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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系统接线说明 

1-1 伺服驱动器接线 

1-1-1 伺服驱动器端子排布 

 

1-1-2 主电路端子及说明 

 

232 通信接口 

多功能端子 

位置全闭环输入 

编码器接口 

驱动器供电电源 

电机动力线端子 

再生电阻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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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CN0、CN1、CN2 端子说明 

 

 CN0 端子说明 

 

编号 名称 说明 编号 名称 说明 

1 SI11 默认：上限位信号 23 SI4 默认：急停信号 
2 - - 24 SI5 默认：复位回原 
3 +24V SI11 的+24V 输入 25 SI6 默认：手动\自动切换信号 
4 SI12 默认：下限位信号 26 SI7 默认：正向点动信号 
5 - - 27 SI8 默认：反向点动信号 
6 +24V SI12 的+24V 输入 28 SI9 默认：安全光幕信号 
7 SO1 默认：抱闸控制信号 29 SI10 默认：原点信号 
8 SO2 默认：驱动器故障信号 30 +24V SI1~SI10 的+24V 输入 
9 SO3 默认：动作完成信号 31 TREF+ 压力模拟量输入+ 
10 SO4 默认：压合 OK 信号 32 TREF- 压力模拟量输入- 
11 SO5 默认：压合 NG 信号 33 VREF+ 模拟量输入+（备用） 
12 SO6 默认：BUSY 信号 34 VREF- 模拟量输入-（备用） 
13 SO7 默认：报警灯输出信号 35 OA+ 编码器分频输出 OA+（备用） 
14 SO8 默认：回原完成信号 36 OA- 编码器分频输出 OA-（备用） 
15 COM 输出公共端 37 OB+ 编码器分频输出 OB+（备用） 
16 485+ 485 通信端子+ 38 OB- 编码器分频输出 OB-（备用） 
17 485- 485 通信端子- 39 OZ+ 编码器分频输出 OZ+（备用） 
18 GND 通信端子地 40 OZ- 编码器分频输出 OZ-（备用） 
19 GND 模拟量输入地 41 HPUL+ 长线驱动高速脉冲+（备用） 
20 SI1 默认：伺服使能 42 HPUL- 长线驱动高速脉冲-（备用） 
21 SI2 默认：启动运行 43 HDIR+ 长线驱动高速方向+（备用） 
22 SI3 默认：暂停信号 44 HDIR- 长线驱动高速方向-（备用） 

 

  

SI11 SI12 +24V +24V 



 

5 

 

 CN1 端子说明 

外部光栅尺输入端口为 5V 供电的差分信号接口，接口引脚定义如下。 

编号 名称 说明 编号 名称 说明 

1 Z- 全闭环输入 Z- 9 Z+ 全闭环输入 Z+ 
2 B- 全闭环输入 B- 10 — 空引脚 
3 B+ 全闭环输入 B+ 11 — 空引脚 
4 A+ 全闭环输入 A+ 12 — 空引脚 
5 A- 全闭环输入 A- 13 — 空引脚 
6 GND 光栅尺 GND 14 — 空引脚 
7 GND 光栅尺 GND 15 — 空引脚 
8 5V 光栅尺供电 5v    

 CN2 端子说明 

 

1-1-4 通信口说明 

 RS232 通信 

 

RS232 的默认通信参数：波特率 115200bps，数据位 8 位，停止位 1 位，偶校验。 

 RS485 通信 

RS485 的默认通信参数：波特率 115200bps，数据位 8 位，停止位 1 位，偶校验。 

支持标准的 Modbus RTU 协议，作为 Modbus RTU 设备使用。 

RS232 和 RS485 通信接口可同时使用。 

序号 定义 

1 5V 

2 GND 

3 / 

4 / 

5 485-A 

6 485-B 

序号 定义 

1 TXD（ RS232 发送端） 

2 RXD（ RS232 接收端） 

3 GND（ RS232 信号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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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抱闸接线说明 

当伺服电机控制垂直负载时，用“带失电制动器伺服电机”的目的是：当把系统的电源置于“OFF”时，

使可动部分不会在自重或者外力的作用下发生移动。 

 

伺服单元的顺序输出信号“/BK”和“制动器电源”构成了制动器的 ON/OFF 电路。典型的连接实例如下

所示。失电制动器的励磁电压为 24V。抱闸电流＞50mA 请通过中间继电器转接，防止因电流过大烧毁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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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触摸屏接线 

1-2-1 触摸屏端子排布 

 

1-2-2 通讯端口说明 

 COM1 引脚定义 

 

 COM2 引脚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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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J45 引脚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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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触摸屏程序使用说明 

2-1 触摸屏上位机软件安装 

2-1-1 安装上位机软件 

双击打开“TouchWin Pro 2.2.2.exe”安装软件，安装路径建议选择系统 D 盘，根据指引完成上位机软件的

安装。 

2-1-2 安装补丁包 

双击打开“V2.2.2.231011A-xy 趋势图.zip”压缩包，将解压后的文件夹复制到上位机软件的安装目录下，

如“D:\TouchWin Pro 2.2.2”。 

打开复制到安装路径下的文件夹，双击“Patch.cmd”命令脚本，当显示如下窗口时，即表示补丁包已安装

完成，此时即可双击打开触摸屏程序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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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触摸屏程序下载 

2-2-1 通讯参数配置 

1) 点击菜单栏“系统设置”按钮，进入系统设置页面。 

2) 选择 Modbus RTU 通信协议，双击下方红框位置可以修改 Modbus 通讯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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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通讯参数设置页面，可以修改“接口类型”、“波特率”、“停止位”、“校验位”等。 

1) 需要注意的是，触摸屏的通讯参数必须与伺服驱动器的通讯参数一致。 

Modbus-RTU（RS485） 

功能码 
Modbus 
通讯地址 

功能参数说明 默认值 设置范围 单位 参数释义/功能描述 

P7-00 
0x0700 
4x1792 

RS485 站号 1 0-100 -   

P7-01 
0x0701 
4x1793 

RS485 波特率 9 0-16 - 

P7-01.0 为 P7-01 设置值的

第 1 位 
如： n.XXX□ 
0：300 
1：600 
2：1200 
3：2400 
4：4800 
5：9600 
6：19200 
7：38400 
8：57600 
9：115200 
A：192000 
B：256000 
C：288000 
D：384000 
E：512000 
F：57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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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7-01 
0x0701 
4x1793 

RS485 停止位 2 0-2 - 

P7-01.2 为 P7-01 设置值的

第 3 位 
如： n.X□XX 
0：2 位 
2：1 位 

P7-01 
0x0701 
4x1793 

RS485 校验位 2 0-2 - 

P7-01.3 为 P7-01 设置值的

第 4 位 
如： n.□XXX 
0：无校验 
1：奇校验 
2：偶校验 

Modbus-RTU（RS232） 

功能码 
Modbus 
通讯地址 

功能参数说明 默认值 设置范围 单位 参数释义/功能描述 

P7-10 
0x070A 
4x1802 

RS232 站号 1 0-100 -   

P7-11.0 
0x070B 
4x1803 

RS232 波特率 9 0-16 - 

P7-11.0 为 P7-11 设置值的

第 1 位 
如： n.XXX□ 
0：300 
1：600 
2：1200 
3：2400 
4：4800 
5：9600 
6：19200 
7：38400 
8：57600 
9：115200 
A：192000 
B：256000 
C：288000 
D：384000 
E：512000 
F：576000 

P7-11.2 
0x070B 
4x1803 

RS232 停止位 2 0-2 - 

P7-11.2 为 P7-11 设置值的

第 3 位 
如： n.X□XX 
0：2 位 
2：1 位 

P7-11.3 
0x070B 
4x1803 

RS232 校验位 2 0-2 - 

P7-11.3 为 P7-11 设置值的

第 4 位 
如： n.□XXX 
0：无校验 
1：奇校验 
2：偶校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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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下载使用 

1) 点击菜单栏“下载”按钮，进入下载设置页面。 

2) 在下载设置页面，勾选需要进行的下载操作，点击下载按钮，等待系统提示下载完成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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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压机系统使用说明 

3-1 第一步 配置系统参数 

3-1-1 设置减速比、导程参数 

进入“系统设置”页面，为避免操作人员误改参数造成系统无法正常使用，系统设置页面默认设置访问权

限，需要登录管理员账号才能进入该页面进行参数修改。默认密码为“666666”。 

 

进入页面后，选择“基础参数”子页面，根据机械配件实际情况设置电缸导程和减速比。若配置的电缸导

程为 10mm，减速比为 5，则将参数“丝杆导程”设置为 10mm，将“减速比（分子/分母）”设置为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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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设置压力传感器参数 

如下图所示，进入到“系统设置”-“基础参数”子页面，根据所安装压力传感器的实际参数进行对应设置。

若选用的压力传感器输出电压范围为 0V~10V，额定压力为 5 吨，则“传感器空载电压”设置为 0.000V，“传

感器额定电压”设置为 10.000V，“传感器额定压力”设置为 5000kg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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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第二步 检查 IO 信号是否正常 

3-2-1 设置 IO 参数 

如下图所示，进入到“系统设置”-“IO 参数”子页面，根据实际接线情况来调整 IO 参数。若按照默认点

位来接线，则只需要将未使用的信号点设置为 00 即可，若未按照默认的引脚定义来接线则需要根据实际使用

的点位来进行设置。 

其中“急停信号”和“安全光幕信号”默认值分别为 14 和 19，指使用 4 号和 9 号输入端子，采用常闭信

号。若实际采用的开关为常开信号的开关，则可以将对应 IO 参数分别设置为 04 和 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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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检查输入信号是否正确 

进入主页面，如下图所示，长按页面右侧的实时参数区域，打开调试监控参数窗口。在未使能状态下分别

触发启动运行按钮、暂停按钮、急停按钮、复位回原按钮、手动/自动切换按钮、正向点动按钮、反向点动按钮、

安全光幕信号、原点接近开关、上限位接近开关、下限位接近开关，观察对应 SI 端子的指示灯是否被点亮。若

对应 SI 端子指示灯状态与实际信号状态不一致，则需要检查线路连接是否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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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检查抱闸是否正常开启 

如下图所示，进入到“系统设置”-“基础参数”子页面，将“伺服使能模式”参数设置为“软件使能”。

进入“主页面”，点击“ ”按钮，使伺服处于使能状态，观察抱闸输出信号指示灯是否点亮，继电器开关是

否已吸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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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第三步 系统试运行 

3-3-1 标定原点 

若安装了原点接近开关和上下限位接近开关，则将“回原方式”设置为“原点信号回原”；将“回原指令生

效方式”设置为“同时生效”；将“限位方式”设置为“启用硬件限位”或“启用双限位”；将“指令运行触发

方式”设置为“通讯触发”或“混合触发”；将“信号回原自动标零”功能开启。 

进入“主页面”，点击“ ”按钮，使伺服处于使能状态；点击“ ”按钮将控制模式切换到“手动模

式”，点击“ ”或“ ”按钮，观察压机运行方向是否正确。若运行方向相反，则需要将“旋转方向取

反”功能打开。 

回到主页面，点击“ ”按钮，伺服压机执行回原动作，回到机械原点后会自动将机械原点位置标定为

绝对位置 0.00mm。 

若没有安装原点开关和上下限位开关，则需要手动操作压机，点动运行至机械原点位置，点击“ ”按

钮，将当前位置标定为绝对位置 0。 

将“回原方式”设置为“绝对位置回原”；将“限位方式”设置为“启用软件限位”；通过点动运行，确定

大致的上下限位位置，将绝对位置输入到“软件上限位位置”和“软件下限位位置”即可实现软件限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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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检查传感器 

机械治具安装完成后，可以选择一个样品或者可以用来试压的物体（如木块、橡胶缓冲块等）进行试压测

试。在压力传感器悬空不受力的状态下，点击“ ”按钮，对传感器零漂电压进行修正。点动下压至接近被

压物品处，进入到“系统设置”-“基础参数”子页面，将“点动速度”参数设置为 0.1mm/s。继续控制压机缓

慢点动下压，接触被压物品后观察传感器反馈电压和当前压力显示是否正确。若压力显示正确，且数值波动在

合理范围内，则可以正常使用。若压力传感器显示数值不正确或数值波动剧烈，请检查压力传感器是否正确接

地，或联系传感器供应商检查参数设置是否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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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第四步 存储系统配置数据 

上述所有参数都完成配置，且检查无误后，可以进入到“系统设置”-“基础参数”子页面，点击“下一页”

按钮即可进入如下图所示页面。 

 

点击“配置上传”按钮，当出现“配置上传成功”的提示，即表示当前“系统设置”菜单下的所有参数设

置都已存储至触摸屏。若出现更换伺服驱动器、伺服驱动器恢复出厂设置、操作人员误修改参数等情况，可以

点击“配置下载”按钮，将触摸屏中保存的配置参数重新下载到伺服驱动器内，快速完成参数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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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第五步 编辑压装程序 

该页面可以自由编辑压装动作，可以在一个压装任务中根据需要设定多步压装动作，实现各种复杂的压装

工艺。点击左侧步序号，选择该步序需要采用的触发方式、功能模式和完成条件，编辑对应的步序参数即可完

成一个检测窗口的设置。点击标题右侧的“？”图标，即可查看详细的解释说明。 

每个步序的触发方式、动作模式、相关参数、输出反馈等都可以独立设置。最多可实现 64 个压装步序。 

需要注意的是：步序一必须采用信号触发，最后一步必须采用“结束回原”或“结束回退”结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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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1 步序触发方式 

1) 自动触发 

上一步序运行完成之后，自动执行本步序。 

注：除步序一以外，其余步序都默认自动触发。 

2) 信号触发 

上一步序运行完成之后，需要再次收到启动运行信号上升沿执行本步序。若上一步序未执行完成时，启动

运行信号提前给到，则不响应该信号。 

注：步序一默认为信号触发。 

3) 条件触发 

上一步序运行完成之后，检测本步序对应的触发参数是否置 1，若参数为 1 则立即执行本步序。若参数不

为 1，则进入等待，直到触发参数置 1 时执行本步序。 

每一步都有独立的触发参数，步序一触发参数为 F4-00，步序二触发参数为 F4-01，步序三触发参数为 F4-

02，步序四触发参数为 F4-03……以此类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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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2 位置模式 

 

以“加速时间”加速至“下压速度”，然后以“下压速度”匀速下压至“目标位置”，到达目标位置时，速

度已经在“减速时间”内减至 0。 

“目标位置”可选择“绝对位置”或“相对位置”，“绝对位置”以位置 0 为基准，“相对位置”以上一步序

结束时的位置为基准。 

在下压过程中，压力不得超过“最大压力”，到达“目标位置”后，压力不得小于“最小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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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3 压力模式-外部信号结束 

 

以“PID 比例、积分、微分增益”建压至目标压力，PID 调节过程中速度限制在“速度限制”以内，压力

到达“目标压力”后继续通过 PID 维持压力，直到接收到外部信号（启动运行信号）后结束本步序。若在压力

到达前提前接收到外部信号，则立即结束本步序。 

在下压过程中，位置不得超过“最大位置”，压力不得超过“最大压力”；到达“目标压力”后以及接收到

外部信号时，位置不得小于“最小位置”，压力不得小于“最小压力”。 

通常只需要设置“PID 比例增益”和“PID 积分增益”，一般情况下“PID 比例增益”和“PID 积分增益”

设定为相同的数值。当压装特别坚硬的物品（如钢材、铝材等金属件）时，建议将两参数的数值设定在 10 ~ 50

之间；当压装较为坚硬的物品（如工业塑料、硬质木材等材料）时，建议将两参数的数值设定在 50 ~ 100 之间；

当压装能产生一定弹性形变的物品（如弹簧、硬质硅胶）或是用于挤压流体时，建议将两参数的数值设定在 100 

~ 500 之间。若设定的目标压力处于额定压力的 10% ~ 30%之间时，建议适当减小 PID 增益；若建压速度特别

缓慢时，可以少量多次地逐渐增加 PID 增益数值进行测试，在控制超调量的情况下尽可能提高生产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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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4 压力模式-位置到达结束 

 

以“PID 比例、积分、微分增益”建压至目标压力，PID 调节过程中速度限制在“速度限制”以内，压力

到达“目标压力”后继续通过 PID 维持压力，直到下压至“目标位置”。到达目标位置时，速度已经减至 0。若

在建压过程中提前到达“目标位置”，则立即结束本步序。“目标位置”可选择“绝对位置”或“相对位置”，“绝

对位置”以位置 0 为基准，“相对位置”以上一步序结束时的位置为基准。 

在压力到达“目标压力”后，位置不得小于“最小位置”，维持目标压力的最大时间不超过“恒压时间”，

若到达恒压时间还未压到目标位置，则按 NG 处理。在下压过程中，压力不得超过“最大压力”，到达“目标位

置”后，压力不得小于“最小压力”。 

通常只需要设置“PID 比例增益”和“PID 积分增益”，一般情况下“PID 比例增益”和“PID 积分增益”

设定为相同的数值。当压装特别坚硬的物品（如钢材、铝材等金属件）时，建议将两参数的数值设定在 10 ~ 50

之间；当压装较为坚硬的物品（如工业塑料、硬质木材等材料）时，建议将两参数的数值设定在 50 ~ 100 之间；

当压装能产生一定弹性形变的物品（如弹簧、硬质硅胶）或是用于挤压流体时，建议将两参数的数值设定在 100 

~ 500 之间。若设定的目标压力处于额定压力的 10% ~ 30%之间时，建议适当减小 PID 增益；若建压速度特别

缓慢时，可以少量多次地逐渐增加 PID 增益数值进行测试，在控制超调量的情况下尽可能提高生产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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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5 压力模式-时间到达结束 

 

以“PID 比例、积分、微分增益”建压至目标压力，PID 调节过程中速度限制在“速度限制”以内，压力

到达“目标压力”后继续通过 PID 维持压力，并开始计时，直到计时到达设定的“保压时间”后结束本步序。 

在下压过程中，位置不得超过“最大位置”，压力不得超过“最大压力”；到达“目标压力”后，位置不得

小于“最小位置”，压力不得小于“最小压力”。 

通常只需要设置“PID 比例增益”和“PID 积分增益”，一般情况下“PID 比例增益”和“PID 积分增益”

设定为相同的数值。当压装特别坚硬的物品（如钢材、铝材等金属件）时，建议将两参数的数值设定在 10 ~ 50

之间；当压装较为坚硬的物品（如工业塑料、硬质木材等材料）时，建议将两参数的数值设定在 50 ~ 100 之间；

当压装能产生一定弹性形变的物品（如弹簧、硬质硅胶）或是用于挤压流体时，建议将两参数的数值设定在 100 

~ 500 之间。若设定的目标压力处于额定压力的 10% ~ 30%之间时，建议适当减小 PID 增益；若建压速度特别

缓慢时，可以少量多次地逐渐增加 PID 增益数值进行测试，在控制超调量的情况下尽可能提高生产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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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6 速度模式-外部信号结束 

 

以“加速时间”加速至“下压速度”，然后以“下压速度”匀速下压，直到接收到外部信号（启动运行信号）

后结束本步序。 

在下压过程中，压力不得超过“最大压力”，位置不得超过“最大位置”，收到外部信号时，位置不得小于

“最小位置”，压力不得小于“最小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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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7 速度模式-位置到达结束 

 

以“加速时间”加速至“下压速度”，然后以“下压速度”匀速下压至“目标位置”，到达目标位置时，速

度仍然为“下压速度”，不进行减速。适用于需要快速衔接下一步序的应用场景。 

“目标位置”可选择“绝对位置”或“相对位置”，“绝对位置”以位置 0 为基准，“相对位置”以上一步序

结束时的位置为基准。 

在下压过程中，压力不得超过“最大压力”，到达“目标位置”后，压力不得小于“最小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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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8 速度模式-压力到达结束 

 

以“加速时间”加速至“下压速度”，然后以“下压速度”匀速下压，直到压力反馈到达“目标压力”。到

达目标压力时，速度仍然为“下压速度”，不进行减速。适用于需要快速衔接下一步序的应用场景。 

在下压过程中，位置不得超过“最大位置”，压力不得超过“最大压力”，到达“目标压力”后，位置不得

小于“最小位置”，压力不得小于“最小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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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9 等待模式 

 

锁轴维持当前位置，并开始计时，计时到达“等待时间”时结束本步序。 

在等待步序过程中，压力不得超过“最大压力”，不能低于“最小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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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10 END-回原模式 

 

END 步序为压装任务完成的标志，进入 END 步序的时刻即认为压装动作已经完成，输出合格信号。回原

相关配置参数在“系统设置”-“基础参数”页面。 

输出信号后，执行回原动作，回原结束后 BUSY 信号复位为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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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11 END-回退模式 

 

END 步序为压装任务完成的标志，进入 END 步序的时刻即认为压装动作已经完成，输出合格信号。 

输出信号后，执行回退动作，在“加速时间”内加速至“回退速度”，并以“回退速度”匀速运行至“回退

位置”，到达回退位置时，速度已经在“减速时间”内减至 0，回退结束后 BUSY 信号复位为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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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第六步 编辑曲线检测程序 

该页面可以设置曲线检测窗口和包络线，通过曲线检测来满足更高要求的质量合格判定。点击左侧曲线检

测窗口号，选择需要使用的检测窗口类型，在下方检测窗口参数框内输入窗口覆盖范围，即可完成一个检测窗

口的设置。点击检测窗口标题右侧的“？”图标，即可查看各个检测窗口的判定示例。最多同时支持 10 个检

测窗口。 

点击右侧的包络点序号，在包络线设置窗口内设置包络点坐标，可以单独选择启用或关闭“上包络点”和

“下包络点”。点击包络线设置标题右侧的“？”图标，即可查看包络点参数的设置说明。单侧包络线最多支持

20 个包络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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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1 最大位置窗口 

 OK 图例如下图所示： 

 NG 图例如下图所示： 

3-6-2 最大压力窗口 

 OK 图例如下图所示： 

 NG 图例如下图所示： 

3-6-3 穿越窗口 

 OK 图例如下图所示： 

 NG 图例如下图所示： 

3-6-4 配合窗口 

 OK 图例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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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G 图例如下图所示： 

3-6-5 左上限制窗口 

 OK 图例如下图所示： 

 NG 图例如下图所示： 

3-6-6 右上限制窗口 

 OK 图例如下图所示： 

 NG 图例如下图所示： 

3-6-7 右下限制窗口 

 OK 图例如下图所示： 

 NG 图例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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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8 峰值窗口（左上右限制窗口） 

 OK 图例如下图所示： 

 NG 图例如下图所示： 

3-6-9 顶部结束窗口 

 OK 图例如下图所示： 

 NG 图例如下图所示： 

3-6-10 右侧结束窗口 

 OK 图例如下图所示： 

 NG 图例如下图所示： 

3-6-11 平均值窗口 

 OK 图例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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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G 图例如下图所示： 

3-6-12 拐点窗口 

   若在任务完成时，窗口检测范围内不存在符合条件的拐点，则判定 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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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第七步 查询和导出历史记录 

该页面会记录每次运行的完成时间以及完成时的位置和压力，方便用于查看过往的使用记录和压装情况。

输入“查询起止时间”，点击“查询”按钮，即可查询时间范围内的历史记录。点击“导出”按钮，可以将历史

数据导出为表格，方便存档和查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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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第八步 保存和调用配方 

选择一个空白配方，点击“配方上传”按钮，即可将当前“压装设置”页面配置的压装任务保持到配方中，

配方后的空白栏内可以自行备注配方名称。若上传配方时选择了已经存储过数据的配方地址，则将会覆盖原有

配方数据。 

选择一个已经设置过的配方，点击“配方下载”按钮，即可将配方中存储的数据写入伺服驱动器。 

配方数量取决于触摸屏掉电保存寄存器的数量，目前支持 120 组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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