
H’000000002（2）： 
 
H’000000003（3）： 
H’000000004（4）： 
H’000000005（5）： 
 
H’000000006（6）： 
 
H’000000007（7）： 

「当前值/目标值」 
「当前值/目标值/Bank 编号」 
「当前值/目标值/操作量」 
「当前值/目标值/操作量」 
「当前值/目标值/Bank 编号」 
「当前值/目标值/Bank 编号」 
「当前值/目标值/操作量」 
「当前值/目标值/Bank 编号」 
「当前值/目标值/SOAK剩余时

间」 
「当前值/目标值/操作量」 
「当前值/目标值/SOAK剩余时

间」 
「当前值/目标值/SOAK剩余时

间」 
1002 3001 操作量显示选择 H’00000000（0）：操作量（加热） 

H’00000001（1）：操作量（冷却） 
1006 3003 自动返回显示模式时间 H’00000000（0）：OFF 

H’00000001～H’00000063 （1～99） 
1008 3004 显示刷新周期 H’00000000（0）OFF 

H’00000001（1）0.25 
H’00000002（2）0.5 
H’00000003（3）1.0 

1010 3008 PV 显示追加 H’00000000（0）：OFF 
H’00000001（1）：ON 

1016 300B 操作量显示 H’00000000（0）：OFF（无操作量显示） 
H’00000001（1）：ON （有操作量显示） 

1018 300C 转换到保护菜单時間 H’00000001～H’0000001E （1～30） 
101A 300D PV 显示色切换 H’00000000（0）：橙色 

H’00000001（1）：红色 
H’00000002（2）：绿色 
H’00000003（3）：红色→绿色：ALM1 亮灯时 
H’00000004（4）：绿色→红色：ALM1 亮灯时 
H’00000005（5）：红色→绿色→红色：PV 整定带幅值内：

绿色 
               整定带幅值外：红色 
H’00000006（6）：绿色→橙色→红色：PV 整定带幅值内：

橙色 
               整定带幅值外：绿色、

红色 
H’00000007（7）：橙色→绿色→红色：PV 整定带幅值内：

绿色 
               整定带幅值外：橙色、

红色  
101C 300E PV 整定带 温度输入：H’00000001～H’00007E90 （0.1～3240.0） 

模拟量输入：H’00000001～H’0000270F  
（0.01～99.99） 

101E 300F 自动/手动切换功能追加 H’00000000（0）：OFF 
H’00000001（1）：ON 

1020 3010 显示字符切换 H’00000000（0）：OFF 
H’00000001（1）：ON 

 

※1  温控器显示部中，输出中未分配『报警 3』时为不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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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2 3011 PV 状态显示功能 H’00000000（0）：OFF 
H’00000001（1）：手动 
H’00000002（2）：停止 
H’00000003（3）：报警 1 
H’00000004（4）：报警 2 
H’00000005（5）：报警 3 
H’00000006（6）：报警 1～3 OR 状态 
H’00000007（7）：加热器报警 

1024 3012 SV 状态显示功能 H’00000000～H’00000007（0～7） 
※与 PV 状态显示功能相同 

高功能 

设定 

1100 3100 协议选择 ※1 H’00000000（0）：CompoWay/F（Sysway） 
H’00000001（1）：Modbus 

1102 3101 通信单元编号 ※1 H’00000000～H’00000063 （0～99） 
1104 3102 通信速度 ※1 H’00000000（0）：1.2  

H’00000001（1）：2.4 
H’00000002（2）：4.8 
H’00000003（3）：9.6 
H’00000004（4）：19.2 
H’00000005（5）：38.4 
H’00000006（6）：57.6 

1106 3103 通信数据长度 ※1 H’00000007（7）：7 
H’00000008（8）：8 

1108 3104 通信停止位 ※1 H’00000001（1）：1 
H’00000002（2）：2 

110A 3105 奇偶校验 ※1 H’00000000（0）：无 
H’00000001（1）：偶数 
H’00000002（2）：奇数 

110C 3106 发送等待时间 ※1 H’00000000～H’00000063 （0～99） 

通信设定

1200 3200 PF 设定 H’00000000（0）：无 
H’00000001（1）：运行 
H’00000002（2）：停止 
H’00000003（3）：运行/停止 
H’00000004（4）：100％AT 执行/取消 
H’00000005（5）：40％AT 执行/取消 
H’00000006（6）：报警闭锁取消 
H’00000007（7）：自动/手动 
H’00000008（8）：监控/设定项目 
H’00000009（9）：Bank 切换 

1204 3202 监控/设定项目 1 H’000000000（0）：无效 
H’000000001（1）：当前值/目标值/Bank 编号 
H’000000002（2）：当前值/目标值/操作量 
H’000000003（3）：当前值/目标值/SOAK 剩余时间 
H’000000004（4）：比例帯（P） 
H’000000005（5）：积分时间（I） 
H’000000006（6）：微分时间（D） 
H’000000007（7）：报警值 1 
H’000000008（8）：报警上限值 1 
H’000000009（9）：报警下限值 1 
H’00000000A（10）：报警值 2 
H’00000000B（11）：报警上限值 2 
H’00000000C（12）：报警下限值 2 
H’00000000D（13）：报警值 3 
H’00000000E（14）：报警上限值 3 
H’00000000F（15）：报警下限值 3 
H’000000010（16）：Bank 编号 

高功能 

设定 

※1  通信设定参数为在设定变更后通过复位使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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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6 3203 监控/设定项目 2 H’00000000～H’00000010 （0～16） 
※ 与监控/设定项目 1 相同 

1208 3204 监控/设定项目 3 H’00000000～H’00000010 （0～16） 
※ 与监控/设定项目 1 相同 

120A 3205 监控/设定项目 4 H’00000000～H’00000010 （0～16） 
※ 与监控/设定项目 1 相同 

120C 3206 监控/设定项目 5 H’00000000～H’00000010 （0～16） 
※ 与监控/设定项目 1 相同 

1302 3301 SP 跟踪 H'00000000（0）：OFF 
H'00000001（1）：ON 

1304 3302 PID 组自动选择参数   H'00000000（0）：PV 
H'00000001（1）：DV 
H'00000002（2）：SP 

1306 3303 PID 组自动选择滞后 H'0000000A～H'0000270F （0.10～99.99） 
1308 3304 PV 死区 H'00000000～H'00007E90 （0～32400） 
130A 3305 冷端补偿方式 H’00000000（0）：OFF 

H’00000001（1）：ON 
1314 330A α H’00000000～H’00000064 （0.00～1.00） 
131E 330F AT 计算增益 H’00000001～H’00000064 （0.1～10.0） 

高功能 

设定 

1320 3310 AT 滞后 温度输入：H’00000001～H’00007E90 （0.1～3240.0） 
模拟量输入：H’00000001～H’000003E7 
（0.01～9.99） 

1322 3311 极限循环操作量振幅 H’00000032～H’000001F4 （5.0～50.0） 
1328 3314 加热器断闭锁 H’00000000（0）：OFF 

H’00000001（1）：ON 
132A 3315 加热器断滞后 H’00000001～H’000001F4 （0.1～50.0） 
132C 3316 SSR 故障闭锁 H’00000000（0）：OFF 

H’00000001（1）：ON 
132E 3317 SSR 故障滞后 H’00000001～H’000001F4 （0.1～50.0） 

 

1334 331A Bank 编号选择使用数 H’00000000（0）：无效 
H’00000001（1）：2 Bank 
H’00000002（2）：4 Bank 
H’00000003（3）：8 Bank 

初始设定 

1338 331C 加热器断使用 H’00000000（0）：OFF 
H’00000001（1）：ON 

133A 331D MB 指令逻辑切换 ※1 H’00000000（0）：OFF 
H’00000001（1）：ON 

133C 331E 输入异常输出 H’00000000（0）：OFF 
H’00000001（1）：ON 

133E 331F 输入补偿类型 H’00000000（0）：温度输入 1 点补偿 
H’00000001（1）：温度输入 2 点补偿 

1340 3320 停止时/异常时操作量追加 H’00000000（0）：OFF  
H’00000001（1）：ON 

1342 3321 ST 整定带 H'00000001～H'00007E90 （0.1～3240.0） 
1344 3322 RT H’00000000（0）：OFF 

H’00000001（1）：ON 
1346 3323 SSR 故障使用 H’00000000（0）：OFF 

H’00000001（1）：ON 

高功能 

设定 

※1  Modbus 的变量写入（操作指令）的逻辑为不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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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 

4 字节 2 字节 
参数名称 设定（监控）值 菜单名称

1348 3324 LBA 检测时间 ※1 H’00000000～H’0000270F （0～9999） 
134A 3325 LBA 检测阀值 温度输入：H’00000001～H’00007E90（0.1～3240.0） 

模拟量输入：H’00000001～H’0000270F 
（0.01～99.99） 

134C 3326 LBA 检测幅值 温度输入：H’00000000～H’00007E90（0.0～3240.0） 
模拟量输入：H’00000000～H’0000270F 
（0.00～99.99） 

134E 3327 SOAK 时间单位 H’00000000（0）：分  
H’00000001（1）：小时 

1350 3328 报警 SP 选择 H’00000000（0）：斜坡目标值 
H’00000001（1）：目标值 

高功能 

设定 

1352 3329 远程 SP 有效 H’00000000（0）：OFF 
H’00000001（1）：ON 

 

1354 332A RSP 输入异常输出 H’00000000（0）：OFF 
H’00000001（1）：ON 

 

1356 332B 手动操作量极限有效 H’00000000（0）：OFF 
H’00000001（1）：ON 

1358 332C 位置比例操作量直接设定 H’00000000（0）：OFF 
H’00000001（1）：ON 

135A 332D PV 变化率运算周期 H’00000001～H’000003E7（1～999） 
135C 332E 冷却系数自动调整 H’00000000（0）：OFF 

H’00000001（1）：ON 
135E 332F 加热器过电流使用 H’00000000（0）：OFF 

H’00000001（1）：ON 
1360 3330 加热器过电流闭锁 H’00000000（0）：OFF 

H’00000001（1）：ON 
1362 3331 加热器过电流滞后 H’00000001～H’000001F4（0.1～50.0） 
1364 3332 控制输出 1ON/OFF 计数报警

设定值 
H’00000000～H’0000270F（0～9999） 

1366 3333 控制输出 2ON/OFF 计数报警

设定值 
H’00000000～H’0000270F（0～9999） 

 

※1  仅 ON/OFF 控制时可进行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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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 

4 字节 2 字节 
参数名称 设定（监控）值 菜单名称

1400 3400 Bank0 目标值 目标值极限下限值～目标值极限上限值 
1402 3401 Bank0 PID 组编号 H’00000000～H’00000008 （0～8） （0：自动选择） 
1404 3402 Bank0 SP 倾斜设定值  H’00000000（0）：OFF 

H’00000001～H’00007E90 （1～32400） 
1406 3403 Bank0 报警值 1  H’FFFFB1E1～H’00007E90 （-19999～32400） 
1408 3404 Bank0 报警上限值 1  H’FFFFB1E1～H’00007E90 （-19999～32400） 
140A 3405 Bank0 报警下限值 1  H’FFFFB1E1～H’00007E90 （-19999～32400）   
140C 3406 Bank0 报警值 2  H’FFFFB1E1～H’00007E90 （-19999～32400）  
140E 3407 Bank0 报警上限值 2  H’FFFFB1E1～H’00007E90 （-19999～32400）  
1410 3408 Bank0 报警下限值 2  H’FFFFB1E1～H’00007E90 （-19999～32400） 
1412 3409 Bank0 报警值 3  H’FFFFB1E1～H’00007E90 （-19999～32400）  
1414 340A Bank0 报警上限值 3  H’FFFFB1E1～H’00007E90 （-19999～32400）  
1416 340B Bank0 报警下限值 3  H’FFFFB1E1～H’00007E90 （-19999～32400） 
141A 340D Bank0 SOAK 时间  H’00000001～H’0000270F （1～9999） 
141C 340E Bank0 等候带  H’00000000（0）：OFF 

温度输入：H’00000001～H’00007E90（0.1～3240.0） 
模拟量输入：H’00000001～H’0000270F（0.01～99.99） 

1420 3410 Bank1 目标值  目标值极限下限值～目标值极限上限值 
  ～  

143C 341E Bank1 等候带  H’00000000（0）：OFF 
温度输入：H’00000001～H’00007E90 （0.1～3240.0） 
模拟量输入：H’00000001～H’0000270F （0.01～99.99） 

1440 3420 Bank2 目标值  目标值极限下限值～目标值极限上限值 
  ～  

145C 342E Bank2 等候带  H’00000000（0）：OFF 
温度输入：H’00000001～H’00007E90 （0.1～3240.0） 
模拟量输入：H’00000001～H’0000270F （0.01～99.99） 

1460 3430 Bank3 目标值  目标值极限下限值～目标值极限上限值 
  ～  

147C 343E Bank3 等候带  H’00000000（0）：OFF 
温度输入：H’00000001～H’00007E90 （0.1～3240.0） 
模拟量输入：H’00000001～H’0000270F （0.01～99.99） 

1480 3440 Bank4 目标值  目标值极限下限值～目标值极限上限值 
  ～  

149C 344E Bank4 等候带  H’00000000（0）：OFF 
温度输入：H’00000001～H’00007E90 （0.1～3240.0） 
模拟量输入：H’00000001～H’0000270F （0.01～99.99） 

14A0 3450 Bank5 目标值  目标值极限下限值～目标值极限上限值 
  ～  

14BC 345E Bank5 等候带  H’00000000（0）：OFF 
温度输入：H’00000001～H’00007E90 （0.1～3240.0） 
模拟量输入：H’00000001～H’0000270F （0.01～99.99） 

14C0 3460 Bank6 目标值  目标值极限下限值～目标值极限上限值 
  ～  

14DC 346E Bank6 等候带  H’00000000（0）：OFF 
温度输入：H’00000001～H’00007E90 （0.1～3240.0） 
模拟量输入：H’00000001～H’0000270F （0.01～99.99） 

14E0 3470 Bank7 目标值  目标值极限下限值～目标值极限上限值 
  ～  

14FC 347E Bank7 等候带  H’00000000（0）：OFF 
温度输入：H’00000001～H’00007E90 （0.1～3240.0） 
模拟量输入：H’00000001～H’0000270F （0.01～99.99） 

Bank 
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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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 

4 字节 2 字节 
参数名称 设定（监控）值 菜单名称

1500 3500 PID1 比例带 温度输入：H’00000001～H’00007E90 （0.1～3240.0） 
模拟量输入：H’00000001～H’0000270F （0.1～999.9） 

1502 3501 PID1 积分时间 标准、加热冷却、位置比例（闭合）： 
H’00000000～H’00007E90（0.0～3240.0） 
位置比例（浮动）： 
H’00000001～H’00007E90（0.1～3240.0） 

1504 3502 PID1 微分时间 H’00000000～H’00007E90 （0.0～3240.0） 
1506 3503 PID1 操作量极限 

上限值 
标准：操作量极限下限值＋0.1～H’0000041A 
（操作量极限下限值＋0.1～105.0） 
加热冷却：H’00000000～H’0000041A（0.0～105.0） 
位置比例（闭合）：操作量极限下限值＋0.1～H’0000041A 
（操作量极限下限值＋0.1～105.0） 

1508 3504 PID1 操作量极限 
下限值 

标准：H’FFFFFFCE～操作量极限上限值－0.1 
（-5.0～操作量极限上限值－0.1） 
加热冷却：H’FFFFFBE6～H’00000000（-105.0～0.0） 
位置比例（闭合）：H’FFFFFFCE～操作量极限上限值－0.1 
（-5.0～操作量极限上限值－0.1） 

150A 3505 PID1 自动选择范围 
上限值 

温度输入：H’FFFFB1E1～H’00007E90 （-19999～32400） 
模拟量输入：H’FFFFFFCE～H’0000041A （-5.0～105.0） 

150C 3506 PID1 冷却系数 H’00000001～H’0000270F （0.01～99.99） 
150E 3507 PID1 LBA 检测时间 H’00000000～H’0000270F （0～9999） 
1520 3510 PID2 比例带 温度输入：H’00000001～H’00007E90 （0.1～3240.0） 

模拟量输入：H’00000001～H’0000270F （0.1～999.9） 
  ～  
152E 3517 PID2 LBA 检测时间 H’00000000～H’0000270F （0～9999） 
1540 3520 PID3 比例带 温度输入：H’00000001～H’00007E90 （0.1～3240.0） 

模拟量输入：H’00000001～H’0000270F （0.1～999.9） 
  ～  
154E 3527 PID3 LBA 检测时间 H’00000000～H’0000270F （0～9999） 
1560 3530 PID4 比例带 温度输入：H’00000001～H’00007E90 （0.1～3240.0） 

模拟量输入：H’00000001～H’0000270F （0.1～999.9） 
  ～  
156E 3537 PID4 LBA 检测时间 H’00000000～H’0000270F （0～9999） 
1580 3540 PID5 比例带 温度输入：H’00000001～H’00007E90 （0.1～3240.0） 

模拟量输入：H’00000001～H’0000270F （0.1～999.9） 
  ～  
158E 3547 PID5LBA 检测时间 H’00000000～H’0000270F （0～9999） 
15A0 3550 PID6 比例带 温度输入：H’00000001～H’00007E90 （0.1～3240.0） 

模拟量输入：H’00000001～H’0000270F （0.1～999.9） 
  ～  
15AE 3557 PID6 LBA 检测时间 H’00000000～H’0000270F （0～9999） 
15C0 3560 PID7 比例带 温度输入：H’00000001～H’00007E90 （0.1～3240.0） 

模拟量输入：H’00000001～H’0000270F （0.1～999.9） 
  ～  
15CE 3567 PID7 LBA 检测时间 H’00000000～H’0000270F （0～9999） 
15E0 3570 PID8 比例带 温度输入：H’00000001～H’00007E90 （0.1～3240.0） 

模拟量输入：H’00000001～H’0000270F （0.1～999.9） 
  ～  
15EE 3577 PID8 LBA 检测时间 H’00000000～H’0000270F （0～9999） 

PID 设定 

  



6. 2 状态 

6-15 

M
odbus 

通
信
参
数 

6. 2 状态 
 

 
状态参数为如下所示。 

● 状态 

 

 

0 位的位置 

输入异常输出 HB 异常 

123 4 5 6 7 8 910 11 12 13 14 15 16 

加热器电流值溢出（CT1） 
加热器电流值保持（CT1） 
AD 转换器异常 

）HS（SSR 故障）报警（CT1） 

超出显示范围 

输入异常 

控制输出（加热）/开启输出

控制输出（冷却）/闭合输出

HB（加热器断线）报警（CT1） 
HB（加热器断线）报警（CT2） 
报警 1
报警 2
报警 3

程序结束输出 

RSP 输入异常 

电位计输入异常 

  

16 位的位置 

操作状态 事件输入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15 

事件输入 1 
事件输入 2 

写入模式 

非易失性存储器 

运行/停止

通信写入 

自动/手动

加热器电流值溢出（CT2）

0 

设定区域 

AT 执行/取消

加热器电流值保持（CT2）

程序启动 

HB 异常 

事件输入 3 
事件输入 4 

HS（SSR 故障）报警（CT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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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状态 2 

 

 

 

0 位的位置

空 输出 空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OC（加热器过电流）报警（CT1） 
OC（加热器过电流）报警（CT2） 
控制输出 1ON/OFF 计数报警

0 0 0 0 

内部辅助继电器 1 
内部辅助继电器 2 
内部辅助继电器 3 
内部辅助继电器 4 
内部辅助继电器 5 
内部辅助继电器 6 
内部辅助继电器 7 
内部辅助继电器 8 

控制输出 2ON/OFF 计数报警 

输出

16 位的位置

输出

0

空

0 

17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15 

正/反操作反转

0 0 00 0 0 00 00 0 

空

SP 斜坡 

SP 模式 

空 

SP 模式 

18 



6. 2 状态 

6-17 

M
odbus 

通
信
参
数 

 

● 状态 

位的内容 位的 
位置 

状态 
0 1 

0 加热器电流值溢出（CT1） 未发生 发生 

1 加热器电流值保持（CT1） 
※1 更新 保持 

2 AD 转换器异常 未发生 发生 
3 HS（SSR 故障）报警（CT1） OFF ON 
4 RSP 输入异常 未发生 发生 
5 超出显示范围 未发生 发生 
6 输入异常 未发生 发生 
7 电位计输入异常 未发生 发生 

8 控制输出（加热）/ 
开启输出 OFF ON 

9 控制输出（冷却）/ 
闭合输出 OFF ON 

10 HB（加热器断线）报警（CT1） OFF ON 
11 HB（加热器断线）报警（CT2） OFF ON 
12 报警 1 OFF ON 
13 报警 2 OFF ON 
14 报警 3 OFF ON 

状
态
（
下
位
） 

15 程序结束输出 OFF ON 
16 事件输入 1 OFF ON 
17 事件输入 2 OFF ON 
18 事件输入 3 OFF ON 
19 事件输入 4 OFF ON 
20 写入模式 备份模式 RAM 写入模式 
21 非易失性存储器 RAM＝非易失性存储器 RAM≠非易失性存储器

22 设定区域 设定区域 0 设定区域 1 
23 AT 执行/取消 AT 取消中 AT 执行中 
24 运行/停止 运行 停止 
25 通信写入 OFF（禁止） ON（允许） 
26 自动/手动 自动模式 手动模式 
27 程序启动 复位 启动 
28 加热器电流值溢出（CT2） 未发生 发生 

29 加热器电流值保持（CT2） 
※1 更新 保持 

30 空 OFF ― 

状
态
（
上
位
） 

31 HS（SSR 故障）报警（CT2） OFF ON 
※1 控制输出的打开时间不足 100ms 时设定为 1，加热器电流值监控器中保持上次的值。 
※  「空」位为始终 OFF。 
※  设定区域 1 中进行读取时，如下所示。  

・电流值溢出 ：保持之前的值 
・AD 转换器异常 ：保持之前的值 
・输入异常 ：保持之前的值 
・电位计输入异常 ：保持之前的值 
・HB 输出、HS 输出 ：清除 
・程序结束输出 ：清除 
・电流值保持 ：保持之前的值 
・超出显示范围  ：保持之前的值 
・远程 SP 输入异常 ：保持之前的值 
・加热输出、冷却输出、开启输出、闭合输出 ：清除 
・报警输出 ：清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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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状态 2 

位的内容 位的 
位置 

状态 
0 1 

0 内部辅助继电器 1 OFF ON 
1 内部辅助继电器 2 OFF ON 
2 内部辅助继电器 3 OFF ON 
3 内部辅助继电器 4 OFF ON 
4 内部辅助继电器 5 OFF ON 
5 内部辅助继电器 6 OFF ON 
6 内部辅助继电器 7 OFF ON 
7 内部辅助继电器 8 OFF ON 
8 空 OFF ― 
9 空 OFF ― 
10 OC（加热器过电流）报警（CT1） OFF ON 
11 OC（加热器过电流）报警（CT2） OFF ON 
12 控制输出 1ON/OFF 计数报警输出 OFF ON 
13 控制输出 2ON/OFF 计数报警输出 OFF ON 
14 空 OFF ― 

状
态
（
下
位
） 

15 空 OFF ― 
16 空 OFF ― 
17 空 OFF ― 
18 空 OFF ― 
19 空 OFF ― 
20 正/反操作反转 不反转 反转 
21 SP 斜坡 OFF 斜坡操作中 
22 空 OFF ― 
23 空 OFF ― 
24 空 OFF ― 
25 空 OFF ― 
26 空 OFF ― 
27 SP 模式 本地 SP 模式 远程 SP 模式 
28 空 OFF ― 
29 空 OFF ― 
30 空 OFF ― 

状
态
（
上
位
） 

31 空 OFF ― 
 

  ※ 「空」位为始终为 OFF。 
  ※ 设定区域 1 中进行读取时，将如下所示。 
·OC 输出 ：清除 
·控制输出 1ON/OFF 计数报警 ：清除 
·控制输出 2ON/OFF 计数报警 ：清除 
·内部辅助继电器 1～8 ：清除 
·SP 斜坡 ：保持之前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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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检修 
 

进行故障检修前 

 

数字调节器无法进行正常操作时，请在进行修理前对下述相关项目进行检查。 

检查之后仍然无法进行正常操作时，请与本公司的维修人员进行联系。 

 
【现象】 出现无法通信/通信错误 

内容 确认事项 参照页

通信布线错误。 正确进行布线。 
1-4～ 
1-7 

通信布线移位。 固定连接，使用螺栓紧固。 － 
通信电缆断线。 更换电缆。 － 

通信电缆过长。 
RS-485/RS422 的合计最大长度为 500m，RS-232C 为 15m。 
使用延长线延长 RS-232C 时，请使用本公司生产的光电接口

(Z3R)。 

1-4～ 
1-7 

使用不匹配的通信电缆。 
通信电缆中，请使用带屏蔽的双绞线 AWG24 (横截面积

0.205mm2)～AWG14(横截面积 2.081mm2)。 
1-4～ 
1-7 

同一传送线路上连接了超出规定数量

的通信设备。 (仅 RS-485/RS-422) 
RS-485/RS-422 下进行 1：N 连接时，包括上位设备在内最多

可连接 32 台。 
1-4 
1-7 

传送线路的两端中未指定终端。 
(RS-485/RS-422) 

设定·安装终端电阻。此时， 
RS-485 的情况下，E5CN/AN/EN-H 侧的终端中使用

120Ω(1/2W)的终端电阻，且上位设备侧的终端电阻与合成电

阻要为 54Ω以上。 
RS-422 的情况下，AN/EN-H 侧的终端中使用 240Ω(1/2W)的
终端电阻，且上位设备侧的终端电阻与合成电阻要为 100Ω以

上。 

1-4 
1-7 

本设备中未接通电源电压。 施加规定的电源电压。 － 
通信转换器(K3SC 等)中未接通电源电

压。 
施加电源电压。 － 

本设备、上位设备及同一传送线路上其

他设备的传送速度、通信方式为不一

致。 
统一通信速度、协议、数据长度、停止位、校验。 1-3 

本设备的单元号与通过指令帧指定的

单元编号不一致。 
使单元编号一致。 

2-2 
4-2 
5-2 

本设备与同一传送线路上的其他设备

的单元编号重复。 (RS-485/RS-422) 
使单元编号不为重复。 

1-4 
1-7 

上位设备的程序中有错误。 
线缆监控器对指令进行确认。 
通过采样程序对操作进行确认。 

－ 

从本设备接收响应前，上位设备已判断

为无响应的异常检测。 
缩短本设备的传送等待时间设定。 
增加上位设备的响应等待时间。 

1-8 

发送广播通信后，上位设备将无响应视

为异常检测。(Sysway 除外)。 
进行广播通信时，无来自本机的响应。 

2-2 
2-18 
5-2 
5-14 

从本设备接收响应前，上位设备已发送

其下一指令。 
指令传送后必须读取响应。（广播通信时除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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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 确认事项 参照页 

从本设备接受响应后到上位设备再次

发送指令时的时间间隔较短。 
接收响应后，间隔 2ms 以上的时间后再发送指令。 1-3 

接通本设备的电源时或切断电源时，传

送线路为不稳定，此时上位设备将其作

为数据进行读入。 

初次发送指令前及切断本机电源后，请将上位设备的接收缓

冲进行初始化。 
－ 

受环境的干扰影响发生通信数据异常。 

推迟通信速度后再次进行运行。 
将干扰发生源远离通信电缆进行设置。 
通信电缆更换为带屏蔽的双绞线。 
尽可能的缩短通信电缆，避免容易引起冗长状况发生的电缆

设置。 
由于可能有干扰发生，请避免将通信电缆与电源电缆捆绑布

线。 
难以避免干扰发生时，请参考使用光电接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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