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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项：

1.仪表应避免阳光直射、雨淋、潮湿、粉尘、碰撞和剧烈震动。

2.仪表应该安装在环境温度、湿度无剧烈变化，无强电磁场干扰的工作室内。壁挂

式的现场安装型也宜安装在距皮带秤不远，但配置有合适的操作室内。工作室或操作室

应有可靠的接地点，仪表外壳与金属导管应一点接地。

3.仪表距皮带秤布线距离应小于 1000 米。

4.电源和信号电缆应严格按照仪表端子定义和信号极性连接，接点正确牢固。

5.称重传感器和速度传感器的连接电缆应严格按照所选传感器型号规格配置相应

的屏蔽电缆，线径不小于 0.5mm。

6.信号电缆与电源及动力电缆应分开布线，不要相互捆扎或穿插在同一电缆导管

内。

7.仪表电源应先通过专门配置的断路器，再连接至仪表电源端。

8.壁挂式结构的仪表端子连线和导管，应从机箱底部进出，机箱底部已留有导管进

线开孔。

9.为保证接线安全，仪表连线前确保电源断开，也严禁使用“兆欧表”检查线路。

警告：在未阅读完本章节之前，不要进行安装，运行和操作。

1.在未完全理解手册之前，不要连接仪表电源。

2.严格遵守本手册中的警告和操作程序，避免人员伤害和设备损坏。



公司介绍

我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称重仪表及相关控制系统研发及生产

的高新技术企业，所生产的称重配料控制仪表可与国际领军品牌媲

美，并已成功远销亚、澳、非等国外市场。

称重显示控制仪表、配料控制仪表、定量包装秤仪表、皮带秤

控制仪表，混凝土水泥搅拌站配料控制系统系列产品，广泛应用在

工矿企业的配料秤、定量包装秤、电子皮带秤等自动化称重检测产品中。

致力于为客户提供全方位的高品质工业称重控制仪表，提供数字化、自动化、智能

化、网络化、系统化的解决方案，是我公司服务宗旨。打造一流的企业品质，成为客户

信赖，社会尊重，最具价值的专业化企业，是我公司的前景目标。

主要产品

称重控制器系列：称重控制仪表、定量包装控制器、皮带秤控制仪表、信号传送器。

称重传感器系列：悬臂梁、双剪梁、板环式、单剪梁、轮辐式、S 型梁、摇柱式系列。

配料控制系统类：配料控制柜 、称重配料系统、大型配料控制系统。

[生产计量衡器资质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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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述

1.1 简介

本仪表是连续累计自动衡器（如皮带秤、螺旋秤）的称量显示控制仪表。主要适用

于以计量为主的场合。在称量过程中，也可实时对给料流量或给料批量实施控制。

1.2 适用范围

本产品适用的连续累计自动衡器举例如下：

1、带计量功能的带式输送机（皮带秤），

2、连续输送喂料皮带计量秤（叶轮给料、料斗拖料、圆盘给料），

3、带可控给料机的皮带秤

1.3 功能特点

1. 仪表具有数字开关量与模拟量接口，方便与上位机连接，组成 DCS 系统，实现远程

控制操作。

2. 仪表配备有 RS485/RS232 等通讯接口，采用 Modbus 通讯协议，方便使用现场总线

技术，组成 DCS 系统，实现系统的数字化。

3. 仪表有液晶 LCD与 VFD两种显示屏,分为嵌入式及壁挂式箱体结构,以适应不同的安

装环境。

4. 仪表有自动校正零点、皮带自重、皮带速度和累计称量功能。

5. 采用全数字与参数输入设置方式，操作提示，简单明了。

6. 系统具有智能化 PID 调节和实物或模拟称量校准功能。

7. 具有故障提示，故障信号权重选择及报警停机功能。

8. 具有信号采集、误差校正、状态判断、运行显示等多种功能。

9. 掉电时能自动保存各种过程数据，重新上电后，保持在原来的过程参数上运行。

1.4 面板显示

1

3

JY500B3 称 重 显 示 器

远程

自动

报警

批处理

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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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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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
手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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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显示窗口：

(2)指示灯：

远程：亮为远程控制。

自动：亮为自动控制。

报警：闪烁为有故障事件。

批处理：亮为进入批量运行。

运行：亮为已启动称量运行。

(3)按键 ：

1． - 进入称量运行状态。

2． - 进入主菜单。

3． - 卷动菜单选项。

4. ~ - 输入数据参数。

5． - 执行该键上方屏面提示的功能选项。

6． - 输入小数点。

7. - 清除错误输入。

8. - 远程、本地操作转换。

9. - 自动、手动操作转换。

10. - 进入运行状态，当没有外部停机信号输入时，按此键仪表进

入运行状态。

11. - 进入停止状态。

主显示

菜 单

0 9

·

C

菜 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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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技术规格

电源范围 220V ± 15%，50Hz/60Hz

消耗功率 <30W

工作温度 -10~50℃

湿度范围 ≤95%RH

外形尺寸 挂壁式：315 mm（宽）x380 mm（高）x 148 mm（深）

嵌入式：280 mm（宽）x140 mm（高）x 340 mm（深）

防护等级 IP54

重量 <4.0 kg

线性度 0.01FS

计量精度 0.1%

累计量范围 0-99999900 t

瞬时流量范围 0.0020-99999.9 t/h

计量单位 0.001kg、0.01kg、0.1kg、1kg、0.01t、0.1t、1t…可选

速度传感器电源 DC 24V，50mA

速度输入频率 ≤3000Hz

称重信号输入范围 ≤25mV

称重传感器灵敏度 ≤3 mV/V

传感器激励电压 DC 10V, 200mA,可并联 1-4 个称重传感器

速度传感器类型 光电式/电磁式/霍尔传感器/接近开关

称重传感器类型 电阻应变式

显示窗口 240*128 LCD 液晶显示屏

模拟量输入 4-20mA，流量设定信号

模拟量输出 4-20mA, 2 个输出口

流量信号：瞬时流量信号

控制信号：给料速率控制信号

开关量输入 无源触点，DC 24V. 共 3 路

可编程设置,见主菜单 4的输入设定

开关量输出 触点容量，AC 220V, 5A.共 3 路

可编程设置,见主菜单 4的输出设定

累计量脉冲输出 按照选定的计量单位输出脉冲

频率：<10Hz, 宽度：50-1000ms

通讯接口

(RS232/RS485)

RS 232：距离 1.5m

RS 485：距离 1000m

通讯格式可选，波特率为

4800/9600/19200/38400

缺省值：9600

MODBUS：现场总线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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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安装与接线

2.1 安装尺寸

Ø13mm

2.2 接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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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座名称

  X1 - 仪表电源 220V AC

  X2 - 可编程输出端口，三组

  X3 - 可编程输入端口，三组

  X4 - 速度传感器连接端口

  X5 - 称重传感器连接端口

  X6 - 通讯端口

  X7 - 模拟电流输入/输出端口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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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端子定义表

序号 标注 定义 序号 标注 定义

1 电源+ 传感器激励电源正 24,25 输出 1 信号输出端子 1

2 电源- 传感器激励电源负 26 屏蔽 220V 电源地线

3 信号+ 传感器信号正 27 N 220V 电源零线

4 信号- 传感器信号负 28 L 220V 电源火线

5 反馈+ 传感器电源反馈正 30 RXD RS232 接收端

6 反馈- 传感器电源反馈负 31 TXD RS232 发射端

7 屏蔽 32 GND RS232 通讯地

8 屏蔽 33 A RS485A

9 PNP 型 PNP 型速度传感器信号 34 B RS485B

10 NPN 型 NPN 型速度传感器信号 35 远程电流+ 外给定流量电流输入+

11 24V 电压+ 24V 电源输出端+ 36 远程电流- 外给定流量电流输入-

12,13 24V 电压- 24V 电源输出端- 38 模拟电流+ 流量/载荷/速度电流+

14,51 输入 1 信号输入端子 1 39 模拟电流- 流量/载荷/速度电流-

16,71 输入 2 信号输入端子 2 41 控制电流+ 流量控制电流+

18,19 输入 3 信号输入端子 3 42 控制电流- 流量控制电流-

20,21 输出 3 信号输出端子 3

22,23 输出 2 信号输出端子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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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初始化后，若未建立周期脉冲，流 0，不累

三、操作方法

3.1 运行显示

3.1.1 在仪表通电后，显示称量运行界面。

第一行显示主累计量。

第二行显示瞬时流量。

第三排显示可选择速度、时间或者置空(其操作在主菜单 2中“显示”项中完成，

见 4.2.5 节)。

3.1.2 在称量运行界面，按 键则显示班累计值，

按“打印”软键，打印机会打印出当前的班产量和流量数据。

按“清零”软键仪表提示：

按“是”软键，仪表清除当前班累计数据返回班累计，按“否”软键直接返回班

累计显示。

3.1.3 在称量运行界面，按 键，当控制方式为自动时，进入如下显示界面；

第一排为实际流量，第二排为设定流量，第三排显示实际流量和设定流量的偏差

标尺。

当控制方式为手动时，进入如下界面。流量设置以%比方式输入，100%对应最大秤

流量。

XXXX．XX t
XXX．X t/h

班 XXXXX t
XXXXX t/h

打印 清零

班累计清零吗？

是 否

XXXX t/h
XXXX t/h 设定

■■><

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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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数字键、小数点键可进行流量给定设置的操作。

3.1.4 报警处理

当有报警事件时，右边软键提示报警，同时报警 LED 灯闪烁，

按“报警”软键屏幕显示：

报警不停闪烁表示有报警未被识别，按“复位”软键可取消报警信息。若故障未

排除，仪表识别后又会产生报警显示。

按“继续”软键，仪表提示其它仍存在的报警事件信息。

注意：只有当产生报警的故障排除时，报警灯才熄灭。

3.2 批处理显示

在主菜单 6选择了“批处理”，在称量运行界面，按 或 键，进入如下

显示界面：

批次:正在配料的批数，批量:设置的每一批配料量，已配：已经完成的配料量。

批配料时出现意外停电，重新上电后配料信息不会丢失；配料运行中按

键也不会清除当前批次的配料信息。

如果想结束当前的批次，只需在批处理设置中改变批次就会重新开始新的一批配

料。当一批配料完成时，仪表会输出停机信号，因此，当使用此功能时一定要配合选

用仪表的输出端子（将其中的一个输出端设为停机或开机信号）。一批配完后要进行下

一批时按 键即可。

批次： 1
批量： 500
已配： 0
打印

报警

XXXXXX

复位 继续

XXXXXXX t
00．0 t/h

报警

XXXX t/h
XX%
XXXX

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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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系统菜单

4.1 菜单显示

仪表选用交互式中文菜单提示操作者进行参数设定、校准和测试等各项操作。仪

表在任何状态均可按 键循环显示主菜单 1-6，按对应的软键选择需要的子菜单，

并通过 或 键进一步选择操作项目。

详见 4.2

详见 4.3

-- 主菜单 1 --
按[菜单]继续

零点 间隔 实物

校准 校准 校准

-- 主菜单 2 --
按[菜单]键继续

秤 校准

显示 数据 数据

-- 主菜单 3 --
按[菜单]键继续

诊断

-- 主菜单 4 --
按[菜单]键继续

输入 输出 报警

设定 设定 设定

-- 主菜单 5 --
按[菜单]键继续

波

特率 地址 通讯

-- 主菜单 6 --
按[菜单]键继续

批 班

处理 信息 控制

菜 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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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主菜单 1

主菜单 1包括零点校准和间隔校准，按 键显示主菜单 1，

按“零点校准”软键，屏幕显示

4.2.1 读取当前零点和手动设置零点

按“手动”软键，屏幕显示：

最大值：50000

最小值：0

默认： 10000

第二行显示当前流量，第三行显示当前零点 AD 码值。

使用数字键设置新的零点值。

4.2.2 读取间隔及手动校准间隔

在主菜单 1选择“间隔校准”软键，屏幕显示：

按“手动”软键，屏幕显示：

最大值：10000000

最小值：100

默认值：100000

第二行显示当前流量，第三行显示当前间隔值。使用数字键设置新的间隔值。

-- 自动零点校准 --
空转皮带

再按开始键

退出 开始 手动

-- 手动调零点 --
XXXX t/h

零点： XXXXX
退出 确认

-- 间隔校准 --
启动皮带

再按开始键

退出 开始 手动

-- 手动调间隔 --
XXXXX t/h
XXXXX

确认 退出

-- 主菜单 1 --
按[菜单]继续

零点 间隔 实物

校准 校准 校准

菜 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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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实物校准

实物校准是使用实际物料来校准皮带秤，物料在通过皮带秤前或后，必须对校准物

料准确称重，获得物料实际值。

在主菜单 1中按“实物校准”软键，屏幕显示：

启动皮带，等带速稳定后按“开始”软键，

让校准物料通过皮带秤承载器，此时仪表开始称量累计，按“继续”软键。仪表提

示：第一行显示实时累计的重量，第二行显示当前物料的流量：

执行实物校准时，累计和流量的分辨率比正常时高 10 倍。等校准物料完全通过皮

带秤时，按“完成”软键（若按“中止”软键则退出实物校准过程），第一行显示对校

准物料的称量结果值。

用数字键输入通过皮带秤的物料重量实际值后，按“确认”软键，仪表显示：

按“改变”软键，仪表自动计算并输入新的间隔值，仪表显示：

XXXX．X t
输入参考重量

XXX．X t
中止 确认

间隔校准 完成

误差 XXX.X %
改变间隔？

退出 改变

实物校准

皮带空转再按开始

键

退出 开始

在秤上输送一定量

的物料

继续

XXXX．XX t
XXX．XX t/h
按完成键结束

中止 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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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运行”软键，仪表进入称量运行状态。

如仪表显示新间隔小于 10000，应重新选择累计单位，确保仪表的称量准确度。如

仍不能保证间隔大于 10000。请检查输入参数是否正确，必要时向我公司工程师咨询。

4.3 主菜单 2

按 键至显示主菜单 2，主菜单 2包括系统主要参数配置菜单，

4.3.1 显示

按“显示”软键，屏幕显示：

4.3.2 选择累计单位

按 键进入显示卷动 1，屏幕显示：

默认单位: t (吨)

选择单位: t, Kg

注：当累计单位选择好后，流量单位也就定了下来，如累计单位为 t,则流量单位

为 t/h,累计单位为 kg,则流量单位为 kg/h。

-- 卷动开始 --
按[卷动]键选择

-- 主菜单 2 --
按[菜单]键继续

秤 校准

显示 数据 数据

-- 显示卷动 1 --
累计单位

> t <
选择 确认

间隔 已改变

新间隔 XXXXX
旧间隔 XXXXX
菜单 主显

菜 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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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3 零点死区

按 键进入显示卷动 2，屏幕显示：

最大值：5.0

最小值：0.0

默认值：0.0

流量小于零点死区乘最大秤流量时，流量被跟踪置零。

注意：在进行间隔校准或实物校准时，要将其设为零。

4.3.4 设定显示流量缓冲时间

按 键进入显示卷动 3，屏幕显示:

最大值：200 秒

最小值： 0秒

默认值： 3秒

称量运行界面显示的流量可以通过设置流量衰减时间过滤流量跳动，稳定流量显

示。

4.3.5 设定主显示第三行内容

无

皮带速度

时间

4.3.6 秤数据

按 键返回主菜单 2，按“秤数据”软键，屏幕显示：

-- 显示卷动 3 –
流量衰减时间

3 秒

确认

-- 卷动开始 --
按[卷动]键选择

-- 显示卷动 2 --
零点死区范围

0.0%
确认

菜 单

-- 显示卷动 4 –
第三排显示

> 无 <
选择 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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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7 设置最大秤流量

按 键进入秤数据卷动 1，屏幕显示：

默认: 1500.0

最小值:0.1

最大值:100000.0

使用数字键设置最大秤流量,按“确认”软键，完成设置。

4.3.8 选择秤分度

按 键进入秤数据卷动 2，屏幕显示：

默认: 0.1

选择：1 0.1 0.01 0.001

按“选择”软键选择合适的分度值，按“确认”软键，完成设置。

4.3.9 自动零点跟踪

按 键进入秤数据卷动 3，屏幕显示：

最大值：5%

最小值：0%

默认值: 0%

零点跟踪范围为当前零点的百分比值，当当前的 AD 采样值与零点的差,在设定的自

动零点跟踪范围内时，仪表将自动进行零点跟踪重新计算零点。

使用数字键输入零点跟踪范围，按“确认”软键完成设置。

4.3.10 远程累计输出分度值

按 键进入秤数据卷动 4，屏幕显示：

最大值：10000

最小值：0.01

默认值：1

-- 秤数据卷动 3--

自动零点跟踪范围

0.0 %

确认

-- 秤数据卷动 2 --
秤分度

> 0.1 <
选择 确认

-- 秤数据卷动 4 --
累计输出

1．00
确认

--秤数据卷动 1 --
最大秤流量:

100.0 吨/小时

确认

菜 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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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程累计脉冲分度值应根据仪表运行时最大秤流量来适当设定，仪表在已设定的累

计输出端口上按累计输出的分度值为单位产生计数脉冲。

4.3.11 远程累计脉冲宽度

按 键进入秤数据卷动 5，屏幕显示：

最大值：50000

最小值：10

默认值：100

累计脉冲宽度,应保证计数脉冲的输出频率≤10Hz。

4.3.12 定义速度信号形式

按 键进入秤数据卷动 6，屏幕显示：

默认： 外部

选择： 外部，模拟

当系统未连接速度传感器，应选择“模拟”速度信号功能，并将仪表的速度信号输

入与公共端口短接，仪表内部将产生频率为 40Hz 的模拟速度信号参与计数。该方法也

可用于皮带速度不变的场合。

4.4 主菜单 3

主菜单 3包含系统测试和诊断功能，按 键至屏幕显示：

4.4.1 诊断

按“诊断”软键，进入卷动开始，屏幕显示：

-- 主菜单 3 --
按[菜单]键继续

诊断

-- 秤数据卷动 6 --
速度输入

> 外部 <
选择 确认

-- 卷动开始 --
按[卷动]键选择

-- 秤数据卷动 5 --
累计脉冲宽度

100 ms
确认

菜 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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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2 诊断 1(AD)

按 键进入诊断卷动 1，屏幕显示：

第二行显示重量信号经 AD 转换器的原始数据，当有“外部”速度信号输入，第三

排显示速度测量时每分钟脉冲数及分频数。

4.4.3 诊断 2 系统时间

按 键进入诊断卷动 2，屏幕显示：

在此菜单中可对系统时间进行设定。时、分、秒各占两位，小时为 0~23。

4.4.4 诊断 3 系统日期

按 键进入诊断卷动 3，屏幕显示：

在此菜单中可对系统日期进行设定，年、月、日各占两位。

4.4.5 诊断 4 安全设置

按 键,进入诊断卷动 4，屏幕显示：

-- 诊断卷动 1 --
XXXXX A/D

--诊断卷动 2--
系统时间

时间：XX：XX：XX：
确认

-- 诊断卷动 3--
系统日期

日期：XX：XX：XX：
确认

--诊断卷动 4--
安全设置

键盘 数据 修改

锁 锁 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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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菜单中可对键盘、数据进行锁定，当键盘锁处于关状态时，键盘的操作关闭，

按键操作时，仪表会出现下面的提示菜单，

密码为 1－8位自然数，如果密码连续十次输入错误，仪表会禁止对键盘进行操作。

需重新上电，方可恢复。

（1）若按“键盘锁”软键，则显示如下菜单，

其中按“转换”软键是开或关状态的切换，按数字键输入密码后，按“确认”软键

完成键盘锁密码设置。

（2）数据锁的操作与键盘锁的操作相同。

（3）按“修改密码”软键可对键盘、数据密码进行修改（出厂时密码为 88888888），

屏幕显示：

选择“键盘密码”或“数据密码”进行修改。

4.5 主菜单 4

主菜单 4用于定义数字输入，数字输出和报警功能，按 键至屏幕显示：

4.5.1 输入设定

按“输入设定”软键，进入数字输入设定，屏幕显示：

-- 主菜单 4 --
按[菜单]键继续

输入 输出 报警

设定 设定 设定

-- 数字输入设定 --

端口 端口 端口

一 二 三

请输入开键盘密码

――――――

确认

-- 键盘状态 --
> 开<

————

转换 确认 退出

--.修改密码.--

键盘 数据

密码 密码 退出

菜 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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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端口一、二、三对应的软键将进入相应的端口设置菜单，

仪表主板提供 3个可编程输入接口，按“选择”软键选择该端口对应的输入信号，

按“常开 常闭”软键选择该端口的逻辑状态，按“确认”软键完成设置。

输入信息有：

无、外报警 1、外报警 2、外报警 3、累计复位、报警复位、自动调零、开始、停

机，远程，自动。

4.5.2 输出设定

在主菜单 4中按“输出设定”软键，进入数字输出设定，屏幕显示：

按端口一、二、三对应的软键将进入相应的端口设置菜单，

仪表主板提供 3 个可编程输出接口，按“选择”软键选择该端口对应的输出信息，

按“常开 常闭”软键选择该端口的逻辑状态（NC/NO），按确认键完成设置。

输出信息有：

无、累计脉冲、外报警 1、外报警 2、外报警 3、高流量、低流量、控制偏差、停

机、开始。

当输入和输出端同时选择外报警中的相同信息时，输入口的外报警信息会从相对应

输出口输出该报警信息。

警告：

改变数字输出设定可能导致与接口连接的相关设备启停动作，应注意避免不正确操

作引起人身伤害和设备损坏。

4.5.3 报警定义

仪表所有报警可编程设定为三种模式：报警、停机、无。

报警：产生报警信息，提示用户，若设定报警模式，报警输出信息保存到报警复位，若

故障未排除仪表又会产生该报警信息。

-- 数字输出设定 --

端口 端口 端口

一 二 三

-- 数字输入端口 X--
＞XXXX＜ ＞NX＜

常开

选择 确认 常闭

-- 数字输出端口 X --
＞XXXX＜ ＞NX＜

常开

选择 确认 常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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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机：产生报警信息，若设定停机模式,停机输出信息保存至故障排除，尔后仪表需重

新启动。

无 ：选择“无”模式，报警功能被屏蔽。

在主菜单 4中按“报警设定”软键，屏幕显示：

高流量报警、低流量报警和控制偏差报警的报警点和延时时间可编程设置。

4.5.4 高流量设定点

按 键进入报警卷动 1，屏幕显示：

最大值： 100

最小值： 20

默认值： 100

设定值为对应于最大秤流量的百分比值，按数字键输入高流量报警的设定点，按“确

认”软键完成输入。

4.5.5 高流量延时时间

按 键进入报警卷动 2，屏幕显示：

最大值： 50

最小值： 0

默认值： 0

按数字键输入报警输出的延时时间，按“确认”软键完成输入。

4.5.6 低流量报警点

按 键进入报警卷动 3，屏幕显示：

最大值： 80

最小值： 0

默认值： 10

-- 报警卷动 1 --
高流量报警点

100 %
确认

-- 报警卷动 2 --
高流量报警延时

2秒
确认

-- 卷动开始 --
按[卷动]键选择

-- 报警卷动 3 --
低流量设定点

0 %
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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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定值对应于最大秤流量的百分比值，按数字键输入低流量报警的设定点，按“确

认”软键完成输入。

4.5.7 低流量延时时间

按 键进入报警卷动 4，屏幕显示：

最大值：50

最小值：0

默认值：0

按数字键输入报警输出的延时时间，按“确认”软键完成输入。

4.5.8 控制偏差报警点

按 键进入报警卷动 5，屏幕显示 ：

最大值： 100

最小值： 0

默认值： 10

控制偏差定义：实际流量与设定流量的差值，相对于设定流量的百分比。

4.5.9 控制偏差延时时间

按 键进入报警卷动 6，屏幕显示：

最大值： 50

最小值： 0

默认值： 0

按数字键输入报警输出延时时间，按“确认”软键完成输入。

4.5.10 报警定义

按 键进入报警定义，屏幕显示：

-- 报警定义 --
除法错误

>无<
选择 确认 继续

-- 报警卷动 4 --
低流量报警延时

2秒
确认

-- 报警卷动 6 --
控制偏差报警延时

2 秒

确认

-- 报警卷动 5 --
控制偏差设定点

20 %
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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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继续”软键循环显示报警事件，按“选择”软键选择该事件的报警模式（报警，

停机，无），按“确认”软键完成设置。

报警事件列表：除法错误，AD 转换器故障，高流量报警，低流量报警，控制偏差报警，

外部报警 1，外部报警 2，外部报警 3，报警复位

4.6 主菜单 5

仪表可选定 RS-232 或 RS-485 通讯方式，主菜单 5用于设定通讯参数。按 键

至仪表显示主菜单 5

4.6.1 波特率设定

按“波特率”软键，进入波特率设定，仪表显示：

默认值： 9600

选择范围：38400,19200，9600，

4800，

按“选择”软键设定波特率，按“确认”软键完成输入。按“返回”软键返回主菜

单 5

4.6.2 地址设定

按“地址”软键，进入通讯地址设定，仪表显示：

最大值：250

最小值：1

默认值：1

使用数字键为仪表设定通讯地址，按“确认”软键完成。按“返回”软键返回主菜

单 5。

4.6.3 通讯协议设置

仪表配有现场总线技术的通讯方式，按“通讯”软键，进入通讯协议设置，仪表显

示：

-- 主菜单 5 --
按[菜单]键继续

波

特率 地址 通讯

-- 通讯板设定 --
波特率

>9600<
选择 确认 返回

-- 通讯板设定 --
地址

1
确认 返回

菜 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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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modbus、common

默认值：modbus

按“选择”软键选定通讯协议，按“确

认”软键完成设置。

4.6.4 大屏通讯数据设置

范围：累计、流量

默认值：累计

按“选择”软键选定协议，按“确认”

软键完成设置。

选择往大屏通讯发送数据的内容。该参数仅当“通讯设置”设定为“common”时有

效。

4.7 主菜单 6

按 键进入主菜单 6，主菜单 6用于批处理参数、控制参数设置和班次参数的

设置。

4.7.1 批数处理

按“批处理”软键，进入卷动开始，屏幕显示：

按 键进入批处理卷动 1，屏幕显示：

默认：关闭

选择范围：开启，关闭

-- 主菜单 6 --
按[菜单]键继续

批 班

处理 信息 控制

-- 批处理卷动 1 --
批称量

>关闭<
选择 确认

-- 卷动开始 --
按[卷动]键选择

-- 通讯卷动 1--
通讯设置

>modbus <
选择 确认

菜 单

-- 通讯卷动 1--
数据选择

>累计 <
选择 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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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选择”软键选定批重量开启或关闭，按“确认”软键完成设置。

4.7.2 批次

按 键, 进入批处理卷动 2，屏幕显示：

最大值：65535

最小值：1

默认值：1

通过数字键盘输入批次值，按“确认”软键完成输入。

4.7.3 批量

按 键, 进入批处理卷动 3，屏幕显示：

最大值：100000

最小值：0.1

默认值：1500

通过数字键输入批量值，按“确认”软键完成输入。

4.7.4 批提前量

按 键, 进入批处理卷动 4，屏幕显示：

最大值：100000

最小值：0

默认值：0

通过数字键输入批提前量，按“确认”软键完成输入。

4.7.5 批提前量修正系数

按 键, 进入批处理卷动 5，屏幕显示：

最大值：100

最小值：0

默认值：50

通过数字键输入批提前量修正系数，按“确认”软键完成输入。

4.7.6 批量允差

按 键, 进入批处理卷动 6，屏幕显示：

-- 批处理卷动 2 --
批次

1
确认

-- 批处理卷动 3 --
批量

1500.0
确认

-- 批处理卷动 4 --
批提前量

0.00
确认

-- 批处理卷动 5 --
批提前量修正系数

50
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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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值：100000

最小值：0.1

默认值：1500

通过数字键输入批量允差值，按“确认”软键完成输入。

4.7.7 比例系数

按 键回到主菜单 6按“控制”软键，进入 PID 调节参数的设置。

按 键, 进入控制卷动 1，屏幕显示：

最大值：100%

最小值：0%

默认值：20%

通过数字键输入比例系数，按“确认”软键完成输入。

4.7.8 积分时间

按 键, 进入控制卷动 2，屏幕显示：

最大值：80

最小值：0

默认值：0

通过数字键输入积分时间，按“确认”软键完成输入。

4.7.9 微分时间

按 键, 进入控制卷动 3，屏幕显示：

通过数字键输入微分时间，按“确认”软键完成输入。

-- 批处理卷动 6 --
批量允差

1500.0
确认

-- 控制卷动 1 --
比例系数：

20%
确认

-- 卷动开始 --
按[卷动]键选择

-- 控制卷动 2 --
积分时间：

0秒
确认

-- 控制卷动 3 --
微分时间：

0秒
确认

菜 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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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10 控制滞后

按 键, 进入控制卷动 4，屏幕显示：

通过数字键输入后，按“确认”软键完成输入。

注意：当皮带秤配料系统配置有预给料机时，皮带为恒速运行，仪表则通过调整预

给料机的给料量来改变系统的给料速率。通常，预给料机下料点到皮带秤称量段有一定

的距离，因此，仪表检测到系统给料速率被调整与流量设定的期望值在时间点上会产生

滞后现象。若需更精准控制，需实测滞后时间予以设置。

当皮带秤为变速运行，仪表通过控制皮带速度调整给料速率时，该参数应设置为零。

4.7.11 班信息

在主菜单 6按“班信息”软键, 进入班信息，屏幕显示：

4.7.12 班设置

按“班设置”软键进入班运行时间设置，屏幕显示：

最多可设四个班，设置班时间为该班结束时间，如果实际班次不足四个班，则将后

面班次的结束时间设为和前面班相同。如：三个班第一个班结束时间为 08:00，第二个

班结束时间为 16:00，第三个班结束时间为 00:00，那么不存在的第四个班的结束时间

也要设为和第三班相同的 00:00。

按“班”软键改变班次，通过数字键输入小时和分钟，按“确认”软键完成设置。

-- 控制卷动 4 --
控制滞后：

0秒
确认

-- 班信息 --

班 班产

设置 查询 返回

-- 班设置 --
1班结束时间：

08：00
班 确认 返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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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13 班产查询

按 “班产查询”软键进入班产查询，屏幕显示：

按“班”软键选定查询的班次，按“日期”软键选定查询的具体日期，按“返回”

软键完成查询操作。

五、秤量校验

皮带秤给料系统安装完成后，必须通过仪表对系统进行校准，包括建立测试周数、

零点校准、间隔校准（称量校验）,其中间隔校准分链码校准、挂码校准和实物校准（请

见相关章节）。在系统校准前应输入和设置以下相关参数。

5.1 设定累计单位

按 键两次，至屏幕显示如下信息：

按“显示”软键，屏幕显示：

按 键，进入显示卷动 1，屏幕显示：

默认单位: t (吨)

选择单位: t, kg (公斤)

按“选择”软键切换选项,按“确认”软键完成设置。

当累计单位选定后，流量单位也就确定下来，如累计单位为 t，则流量单位为 t/h，

累计单位为 kg，则流量单位为 kg/h。

-- 班产查询 --
1班 XX月 XX日产量：

XX．Xt
班 日期 返回

-- 主菜单 2 --
按[菜单]键继续

秤 校准

显示 数据 数据

-- 卷动开始 --
按[卷动]键选择

-- 显示卷动 1 --
累计单位

> t <
选择 确认

菜 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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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设置最大秤流量

按 键,返回主菜单 2,按“秤数据”软键屏幕显示：

按 键，进入数据卷动 1，屏幕显示：

默认: 1500.0t/h

最小值: 0t/h

最大值: 200,000.0t/h

使用数字键输入最大秤流量,按“确

认”软键完成设置。

5.3 选择秤分度

按 键, 进入数据卷动 2，屏幕显示：

默认: 0.1

选择: 1, 0.1, 0.01, 0.001,

按“选择”软键，选择合适的秤分度值，按“确认”软键完成设置。

5.4 速度信号输入形式

按 键直至进入数据卷动 6，屏幕显示：

默认：外部

选择：外部，模拟

当系统未连接速度传感器，应选择“模拟”速度信号功能，并将仪表速度输入的

正负端口短接，仪表内部将产生频率为 40Hz 的模拟速度信号，参与计算。选择后按“确

认”软键完成设置，按 键进入称量运行界面，按 键返回主菜单 2。

--秤数据卷动 1 --
最大秤流量:

500 t/h

确认

-- 秤数据卷动 2 --
秤分度

> 0.1 <
选择 确认

-- 卷动开始 --
按[卷动]键选择

-- 秤数据卷动 6 --
速度输入

> 外部 <
选择 确认

菜 单

菜 单主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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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选择校准模式

按 键返回主菜单 2，按“校准数据”软键，屏幕显示：

按 键，进入校准数据卷动 1，屏幕显示：

默认：链码校准

选择：链码校准 挂码校准

选择需要的校准方式，按“确认”软键。

5.6 输入挂码或链码重量

按 键，进入校准数据卷动 2，屏幕显示：

若校准模式为挂码校准,屏幕显示：

最大值：10000

最小值：1

默认值：10

若校准模式为链码校准,屏幕显示：

最大值：10000

最小值：0.01

默认值：10

按数字键输入挂码重量或链码的规格后，按“确认”软键完成设置。

-- 卷动开始 --
按[卷动]键选择

-校准数据卷动 1-
校准模式

>链码校准<
选择 确认

-校准数据卷动 2-
挂码重量：

1000 kg
确认

-校准数据卷动 2-
链码重量：

100.00 kg/m
确认

菜 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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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输入计量段长度

按 键，进入校准数据卷动 3，屏幕显示：

最大值：50000

最小值：100

默认值：1000

将皮带秤承载器的称量长度输入，按数字键输入后，按“确认”软键完成设置。

5.8 输入校准常数

按 键，进入校准数据卷动 4，屏幕显示

最大值：100000

最小值：0.1

默认值：10

如果你正确的输入了链码或挂码的重量及称量段长度，仪表会自动计算出正确的校

准常数，你也可以根据现场参数计算出校准常数，按数字键输入后，按“确认”软键完

成设置。计算方法如下：

若校准模式为挂码校准:

校准常数=挂码重量/计量段长度*皮带周长

若校准模式为链码校准:校准常数=链码重量*皮带周长

5.9 建立测试周期

(注意：首次使用时为保证称量准确,测试周期至少连续做两次)

按 键，进入校准数据 5，屏幕显示：

选择“自动”软键，屏幕显示：

最大值：3000

最小值：0.5

默认值：100

-校准数据卷动 4-
校准常数

100.000 t
确认

-校准数据卷动 5-
建立测试周期

自动 手动

输入皮带一周长度

100．00 米

退出 确认

-校准数据卷动 3-
计量段长度：

1000 mm
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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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出皮带输送机上皮带一周长度，输入后按“确认”软键，屏幕显示：

在皮带上作出明显标志，以秤架上某位置点为参考点，启动皮带运行到最大速度，

等皮带上标志运行通过参考点时,按“开始”软键,

当皮带运行到需要的周数后，按“完成”软键，屏幕显示：

按“继续”软键，进入校准数据卷动 6，屏幕显示：

运行稳定后，按“确认”软键完成设置。

在建立测试周期中，如选择“手动”（建议）,该方式需要直接输入皮带运行时间和

皮带长度等参数，通常在操作者不能直接观测到皮带的情况下使用，屏幕显示：

最大值：3000

最小值：1

默认值：100

输入皮带长度后按“确认”软键，

最大值：100

最小值：1

默认值：1

启动皮带

等标志通过参考点

按开始键

退出 开始

标志每次通过参考点

按一次计数键

0000 秒 000 周

中止 完成 计数

测试周期 XXXXX
长度：XXX.XX 米

时间：XXX 秒

继续

-校准数据卷动 6-
最大皮带速度

XXX．XX 米/秒
确认

输入皮带一周长度

100．00 米

退出 确认

输入皮带旋转周数

1 周

退出 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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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测试时间内皮带运转的周数后按“确认”软键，

最大值：65535

最小值：1

默认值：100

输入测试时间内皮带运转的时间后按“确认”软键，仪表将按照输入的参数建立测

试周期（皮带运行时间=周数*每周运行时间）。

如果在以上过程中按“退出” 软键，则中止手动建立测试周期操作。

注意：改变校准模式、链码（或挂码）重量、计量段长度、皮带长度、测试周数会

使校准常数发生改变！故在使用链码或挂码校准时，校准前要对校准常数进行检查，如

和你计算的不一致，请核实你输入的参数是否正确或直接将校准常数改为你计算的数

值！

5.10 零点校准

在自动零点校准期间,皮带以最大速度运行。

按 键至屏幕显示主菜单 1，

按“零点校准”软键,屏幕显示：

按“开始”软键后,屏幕显示：

-- 主菜单 1 --
按[菜单]键继续

零点 间隔 实物

校准 校准 校准

--自动零点校准 --
空转皮带

再按开始键

退出 开始 手动

自动调零

剩余时间 XXX
XXX.X t/h
累计 XXXX 吨

输入皮带运行时间

100 秒

退出 确认

皮带运行计时

XX 秒

退出

菜 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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剩余时间为 0时,屏幕显示：

按“转换”软键，屏幕显示误差或累计重量。

若取用新的零点，按“改变”软键,屏幕显示：

5.11 间隔校准（称量校准）

零点校准完成后，按 键返回主菜单 1，按“间隔校准”软键，屏幕显示

间隔校准可以使用二种不同的模拟载荷校准方式：挂码校准、链码校准，仪表根据

在校准数据中选择的校准方式和校准常数进行校验。

校准时，加上模拟载荷后启动皮带。按“开始”软键，仪表显示：

在自动间隔校准期间，仪表分辨率比正常时高 10 倍。等剩余时间为 0,屏幕显示：

自动调零 完成

误差 XXX.X %
改变零点?

改变 退出 转换

零点 已改变

旧零点：XXXXX
新零点：XXXXX
运行 菜单

-- XX校准间隔 --
启动皮带

再按开始键

退出 开始 手动

自动间隔校准

剩余时间 XXX
XXX.X 吨/小时

累计 XXXX 吨

自动间隔校准完成

误差 XXX.X %
改变间隔?

中止 改变

菜 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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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取用新的间隔值，按“改变” 软键，屏幕显示：

如果仪表显示：

请检查输入参数是否正确，必要时向我公司工程师咨询

间隔 已改变

新间隔 XXXXX
旧间隔 XXXXX
运行 菜单

-- 输入错误 --
最大值：68000000
最小值： 1000
返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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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通讯协议

仪表采用 modbus 通讯协议，校验采用 CCITT-16/N（G(x)=x16+x15+x13+1）。

1、通讯格式：

1.1 读数据：

请求

站地址 1字节 1-99

功能码 1字节 0x03

起始地址 Hi
2 字节 0x000-0xFFFF

起始地址 Li

寄存器数量 Hi
2 字节 1-20

寄存器数量 Li

校验 Hi
2 字节 CRC16

校验 Li

响应

站地址 1字节 1-99

功能码 1字节 0x03

寄存器数量 1字节 2×N*

寄存器值 N*×2 个字节

校验 Hi
2 字节 CRC16

校验 Li

address（仪表地址）+03H+xxH（寄存器高地址）+xxH（寄存器低地址）+xxH（寄存器
数高位）+xxH（寄存器数低位）+CRCH（校验高位）+CRCL（校验低位）。

仪表回传
address（仪表地址）+03H+xxH（字节数）+xxH（高字节）+ +xxH（低字节）+CRCH
（校验高位）+CRCL（校验低位）。
如：总累计为 10000.84，整数部分转化为长整形 16 进制数为：00002710H，小数部
分 0.84 转化为浮点型为：3F570A3DH,仪表地址为 1，总累计值寄存器地址为 03，则
读指令和回传结果如下：
上位机发送：01H 03H 00H 03H 00H 04H B4H 09H

仪表回传：01H 03H 08H 00H 00H 27H 10H 3FH 57H 0AH 3DH 28H 76H

1.2.写数据：

请求

站地址 1字节 1-99

功能码 1字节 0x10

起始地址 Hi
2 字节 0x000-0xFFFF

起始地址 Li

寄存器数量 Hi
2 字节 1-20

寄存器数量 Li

字节数 1字节 2×N

寄存器值 2×N个字节 数值

校验 Hi 2 字节 CRC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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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验 Li

响应

站地址 1字节 1-99

功能码 1字节 0x10

起始地址 Hi
2 字节 0x000-0xFFFF

起始地址 Li

寄存器数量 Hi
2 字节 1-20

寄存器数量 Li

校验 Hi
2 字节 CRC16

校验 Li

address（仪表地址）+10H+xxH（寄存器高地址）+xxH（寄存器低地址）+xxH（寄

存器数高位）+xxH（寄存器数低位）+xxH（总字节数）+xxH（高字节）+---+xxH（低

字节）+CRCH（校验高位）+CRCL（校验低位）。

如仪表接收正确后，将回传：address（仪表地址）+10H+xxH（寄存器高地址）+xxH

（寄存器低地址）+xxH（寄存器数高位）+xxH（寄存器数低位）+CRCH（校验高位）+CRCL

（校验低位）。

其中根据数据不同，数据包含的字节数也可能不同，传送字节时将按高字节在前

低字节在后的原则。

如：要将设定流量写为 100（符点数），首先我们知道设定流量的地址为 9C51H,

而 100 的 4 字节符点数表示为：42C80000H，故发送数据如下：

01H 10H 9CH 51H 00H 02H 04H 42H C8H 00H 00H 5BH DFH

仪表接收正确后将回传从最前面到寄存器数低位的数及校验。

01H 10H 9CH 51H 00H 02H 3EH 49H

当设置范围超标或地址不在范围时，回复时将功能字节 10H 加 80H 后，回传从最前

面到寄存器数低位的数及校验。

1.3.读班产量

9D00H 9D01H为 1班当日产量

9D02H 9D03H为 1班前 1日产量

……
9D3CH 9D3dH为 1班前 30日产量

9E00H 9E01H为 2班当日产量

9E02H 9E03H为 2班前 1日产量

……
9E3CH 9E3dH为 2班前 30日产量

9F00H 9F01H为 3班当日产量

9F02H 9F03H为 3班前 1日产量

……
9F3CH 9F3dH为 3班前 30日产量

A000HA001H为 4班当日产量

A002HA003H为 4班前 1日产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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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3CHA03dH为 4班前 30日产量

1.4读屏幕功能

地址：A028 (41000) ~A091(41063) 共 64个字节

例：01 03 A0 28 00 20 E6 1A （读当前显示屏幕的内容）

写按键：地址：A410 (42000)
例：01 10 A4 10 00 键码 校验

备注：连续地址参数可一次读写多个。

2．寄存器地址

2.1 可读写寄存器

寄存器地址 MODBUS RTU PLC 含义 备注

9C36H 439991 40055 本批已配量 Float（只读）

9C38H 439993 40057 批量 Float

9C3AH 439995 40059 批称量提前量 Float

9C3CH 439997 40061 批次 Int16

9C3DH 439998 40062 批称量修正系 Int16

9C3EH 439999 40063 批量允差 Float

9C40H 440001 40065 零点 Int16

9C41H 440002 40066 间隔 Int32

9C43H 440004 40068 速度方式
Int16 (0 外部，1模

拟)
9C44H 440005 40069 最大秤容量 Float
9C46H 440007 40071 流量衰减时间 Int16

9C47H 440008 40072 单位
0t，1kg，相应的流量

为 t/h、kg/h
9C48H 440009 40073 秤分度
9C49H 440010 40074 测试周数 Int16
9C4AH 440011 40075 皮带运行时间 Int16
9C4BH 440012 40076 皮带长度 Float
9C4DH 440014 40078 零点跟踪范围 Int16
9C4EH 440015 40079 零点死区范围 Int16

9C4FH 440016 40080 波特率
0-3 代表 4800、9600、

19200、38400

9C50H 440017 40081 地址 1-247

9C51H 440018 40082 设定流量 Flo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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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D00H~
9D3CH

440193~
440253

40257~
40317

1 班 30 天
累计历史数据

Float

9E00H~
9E3CH

440449~
440509

40513~
40573

2 班 30 天
累计历史数据

Float

9F00H~
9F3CH

440705~
440765

40769~
40829

3 班 30 天
累计历史数据

Float

A000H~A03CH
440961~
441021

41025~
41085

4 班 30 天
累计历史数据

Float

2.2．只读寄存器地址

寄存器
地址

MODBUS
RTU

PLC 含义 备注

9C53H 440020 40084 4 字节，载荷 Float 单位 kg/m

9C55H 440022 40086 4 字节，速度 Float
9C57H 440024 40088 4 字节，流量 Float

9C59H

9C5BH

440026

440028

40090

40092

8 字节
累重

前 4 字节 Int32 代表累重的整数
部分 后 4 字节 Float 代表累重
的小数部分（小于 1），和为累计
重量值。

对 Int32 部位写入 0，可以清累
重，写其他值无效。

9C5DH

9C5FH

440030

440032

40094

40096

8 字节
班累重

前 4 字节 Int32 代表累重的整数
部分；

后 4 字节 Float 代表累重的小数
部分（小于 1），和为班累重。

9C61H

9C63H

440034

440036

40098

40100

8 字节
复位累重

前 4 字节 Int32 代表累重的整数
部分；

后 4 字节 Float 代表累重的小数
部分（小于 1），和为累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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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附录

7.1 电流校验

仪表出厂前，已经对输入输出的模拟电流值进行了标准化校准。在使用现场，当控

制仪表与上位机、PLC 或 DCS 连接时，若要避免仪表与系统之间电流传输中的数值差异，

可以对仪表再次进行电流校验，以满足现场使用的要求。

7.1.1 输出电流校验

关电源，按住 C 键不放,打开电源，直到屏幕要求输入密码，输入 4.00，按“确

认”软键，仪表显示模拟电流下限值校验界面，画面中“菜单调整”后的数值为对应的

DA 码值。把现场的标准电流表(mA)接入仪表的“模拟电流”端口上。

1）模拟电流输出校验：

a.调整 DA 码值(按 加 1，按 减 1，按 加10，按 减10，下同)，

使电流表为 4mA，按“确认”软键保存。仪表又显示模拟电流上限值校验界面。

b.调整 DA 码值,使电流表为 20mA，按“确认”软键保存。仪表又显示控制电流下限值

校验的界面，把电流表改接入到仪表的“控制电流”端口上。

2）控制电流输出校验：

a.调整 DA 码值，使电流表为 4mA，按“确认”软键保存，仪表又显示控制电流

模拟电流（4mA）
按上卷，下卷，主显

示，菜单调整 165
退出 确认

控制电流（4mA）
按上卷，下卷，主显

示，菜单调整 165
退出 确认

模拟电流（20mA）
按上卷，下卷，主显

示，菜单调整 830
退出 确认

主显示 菜 单



38

上限值校验界面。

b.调整 DA 码值,使电流表为 20mA，按“确认”软键保存，按“退出”软键完成输

出电流的校验。

7.1.2 输入电流校验

关电源，按住 C 键,打开电源，直到屏幕要求输入密码，输入 4.02，按“确认”

软键进行流量给定值输入电流校验，仪表显示输入电流（电压）下限值校验界面。

a.在仪表的“远程电流”输入端接入 4mA 电流（或 1v 电压），等显示的 AD 值稳

定后，按“确认”软件键保存，仪表又显示输入电流（电压）上限值校验界面。

b.在仪表的“远程电流”输入端接入 20mA 电流（或 5v 电压），等显示的 AD 值稳

定后，按“确认”软键保存，按“退出”软键完成输入电流校验。

控制电流（20mA）
按上卷，下卷，主显

示，菜单调整 830
退出 确认

输入电流（电压）是

20mA（5v）时按确认

2730
退出 确认 继续

输入电流（电压）是

4mA（1v）时按确认

546
退出 确认 继续



39

7.2标秤流程图：

10：

9：

8：

7：

6：

5：

4：

3：

2：

1： 设定累计单位

设定最大秤流量

选择秤分度

选择速度信号输入

选择校准模式

输入挂码/链码重量

输入计量段长度

输入校准常数

建立测试周期

零点校准

在主菜单 2“显示”里面进行设置

在主菜单 2“秤数据”里面进行设置

在主菜单 2“秤数据”里面进行设置

在主菜单 1里面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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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校秤步骤见第五章）

11： 间隔/实物校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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