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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技术说明 

1 概述 

FCK-831A 微机测控装置主要是为 35kV 到 110kV 电压等级的变电站自动化系统开发的间隔

层测控单元，另外也可以单独作为普通测控装置使用。该系列装置具有测量、控制、监视、记

录、同期等功能，并支持 IEC 60870-5-104/IEC 61850 协议。 

 

2 主要功能特点 

2.1 高精度的测量技术  

� 32 位高性能 DSP 处理器；16 位的高速 A/D；32 点采样； 

� 对二次 TA 的传递误差采用软件动态补偿技术； 

2.2 高可靠性的软硬件设计 

� 采用嵌入式 RTOS； 

� 输入、输出分开，强电、弱电分开；良好的电磁兼容性。 

2.3 完善的自检功能 

� 遥测采集回路自检； 

� 开出回路自检（可以检测到出口继电器的动作线圈）； 

� AD、FLASH、EEPROM 芯片自检。 

2.4 完备的间隔层监控功能 

� 监视：人性化的操作界面；显示本间隔的主接线图； 

� 记录：包括遥信记录、事件记录、告警记录、操作记录；总计最多保存 100 条； 

� 通信：测控装置直接上以太网，并与其他智能设备共享网络通道，全站数据共享。 

2.5 可配置 

� 遥测点的数量、遥信点的数量、遥控点的数量均可配置； 

� 主接线图、同期功能、档位监控功能等均可配置； 

� 专用的可视化配置工具； 

配置灵活，满足多种应用的需要。 

3 主要技术指标  

3.1 交流测量 

3.1.1 电压 

� 输入额定电压：AC 57.7 V 或 100 V，50 Hz； 

� 精度：±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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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功率消耗：<0.5 VA/相。 

3.1.2 电流 

� 输入额定电流：AC 5 A 或 1 A，50 Hz； 

� 精度：±0.2％； 

� 功率消耗：额定电流 5 A 时小于 0.75 VA/每相；额定电流 1A 时小于 0.5 VA/每相。 

3.1.3 频率 

� 频率范围：45 Hz～55 Hz； 

� 精度：±0.02 Hz（软件测频）。 

3.1.4 功率测量 

� 有功功率 P、无功功率 Q、视在功率 S、功率因数。 

� 测量精度为：±0.5％。 

3.2 直流测量 

� 输入范围：电压源 0 V～+5 V； 

� 精度：±0.5％(外接温度变送器时，温度测量误差：±2 ℃)。 

3.3 状态输入 

� 输入方式：DC220V、DC110V 或 DC48V 输入，带光电隔离； 

� 事件顺序记录站内分辨率：≤2 ms。 

3.4 电度量测量 

� 脉冲输入方式：DC 24 V 输入，光电隔离； 

� 脉宽：≥10 ms。 

� 积分电度测量，测量精度为±0.5％。 

3.5 控制输出触点容量 

� 直流：30 V，5 A； 

� 交流：220 V，5 A。  

3.6 工作环境温度 

� 工作：－25 ℃～+55 ℃； 

� 储存：－25 ℃～+55 ℃。 

3.7 电源 

� AC：220 V，允许波动范围 -10% ～ +10%； 

� DC：110 V 或 220 V，允许波动范围 -20% ～ +15%。 

3.8 电气绝缘性能 

� 绝缘电阻：符合 DL/T 630-1997 的规定； 

� 绝缘强度：符合 DL/T 630-1997 的规定； 

� 耐冲击电压能力：符合 DL/T 630-1997 的规定。 

3.9 机械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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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振动：符合 DL/T 630-1997 的规定； 

� 冲击和碰撞：符合 DL/T 630-1997 的规定。 

3.10 电磁兼容性 

� 抗高频干扰能力：能承受 GB/T 13729 - 2002 的 3.7.1规定的严酷等级为Ⅳ级的高频干

扰试验； 

� 抗电快速瞬变干扰能力：能承受 GB/T 17626.4 - 1998中规定的严酷等级为Ⅳ级的快速

瞬变干扰试验； 

� 抗浪涌干扰能力：能承受 GB/T 13729 - 2002规定的严酷等级为Ⅲ级的浪涌干扰试验； 

� 抗静电放电干扰能力：能承受 GB/T 13729－2002 的 3.7.4规定的严酷等级为Ⅲ级的静

电放电干扰试验； 

� 抗工频磁场干扰能力：能承受 GB/T 13729－2002 的 3.7.5规定的严酷等级为Ⅳ级的工

频磁场抗扰度试验； 

� 抗阻尼振荡磁场干扰能力：能承受 GB/T 17626.10－1998 第 5章规定的严酷等级为Ⅳ级

的阻尼振荡磁场抗扰度试验； 

� 抗辐射电磁场骚扰能力：能承受 GB/T 15153.1－1998中表 15 的规定的严酷等级为Ⅲ级

的辐射电磁场骚扰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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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 功能和原理 

4 基本功能 

4.1 遥测 

FCK-831A 支持 13 路交流输入。 

通过对二次 TA 传递过程幅值误差和相位误差的研究，对二次 TA 传递误差采用软件动态补

偿技术，使电流在全范围内满足 0.2%精度要求。 

4.2 遥信 

遥信处理分为单点遥信和双点遥信。 

对于重要的断路器或刀闸用它的跳位状态和合位状态组成一个双点遥信来表示它的状态，

两路开入组成的双点遥信有四种状态：00、01、10、11，其中 0（跳位）1（合位）、1（跳位）

0（合位）对分别应双点遥信的合、分状态，0（跳位）0（合位）、1（跳位）1（合位）是无效

状态。对双点遥信的双通道开入的消抖处理示意图见图 4－1。 

 

01

10

11

t

正常变位

01 01

11

t

扰动

01

1111

t

无效状态

t

 

图 4-1 双点遥信的消抖判断示意图（图中 t为消抖时间） 

如图所示，“正常变位”的图例体现了从合位状态经过一个短暂的过渡状态而后进入稳定

的分位状态的过程；“扰动”的图例体现了消抖功能对扰动的屏蔽作用；“无效状态”的图例是

当双点遥信组合中某一个开入出现异常时发生的情况，此时装置会向监控后台发出异常信息的

提示。 

4.3 遥控 

支持站控级和现场就地两级控制。现场就地控制优先级高于站控级优先级。为了保证控制

出口的安全性，FCK-831A 系列装置提供具有公共端的合闸分闸触点。 

4.4 遥调 

装置具有对两组变压器的档位采集和控制功能，档位输入形式采用 BCD码，如果变压器的

档位为十进制码，需要加装 BCD码制转换器。另外，装置具有滑档闭锁功能。 

4.5 电度量采集功能 

提供积分电度或脉冲电度量（最多 4路）的采集计算功能。 



 

 

0XJ 461 185  

第  6  页 共  24 页 

  

  

旧底图总号 

  

底图总号 

  

签字 日期 

   

4.6 事件记录 

最多记录 100 条，保存在掉电不丢失记忆芯片中。 

4.7 GPS 对时 

对时方式：“数据流+脉冲”方式或 IRIG-B方式； 

脉冲规格：DC 24 V； 

对时精度：≤1 ms。 

4.8 装置自诊断 

具有完善的自检功能，当硬件出现异常时会发出告警信号并根据严重程度决定是否闭锁出

口，根据告警信息可快速定位装置硬件的故障位置，方便更换备用件快速排除故障。 

5 可选配的功能 

5.1 TA断线、TV断线、低电压告警的检测功能 

 装置可配置判断 TA、TV断线的功能，如果用户选配该功能，在工程设计阶段通过配置

工具实现。 

判定条件分别如下： 

� TA断线判定条件 

零序电流 3I0大于 100 mA，且三相电流中至少有一相小于 20 mA，此状态持续时间如果超

时（时间参数可配置，缺省为 10 s）,则报 TA断线； 

� TA断线恢复判定条件 

    零序电流 3I0 小于 100 mA，此状态持续时间如果超时（时间参数可配置，缺省为 10 s）,

则报 TA断线恢复； 

� TV断线判定条件 

只要有两个线电压之差大于 18 V，此状态持续时间如果超时（时间参数可配置，缺省为

10 s），则报 TV断线（对应一相或两相断线）； 

� TV断线恢复判定条件 

任意两个线电压之差均小于 18 V，此状态持续时间如果超时（时间参数可配置，缺省为

10 s），则报 TV恢复。 

� 低电压告警的判定条件 

装置三相相电压都小于低电压门槛（门槛可配置，缺省为 10 V），此状态持续时间如果超

时（时间参数可配置，缺省为 10 s），则发出低电压告警信号。 

� 低电压告警恢复的判定条件 

装置三相相电压中任一路大于低电压门槛，此状态持续时间如果超时，则发出低电压告警

返回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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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软件测频 

测频电压可配置，在 48Hz～52Hz 范围内，精度为±0.02 Hz。 

 

6 关于检修压板的说明 

在检修时，为了避免监控后台收到大量无用的事件报文，在装置上设定一个硬压板叫检修

压板。 

� “检修压板”投入： 

该装置处于检修状态时投入该压板，此时除了检修压板的变位报文上送监控后台之外，其

余正常运行状态下与后台通讯的所有上行报文全部被禁止上送。 

在装置上进行传动出口试验，必须投入该压板。 

� “检修压板”退出： 

该装置处于正常运行状态时应该退出该压板，否则影响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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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 装置硬件 

7 结构与安装 

装置的外形尺寸如图 7-1所示 

145.0

 
图 7-1 外形尺寸 

 

装置的安装开孔尺寸如图 7-2所示： 

146.5

2
5
2

 
图 7-2 安装开孔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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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插件介绍 

8.1 插件类型说明 

共有 5类插件。具体功能和参数见表 8-1。 

表 8-1 插件类型和功能描述表 

插件类型 规格 功能和参数说明 

电源插件 DC220V、DC110V 提供装置的电源，同时提供 3 路开出 

信号插件 DC 220 V/110 V/48 V 提供 15 路开入，7路开出。  

CPU 插件  

提供 4 路脉冲电度；12 路开入；1 路 GPS

对时脉冲输入；RS232/RS485 方式的同步

时钟秒对时一路 

交流输入插

件 

6I7U 型、10I3U 型或 13U

型 

额定电流有 5 A和 1 A两种规格，提供 2

路直流输入。 

 

8.2 FCK-831A 的插件配置示意图 

装置采用的结构非常便于根据具体工程输入输出点数、交流测量点数进行灵活配置，

FCK-831A 的插件配置如图 8-1所示（注：装置的背视图）。 

4#5# 2# 1#

信

号

插

件

电

源

插

件

CPU

插

件

交

流

插

件

3#

空

面

板

 
图 8-1 FCK-831A 装置背视图 

注：根据工程需要选择并通过配置工具软件配置。第 1槽位可以放置 6I7U 型、10I3U 型或

13U 型的交流插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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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插件的后端子说明  

1# 交流插件 

插件型号 6I7U 型 10I3U 型 12U 型 

101 IA1 IA1 UA1 

102 IA1′ IA1′ UB1 

103 IB1 IC1 UC1 

104 IB1′ IC1′ UN1 

105 IC1 IA2 3U01 

106 IC1′ IA2′ 3U01′ 

107  IC2 UA2 

108  IC2′ UB2 

109 IA2 IA3 UC2 

110 IA2′ IA3′ UN2 

111 IB2 IC3 3U02 

112 IB2′ IC3′ 3U02′ 

113 IC2 IA4  

114 IC2′ IA4′  

115  IC4  

116  IC4′  

117  IA4 IB3 UA3 

118  IA4

′ 

IB3

′ 

UB3 

119  IC4 IB4 UC3 

120  IC4

′ 

IB4

′ 

UN3 

121 UA1 UA 3U03 

122 UB1 UB 3U03′ 

123 UC1 UC  

124 UN1 UN  

125 3U01   

126 3U01′   

127 UA2   

128 UB2   

129 UC2   

130 UA2′   

131 UB2′   

132 UC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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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 直 流 1

（＋） 

直流 1（＋）

134 直 流 1

（—） 

直流 1（—）

135 直 流 2

（＋） 

直流 2（＋）

136 直 流 2

（—） 

直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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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电源插件 4# 信号插件 2# CPU 插件 

501 24V＋ 40

1 

201 
RXD 

502 24V－ 输

出 
40

2 

出口 6 
202 TXD 

503 40

3 

203 GND 

232 接

口 

504 40

4 

出口 4 
204 1-485+ 

505 

出口 9 

 

40

5 

205 1-485- 

串口 1 

506 40

6 

出口 1 
206 2-485+ 

507 40

7 

207 2-485- 

串口 2 

508 

出 口

10 

 

40

8 

出口 7 
208   

509 40

9 

209   

510 41

0 

出口 5 
210   

511 

出 口

11 

 

41

1 

211 GPS  

512 41

2 

出口 2 
212 脉冲 1 

513 

失电 

告警  41

3 
告警 

213 脉冲 2 

514 电 源

＋ 

41

4 

信号母线 214 脉冲 3 

515 电 源

－ 

输

入 

41

5 

215 脉冲 4 

 

516 大地  41

6 

出口 3 

216 24V地  

   41

7 

YX12 217 YX1 

   41

8 

YX13 218 YX2 

   41

9 

YX14 219 YX3 

   42

0 

YX15 220 YX4 

   42

1 

YX16 221 YX5 

开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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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2 

YX17 222 YX6 

   42

3 

YX18 223 YX7 

   42

4 

YX19 224 YX8 

   42

5 

YX20 225 YX9 

   42

6 

YX21 226 YX10 

   42

7 

YX22 227 YX11 

   42

8 

YX23 228 检修状

态 

 

   42

9 

YX24 229   

   43

0 

YX25 230   

   43

1 

远方/就地 231   

   43

2 

开入公共

负 

232 开入公共负 

 

注：传动出口时的通道 ID 为出口序号加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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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 整定值说明 

10 整定值表 

10.1 交流参数 

序号 名称 定值范围 备注 

1 循环上送周期 10 s～600 s 以此周期循环上送所有交流模拟量报文 

2 电流死区门槛 0.1～0.2 

3 电压死区门槛 0.1～0.2 

4 功率死区门槛 0.2～0.5 

当实测值小于该门槛时， 

对应的测量值近似为 0。 

5 电流突变门槛 0.1～1.0 变化量超过该门槛值时立即上送电流实测

值报文 

6 电压突变门槛 0.1～1.0 变化量超过该门槛值时立即上送电压实测

值报文 

7 功率突变门槛 0.2～5.0 变化量超过该门槛值时立即上送功率实测

值报文 

8 功率因数突变门

槛 

0.05～0.3 变化量超过该门槛值时立即上送功率因数

报文 

9 频率突变门槛 0.1 Hz～2.0 

Hz 

变化量超过该门槛值时立即上送频率值报

文 

注：对电流、电压、功率门槛整定值的整定说明：整定值＝门槛值÷额定值×100；比如

设定 

电流突变门槛为 0.005A,电流额定值为 5A，则整定值＝0.005÷5×100＝0.1。 

 

10.2 直流参数 

直流输入的路数根据具体的工程配置，最多为 2 路。下表显示一路直流输入量所需要的定

值。 

序号 名称 定值范围 

1 变送器 1类型 0～1（1：电

压） 

2 变送器1输入最小值 0～50.0 

3 变送器1输入最大值 0～300.0 

4 变送器1输出最小值 0～5.0  

5 变送器1输出最大值 0～5.0 

6 变送器 1 突变门限

（注） 

0.1～0.3 

   注：突变门限的作用是当变化量超过该门槛值时，变送器输入值立即被上送后台。 

 

10.3 遥调参数 

一台装置最多控制三组档位，根据具体的工程配置，每组档位的定值都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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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名称 定值范围 备注 

1 滑档功能投入 0～1 1：投入滑档闭锁功能 

0：退出滑档闭锁功能 

2 中心档位 0～39  

3 滑档闭锁时间 1 s ～30 s 一般整定为升档或降档所需时

间 

的 1.2倍。 

4 升档位开出保持时

间 

50 ms～2000 

ms 

 

5 降档位开出保持时

间 

50 ms～2000 

ms 

 

6 急停开出保持时间 50 ms～2000 

ms 

 

7 档位最大值 0～39 当前档位大于等于最大档位

时，升档命令无效 

8 档位最小值 0～39 当前档位小于等于最小档位

时，降档命令无效 

 

10.4 电度量设置 

序号 名称 定值范围 初始值 备注 

1 电度 1 000000000 ～

999999999 

000000000 

2 电度 2 000000000 ～

999999999 

000000000 

… … … 000000000 

7 电度 n 000000000 ～

999999999 

000000000 

前 6 路为脉冲电度，定

值是脉冲初值；其他的

为积分电度，对应的定

值乘以 0.001 度等于

电能初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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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 使用说明 

11 人机界面说明 

11.1 面板说明 

装置面板包括按键、显示器和信号灯，此外还有一个 USB 通讯接口，可用于连接 PC 调试

软件。 

11.2按键与显示屏 

装置采用 128*64 点阵大屏幕液晶显示屏，显示屏下方有 10个按键(如图 11-1)。 

 

图 11-1按键示意图 

各按键功能如下： 

↑：命令菜单选择，显示换行或光标上移； 

↓：命令菜单选择，显示换行或光标下移； 

←：光标左移； 

→：光标右移； 

＋：数字增加选择； 

－：数字减小选择； 

ESC：命令退出返回上级菜单或取消操作，正常运行时按此键显示主菜单，再按一次返回

显示主信息图； 

ENTER：菜单执行及数据确认； 

区号：修改定值区号的快捷键； 

复位：复归告警及跳闸信号。 

11.3 显示说明 

本系列装置采用 128*64 点阵大屏幕液晶图形化显示，主菜单为许继 800 系列继电保护装

置风格，采用当前流行的 windows菜单，全中文显示，界面友好，操作方便。 

以下为本系列装置人机界面操作说明，具体装置可能稍有不同，但显示及操作方式类似。 

主界面的整个屏面划分为三个区域： 

◆ 时间区：位于屏面的上方，显示装置的当前时间； 

◆ 主接线图区，位于屏面的中间，显示主接线图和测量量； 

◆ 浮动菜单：就地操作按钮； 

可以通过 VLD 配置用户需要的主接线图。主界面可以显示功率测量值，断路器的状态，空

白表示该元件处于分的状态，黑色表示该元件处于合的状态。图 11-2 为典型主接线图。 

09:10:36

Iopc=0.00AIopa=0.00A

Iopb=0.00A f=50.00Hz
 

图 11-2  典型主接线图示例 



 

 

0XJ 461 185  

第  17  页 共  24 页 

  

  

旧底图总号 

  

底图总号 

  

签字 日期 

   

在主接线图的状态按“退出”键，显示运行菜单的一级菜单，如图 11-3所示。 

 

图 11-3 一级菜单 

 

11.4 菜单结构 

示例如图 11-4所示： 

遥测量

数字量

交流测量值2

直流测量值

通道传动

零漂校正

系数校正

遥信量

电度量

档位
交流参数

直流参数

设置电度量

密码设置

时钟设置

参数整定

报告

版本

告警记录

事件记录

操作记录

遥信记录

遥调参数调试

系统设置

通信设置
 

通信参数

通信端口

串口参数

相位校正

交流测量值1

 

图 11-4 固定菜单的结构示例 

 

在主菜单中，通过“↑↓”键选定要选择的菜单选项，再按“确认”键或者“→”键进入

被选择菜单选项的子菜单。子菜单中如有多项，可用“↑↓”键选择要查看的选项，并按“确

认”键即可以查看被选择选项的内容。按“退出”键返回上一级菜单。 

 

其中主菜单的分类如下： 

� 遥测量：显示交流量和直流量的测量值； 

� 数字量：显示装置的遥信状态、脉冲量、以及档位值； 

� 参数整定：整定装置的定值，包括交流、直流、遥调、同期、脉冲值等多种功能的定

值； 

� 同期压板：投退同期软压板，以选择对应的同期方式； 

� 报告：显示装置的运行记录，包括遥信变位、装置告警、事件及操作记录等； 

� 版本：显示装置的软件版本号； 

� 调试：进行传动试验、零漂校正、幅值校正、相位校正； 

� 系统设置：设置装置的时钟、通讯参数、密码等。 

 

特别声明： 

固定菜单的内容及其显示的顺序都是可以通过软件工具而配置改变的，所以装置可能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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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需求有不同的菜单配置，被赋予不同工作权限的登录用户也可能看到不同的菜单配置，另

外还可能有软件的升级。所以由于上述原因，您所看到的某个具体装置的人机界面与以下的示

例图片可能有所不同。 

11.5 遥测量菜单 

（a）交流测量值：显示电压、电流、线电压、功率、功率因数、频率等测量值。 

（b）直流测量值：显示直流的一次、二次测量值。 

11.6 数字量菜单 

（a）遥信量：显示装置采集的 20 路开入量的状态,“0”表示开入未接通,“1”表示开入

接通，示例如图 11-5所示。 

 

图 11-5 开入量菜单显示界面示例 

（b）电度量：显示正向反向有功无功电度值。电度量显示界面中，电度量 1为脉冲 1，电

度量 2为脉冲 2，电度量 3为脉冲 3，电度量 4为脉冲 4；电度量 5~8 为由电流电压计算出的电

度量，电度量 5为正向有功电度；电度量 6为反向有功电度；电度量 7为正向无功电度；电度

量 8为反向无功电度。示例如图 11-6所示。 

 

 

图 11-6 电度量菜单显示界面示例 

（c）档位：显示当前分接头位置。 

11.7参数整定菜单 

（a）交流参数：设置交流相关死区门槛、突变门槛等信息。 

（b）直流参数：设置直流相关定值。 

（c）遥调参数：设置调压相关定值。 

（d）设置电度值：设置电度量初始值。 

 

11.8报告菜单 

进行与查看报告记录相关的操作。该菜单有五个子菜单，分别为遥信记录、事件记录、告

警记录、操作记录。 

① 遥信变位：包括所有开入变位及遥信信息。 

② 事件告警：包括所有的事件信息。 

③ 装置告警：包括所有的装置故障告警信息。示例如图 11-7所示界面。 

 

图 11-7 装置告警记录示例 

④操作记录：查看本地操作、参数修改等记录信息。示例如图 11-8所示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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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8 操作记录示例 

11.9 版本菜单 

用于查看装置中运行的软件版本与 CRC码。在该菜单中按确认或退出键，返回到上一级菜

单项，其它键无效。 

 

11.10 调试菜单 

“调试”：本菜单有三个子菜单，分别为出口传动、通信对点、模入设置。 

（a）通道传动：主要检查跳闸出口回路的配线，查看继电器正确动作与否。按“＋、－”

键，选择要传动的出口，按“确认”键，进行传动。示例如图 11-9 所示界面。 

 

图 11-9 出口传动示例 

（b）零漂校正：对交流电流、电压通道的零漂进行调整，修改校正零漂值使通道零漂保

持在（-10，10）区域范围以内。 

（c）系数：即幅值校正，用于对交流电流、电压、及直流通道的幅值系数进行校正。选

定通道，按“确认”键，进行系数调整。 

（d）相位校正：对模入通道相位进行校正，可提高装置功率因数、有功功率及无功功率

的测量精度，如装置无测控功能可不校正。校正时，电压通道并联施加 57.7V、0°，测量电流

通道串联施加 In、0°，调整各模入通道角度至小于 0.1即可（A相测量电流除外）。 

 

 

11.11 系统设置菜单 

（a）密码设置：用以设置装置的密码。为防止非法操作，进行该操作前，须先输入旧密

码。选择“密码”菜单，按确认键，可以修改操作密码。示例如图 11-10所示界面。 

 

图 11-10密码设置示例 

密码为六位方向键的组合。通用旧密码是 6个“→”键。 

 

（b）时钟设置：用以设置装置时钟。选择菜单，按确认键，再根据提示输入正确的密码，

可以进入时钟设置界面。按方向键，可以让光标在“年、月、日、时、分、秒、确认、取消”

之间进行切换；按“＋、－”键，可以修改光标所在的日期或时间；按确认键，保存对日期或

时间所作的修改，装置提示“日期和时间修改成功”并返回到上一级菜单；按退出键直接返回

到上一级菜单。示例如图 11-11所示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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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11 时钟设置示例 

（c）通信设置：本菜单进行装置参数设置，共有三个子菜单，分别为通信参数、通信端

口、串口参数。通过“↑↓”键进行选择，按“确认”键可以进行相关参数设置。 

（1）通信参数：主要完成“地址”及“脉冲”的设置，示例如图 11-12所示界面。 

 

图 11-12 通信参数子菜单示例 

通过“↑↓”键进行选择所要修改的参数项，按 “＋、－”键进行修改，按退出键，返

回到上一级菜单。通信参数详细说明如下表所示。 

通信参数详细说明 

序号 参数名

称 

取值范围 备注 

1 装 置 地

址 

001~254 本装置与后台管理机通讯的地址。当有多台装置时，

建议各装置的子站地址应从 001 开始，可分别为

001、002、003、004 等，并且各装置的子站地址应

该互不重复，否则无法与自动化监控系统进行正常

通信。 

2 脉冲（对

时方式）

B 码、PPS、

PPM 

PPS 为秒脉冲、PPM 为分脉冲 

 

（2）通信端口：主要完成：“监控”端口选择；“PC”调试端口选择；“GPS”端口配

置及“打印口”的设置，确定各功能通过什么端口实现，示例如图 11-13所示界面。 

 

图 11-13 通信端口子菜单示例 

通信端口具体说明如下表所示。 

通信端口详细说明 

序号 功能名称 取值范围 备注 

1 PC COM1、未用 COM1 为前面板上的 USB口。 

2 GPS 网络、COM2、COM3、COM4 选定“网络”时通过监控网对

时 

3 监控 1 COM2、COM3、COM4、未用  

4 监控 2 COM2、COM3、COM4、未用  

 

（3）串口参数：主要完成串口的“波特率”和“奇偶校”验设置。按方向键及“＋、

－”键，修改所要设置的参数，按退出键，返回到上一级菜单，如图 11-14所示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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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14串口子菜单显示界面 

各串口位置具体说明如下表所示。 

串口位置详细说明 

序号 串 口

号 

位置 备注 

1 COM1 前面板上的 USB口 接 PC 机 

2 COM2 箱端子（N204，N205） 

3 COM3 箱端子（N206，N207） 

4 COM4 箱端子（N201，N202，N203）

箱端子 COM2（N204，N205）、COM3（（N206，

N207）可引出作为 RS485 通讯接口，箱

端子 COM4（N201，N202，N203）可引出

作为 RS232 通讯接口。COM2 主要用于后

台通信，COM3 主要用于 GPS 对时。COM4

常作就地打印口。 

 

串口参数如下表所示： 

串口参数详细说明 

序号 参数名称 取值范围 备注 

1 波特率 4800，9600，19200，38400  

2 奇偶校验 偶校验，无校验，奇校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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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篇 调试说明和运行维护 

12 调试说明 

12.1 装置上电前的准备工作 

12.1.1 外观检查 

检查外观应完好，端子无松动，装置的电源电压规格和 TA 的额定电流规格与工程的要求

一致。 

 

12.1.2 介质强度 

各回路对地和没有电气联系的回路之间，用规定的击穿电压测试仪进行试验，对于工作电

压小于 60V 的弱电回路采用 500V 电压，对于工作电压大于 60V 的强电回路采用 2kV 电压，不

应出现击穿或闪络现象。 

 

12.2 上电检查 

通上电源，观察面板指示灯是否正常，主画面上有无告警事件显示，检查定值输入是否正

确。如果上述检查都无异常，则进入下边步骤。 

 

12.3 检查通信功能 

通过后端子的以太网连接监控后台软件，从后台进行一次遥控操作，装置应能正确执行；

在装置侧做一个遥信变位，后台应能正确收到。 

 

12.4 检查输入回路 

12.4.1 遥测精度检查 

用精度 0.1%以上的高精度测试仪给装置输入交流电流、电压，装置上显示的测量值的精度

误差应该在允许范围内。 

12.4.2 遥信变位检查 

根据端子定义对各路开入施加对应电压值，在“数字量”菜单的“遥信”量观察应能够正

常变位，在监控后台应能够收到对应事件信息。 

 

12.5 检查输出回路 

    先投入检修压板，通过“调试”菜单的“通道传动”子菜单功能可单独驱动每一路开出继

电器，应带断路器做一次合闸传动试验和一次跳闸传动试验，并确认断路器正确动作；试验完

毕后，退出检修压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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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辅助工作 

12.6.1 时钟校准 

    根据当下实际的时间设置装置的时钟并进行保存操作，装置关机后再重新上电，验证新修

改的时钟已经生效。 

12.6.2 定值校验 

根据整定值表，核准装置中各定值被实际设定的内容与整定值表一致。 

 

13 运行维护 

正常运行时，面板上“运行”指示灯点亮，液晶处于屏幕保护状态。当发生新事件时，会

自动在装置上弹出相应报告的画面并点亮液晶屏幕，直到人工复归才会恢复屏保。 

对应于“报告”菜单的常用的三个子菜单做以下的说明： 

13.1 遥信记录 

当断路器、刀闸的位置发生变化时，会在“遥信记录”报告中反映和记录变位的情况。 

13.2 事件记录 

当通过远方或就地的控制操作，包括遥控、调档以及逻辑互锁的结果等都在该记录中反映。 

13.3 告警记录 

当装置自检出异常时，自动点亮本装置面板上的“装置故障”指示灯，并弹出“告警记录

“页面。 

可能报出的告警信息种类有：EEPROM错、RAM错、定值自检出错、采样数据出错、开出回

路出错、+5V 电源出错、DSP 总数出错等。 

当出现以上告警信息时，请与厂家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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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通道配置表 

1、交流插件 

插件 对应通道号 

交流插件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2、CPU 插件 

插件 对应通道号 备注 

0～3 4 路电度脉冲 
CPU 插件 

4～15 12 路开入 

 

3、信号插件 

插件 对应通道号 备注 

6 4 1 7 5 2 3 7 路开出（传动时的通道 ID

为对应通道号加 1） 
信号插件 

16～30 15 路开入 

 

1、电源插件 

插件 对应通道号 备注 

信号插件 9 10 11 3 路开出 

 

注：通道号自左而右对应于硬件通道自小到大的顺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