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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详情

工控设备1756-CNB/E 控制网桥模块E系列 全新原装质保一年

1．输入/输出单元

输入/输出单元通常也称I/O单元或I/O模块，是PLC与工业生产现场之间的连接部件。

PLC通过输入接口可以检测被控对象的各种数据，以这些数据作为PLC对被控制对象进行控制的依据；同
时PLC又通过输出接口将处理结果送给被控制对象，以实现控制目的。

由于外部输入设备和输出设备所需的信号电平是多种多样的，而PLC内部CPU的处理的信息只能是标准
电平，所以I/O接口要实现这种转换。

I/O接口一般都具有光电隔离和滤波功能，以提高PLC的抗干扰能力。另外，I/O接口上通常还有状态指
示，工作状况直观，便于维护。

PLC提供了多种操作电平和驱动能力的I/O接口，有各种各样功能的I/O接口供用户选用。I/O接口的主要
类型有：数字量（开关量）输入、数字量（开关量）输出、模拟量输入、模拟量输出等。

常用的开关量输入接口按其使用的电源不同有三种类型：直流输入接口、交流输入接口和交/直流输入接
口。

常用的开关量输出接口按输出开关器件不同有三种类型：是继电器输出、晶体管输出和双向晶闸管输出
。



继电器输出接口可驱动交流或直流负载，但其响应时间长，动作频率低；而晶体管输出和双向晶闸管输
出接口的响应速度快，动作频率高，但前者只能用于驱动直流负载，后者只能用于交流负载。

PLC的I/O接口所能接受的输入信号个数和输出信号个数称为PLC输入/输出（I/O）点数。I/O点数是选择
PLC的重要依据之一。当系统的I/O点数不够时，可通过PLC的I/O扩展接口对系统进行扩展。

2．通信接口

PLC配有各种通信接口，这些通信接口一般都带有通信处理器。

PLC通过这些通信接口可与监视器、打印机、其它PLC、计算机等设备实现通信。

PLC与打印机连接，可将过程信息、系统参数等输出打印；与监视器连接，可将控制过程图像显示出来
；与其它PLC连接，可组成多机系统或连成网络，实现更大规模控制。

与计算机连接，可组成多级分布式控制系统，实现控制与管理相结合。远程I/O系统也必须配备相应的通
信接口模块。

3．智能接口模块

智能接口模块是一独立的计算机系统，它有自己的CPU、系统程序、存储器以及与PLC系统总线相连的
接口。

它作为PLC系统的一个模块，通过总线与PLC相连，进行数据交换，并在PLC的协调管理下独立地进行工
作。

PLC的智能接口模块种类很多，如：高速计数模块、闭环控制模块、运动控制模块、中断控制模块等。

面对日益严苛的气候挑战，实现“碳达峰、碳中和”已经成为推动我国可持续与高质量发
展的内在要求。与之相关的是，7月11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推动能耗双控逐步转向碳排放双控的意见》，提出有计划、分步骤地推动能耗双控
转向碳排放双控，对统筹好发展和减排关系，加快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与高质
量发展提出进一步要求。

 

在这一背景下，各行各业的减碳路径与目标进一步明确，企业需要更加落地的减碳方案来
厘清碳减排进度、衡量减碳结果。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汽车在生产环节产生的年碳排放
量在0.6亿～0.7亿吨左右。对汽车制造企业而言，如何在确保稳定生产和经营的基础上，
全面提升能源使用效率与生产运维效率，有效减少碳排放，成为赢得竞争的关键。而加大
数字化创新应用与加强能效管理水平，则成为重要的技术切入点和转型着力点。

 



 

以咨询服务为核心，EMS+打造行业能源管理解决方案

 

凭借在全球能源管理和工业自动化领域的深厚积淀，及自身在可持续发展方面的丰富实践
，施耐德电气新一代数字化能效及运维管理系统平台——能效管控加（以下简称EMS+）
，以咨询服务为核心，为客户量身打造能效管理体系，助力客户实现能源数据的深度挖掘
与分析，提高能源优化效率，帮助企业节能减排，降本增效。

 

以咨询服务为核心：在企业减碳的过程中，由于所处的行业、发展阶段、减碳目标不尽相同，需要根据
自身的情况具体分析。施耐德电气EMS+以咨询服务为核心，通过搭建基于行业特性和业务场景的能源管
理体系，结合用户需求深入挖掘数据价值，助力实现能源效率的可持续优化和高效运营。

行业特点：不同行业之间对于能源消耗、利用效率的分析和管理有非常大的差异，EMS+依托施耐德电气
丰富的行业经验，依据不同的行业属性，提供基于各类行业和应用的分析功能模块，同时也提供多个行
业专属功能包，供客户按需选用。

定制化交付：EMS+根据用户不同的行业特点和管理手段，提供不同程度的定制化解决方案，保证用户终
使用的系统符合其运营习惯，真正让企业各个团队使用起来，终达成节能收益。一般情况下，EMS+定制
化内容的规模占整个项目的40%~60%左右。

 

EMS+融合AI算法，解锁汽车行业能源管理新范式

 

目前，EMS+聚焦汽车制造、食品饮料、矿业建材与有色、新能源等面临减排减碳与数字
化转型挑战的行业，在契合其业务性质的同时，能够带来多种可见、可用的企业、集团级
收益。特别是在汽车行业，施耐德电气拥有丰富的行业经验和实践案例，通过AI算法在E
MS+行业应用的落地，推动汽车行业能源效率和运营效率的双重提升。

 

借助AI算法，EMS+助力企业降低公辅动力能耗。公辅车间是工厂的能源基础设施，涵盖
空压系统、制冷系统、循环水系统、配电系统、锅炉系统等，数据显示，为生产活动提供
水、电、气、冷、热等公共辅助类动力能耗约占整厂能耗的30%-60%。施耐德电气将AI算
法融入到EMS+应用中，为某大型汽车集团提供冷机和空压机的优化控制方案，整体降低
能耗空间约为10%~15%。



 

AI加持，EMS+可实现能源预测，优化客户运营，能源预测是指对各种能源的需求量及其
比例关系的未来状况的推测。对于能源指标管理，正确的能源预测是制定合理的能源消耗
考核指标的基础，也是能源管理系统顺利执行的基础。汽车行业中，单车能耗随产量以及
季节（室外温度）的影响较大，且很难通过建立固定数理模型进行量化分析。在此情况下
可利用大数据分析回归算法对车间综合能耗、非生产时间能耗以及电能需求进行预测，同
样可进一步基于能耗进行排产预测，并对排产计划进行优化处理。

 

EMS+与AI算法融合，通过机器学习算法寻找企业生产工艺中的规律，通过运筹学算法在
满足生产安全的前提下，实现企业生产工艺中全局设备组合和参数的优解，从而帮助企业
实现生产工艺流程的优化节能。EMS+在典型高能耗供应段结合AI算法，进一步围绕生产
工艺深挖节能潜力，以某大型汽车生产基地为例，在其汽车涂装线，通过应用施耐德电气
EcoStruxure AI引擎开发出的涂装生产工艺车身动态感知系统和设备优化算法，达成烘干炉
设备开启/关闭时间优化，计划停线时间优化，切实帮助该汽车生产基地实现重点工艺段
节能降耗与效率提升，预计节能收益每年超百万元，2年可以收回投资。

 

“双碳”目标下，企业发展要兼顾绿色减排与降本增效。从技术路线看，建立一套可持续
的能源管理体系长期规划，通过数字化技术提高运营效率，通过绿色低碳技术实现节能减
排，已成为汽车产业实现可持续与高质量发展的优解。作为全球能源管理和自动化领域数
字化转型的专家，施耐德电气将坚持创新驱动，通过能源管理与工业自动化的融合、挖掘
更多人工智能、大数据在工业场景的技术应用，结合更多数字化解决方案，帮助汽车及更
多行业更快、更好地破解“双碳”挑战，制胜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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