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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西门子S7-226 PLC的分布式海关条码监控系统

上海浔之漫智控技术公司授权代理商，价格优势

内存卡 

6ES7 953-8LF20-0AA0 SIMATIC Micro内存卡 64kByte(MMC)

6ES7 953-8LG11-0AA0 SIMATIC Micro内存卡128KByte(MMC)

6ES7 953-8LJ20-0AA0 SIMATIC Micro内存卡512KByte(MMC)

6ES7 953-8LL20-0AA0 SIMATIC Micro内存卡2MByte(MMC)

6ES7 953-8LM20-0AA0 SIMATIC Micro内存卡4MByte(MMC)

6ES7 953-8LP20-0AA0 SIMATIC Micro内存卡8MByte(MMC)

系统功能



如图1，该系统是一个分布式海关条码监测系统，它通过各闸口条码扫描仪自动识别经过
车辆的条码标志，从而判断是否应该放行以及应当采取的措施。系统根据读单情况按预先
设定流程动作做相应处理，包括开闸放行、落闸、各种非正常情况下的报警并自动闭锁、
各项数据送上位机处理、接收上位机指令并相应动作、接收上位机组态命令等等，系统自
动检测当前工作状况并能在出错的情况下安全退出。

3 系统结构

过往车辆上的条码由条码扫描仪读入并通过通讯转换RS232/RS485送入S7 226
PLC 的Port0口，S7 226 PLC的Port1口连接PC机。

1． PLC S7-226

SIMATIC S7是西门子公司生产的具有很高的性能价格比的微型可编程序控制器，它具有
结构小巧，运行速度高，价格低廉及多种集成功能等特点。它主要包括如下部件：

① 中央处理器（CPU）  ②输入和输出（I/O）  ③编程口

S7-226的编程环境

西门子公司专为SIMATIC S7-200系列PLC设计了编程软件STEP 7 Micro/Dos和Micro/WIN
V2.0以及当前的新版本Micro/WIN V3.2，它们主要用于用户开发SIMATIC S7-200系列PLC
的控制程序，以及实时监控程序的执行状态。这两种编程环境都方便易用。

S7-226的其它特性

① 高速计数器：高速计数器用来记录电频率高达7KHz的脉冲，并可连接两个垂直900的脉
冲串计数。使用s7-200可以更容易地定位，或对快速移动物体进行计数。

② 口令保护：由用户定义的口令，可防止对可编程序控制器及其内存进行非法访问。

③ EPROM存储卡：为插入式内存卡，用于存储程序且不易丢失，以及无需编程设备进
行程序移植复制。

④ 模拟量调节：模拟量调节是一种通过旋转位子盖板里面的微调电位器，来改变两个用
户变量的硬件方法，这些变量可以手动改变以实现微调控制。

⑤ 强制功能：可用于强制控制任何输入和输出点。强制功能，可以在RUN或STOP方式下
使用。

⑥ 实时时钟：可由程序指令访问，用于控制日期。

⑦ 脉冲输出：可选为两个50%负载周期的脉冲串输出控制，或特定的脉宽调制输出控制。



⑧
自由接口方式：用户可用梯形图编程来定义通讯口参数，提供与不同智能设备的连接。

⑨ 特殊标志：在可编程序控制口与你的程序之间提供状态及控制功能的内部数据位。

⑩ 符号地址：允许你在程序中使用名称作为I/O点的地址。

2．条码扫描仪

采用美国Metrologic公司的MS700 i串行激光条码扫描仪，扫描速度达2000线 / 秒，可靠
扫描距离在0—7英寸区域内，在扫描区内有20条激光扫描线,分五个方向对条形码进行扫
描，可选择12种条形码码制，通过RS 232接口与PLC进行通信。与CCD扫描仪相比，激光
扫描仪首读率高，能高速扫描识读任意方向通过的条码且对操作者要求低，实际应用中效
果很好。

3．中文显示屏

中文显示屏使用自定义通信协议通过RS 485接口与PLC通信。

4 软件设计

1、PLC软件设计

（1）PLC与PC的通信及条码识别

PLC与PC之间的通信采用RS-485/RS-232方式，信号的转换由RS-232/RS-485转换器完成。
以下简要介绍S7-200系列与自由口功能有关的寄存器SMB2，SMB3，SMB30，它们主要用
于自由口通讯方式的确定及运行管理。

控制字寄存器SMB30用于存储通讯方式控制字，由用户写入，属于可读写的特殊标志位寄
存器。其格式如下：

mm：（通信协议）00   PPI协议（从机）

               01   自由口协议

               10   PPI协议（主机）

               11   保留（缺省为PPI从机）

bbb：（波特率）  000~111依次对应38400 bps ~  300 bps波特率

pp：（校验方式） 00    无校验



                01    偶校验

                10    无校验

                11    奇校验

通讯接收字符缓冲器SMB2用于存放在自由口通讯方式下接收到的当前字符，它是一个暂
存寄存器，一般应在下一步取走其中的内容。 

通讯校验结果寄存器SMB3，在作自由口通讯时，PLC的通讯接口按由SMB30规定的奇偶校
验方式对所接收到的信号作校验。若检测到错误，PLC自动将SMB3.0置1，根据此标志位
，可决定当前信息的取舍，同时还可在出错的情况下，将此错误位发送给对方，以便要求
它重发。

在S7 226 PLC中，集成了两个RS485数据通讯端口，可使用专用的位通讯协议作波特率高达
38.4kbit/s 的高速通讯，并可按步调整。

以下为PLC接收部分程序片段：

LD  SM0.1  //个扫描周期接通  

MOVB  9, SMB30 //初始化port0口

ATCH  INT_0, 8  //指定port0口接收事件由中断0处理

MOVD   &VB101, VD96   //指针VD96指向VB101开始的V寄存器区

MOVD   &VB0, VD36   //VD36也指向VB101开始的V寄存器区

MOVB   0, VB41   //接收字符个数清0

下面为中断0片段（接收并存储）：

LD  SM0.0   //一直接通

MOVB   SMB2, *VD36  //只要接收到字符就存入指针VD36所指向的区域，

                    //即VB101开始的V寄存器区

INCD  VD36  //指针下移，为接收并存储下一字符作准备

INCB  VB41  //字符计数个数加一

当PLC需要向PC传送数据时，可以通过以下代码实现：



PLC发送部分程序片段：

LD  SM0.1   //个扫描周期接通  

MOVB   9, SMB130  //初始化port1口

MOVB   14, VB100  //将14存入VB100中

XMT  VB100,1  //指定port1口发送自VB101开始的V寄存器区，

              //发送字符个数由VB100的内容决定

以下为PLC接收条码并判断部分：

LDB= SMB2, 10  //收到换行符，条码结束

LPS

MOVD   &VB0, VD36

AB<>  VB41, 14  //总共收到条码字符数不等于14，出错，

S  M0.1, 1 //置位M0.1

LRD

AB=VB41, 14  //总共收到条码字符数等于14，正确，

R M0.1, 1  //复位M0.1

LPP

MOVB  0, VB41 //接收字符个数清0，为下一次接收作准备

（2） 条码扫描仪与PLC的通信

Metrologic MS700i可以通过开机扫描设置条码而设定通信协议及条码类型，并可以通过
连机方式从一台扫描仪“克隆”工作方式从而达到成组设定的目的。条码扫描仪与PLC之
间的通信采用RS232/RS485方式，使用条码扫描仪自带通讯电缆。

（3） 显示屏与PLC的通信

由PLC根据条码扫描情况发送给显示屏相应的信息用以显示当前状况，使用RS485通讯
协议。通信格式为：头尾各为十六进制02和03以标志信息起始，中间为ASCII码的状态信



息。

2、上位机软件设计

PC机的监控程序用Delphi5.0完成，分为组态环境和运行环境两部分。组态环境下，用户可
对每一闸口进行PLC参数、状态设定及条码设定；运行环境下，对各闸口实时监控，必要
时发出控制命令，并具备历史数据存储和报表打印功能。

考虑通信方案如下：

（1） 引用VB的MsComm控件或第三方通信控件；

（2） 通过Delphi中嵌入汇编直接对端口操作实现通讯（如BIOS串行通信功能调用 INT
14H）；

（3） 调用Windows API 函数实现；

由于方案1存在发布问题，方案2存在一定危险性，所以在实际开发过程中我们采用方案3
，通过CreateFile、CloseHandle、ReadFile、WriteFile、SetCommState、GetCommState等API
函数及DCB设备控制块的操作实现PC-PLC快速可靠的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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