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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详情

AB罗克韦尔1757-SRM冗余模块现货直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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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工业时代正在到来，能源供应体系的重塑和工业降碳是其核心驱动力。中国的“十四五”规划、欧盟
的绿色协议、美国的通胀削减法案、印度的节能法案、日本的绿色增长战略均表明，世界主要经济体正
争相引领眼下由零碳技术引发的新工业竞速。

总部位于布鲁塞尔的智库“战略视角”新发布的报告全面分析了中国、欧盟、美国、印度和日本在能源
和工业转型上的驱动因素和表现。数据表明，中国在多个领域存在优势，欧盟和美国在加速补短板。印
度和日本也仍在竞争之列，但表现略显逊色。尽管日本经济具备潜力，但它似乎错过了新工业时代的关
键机遇。

中国是零碳技术竞赛中显而易见的领跑者。报告称，去年，中国是全球零碳技术投资的大贡献者，欧盟
和美国紧随其后。仅中国的新增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就将占到2023年全球新增装机容量的55%，全球一半
以上的电动汽车在中国的道路上行驶。据彭博新能源财经统计，2023年上半年，全球可再生能源投资猛
增22%，高达3580亿美元，创下同期历史新高。其中中国的可再生能源投资高达1770亿美元，占全球投资
额近半，蝉联全球大可再生能源投资市场。

中国在太阳能和电池供应链的构建上遥遥，零碳技术制造创造了数以百万计的新就业机会和新经济活动
。报告认为，中国在风能和热泵行业的市场份额也在不断扩大，给欧盟和美国的竞争对手带来了压力。

基于加快能源转型、应对美国通胀削减法案等考量，欧盟正加紧推出自身绿色产业政策。2022年，欧盟



绿色产业呈现出强劲发展势头，风、光发电创下占总发电量22%的历史新高，低碳能源转型技术的投资
额达1800亿美元。欧盟还是全球第二大电动汽车市场，拟到2035年停售新的燃油汽车。

报告显示，欧盟是全球零碳技术投资领域的第二大贡献者。2023年上半年欧盟的海上风电投资实现了大
幅增长，比去年同期增加了94亿美元，但仍未能达到市场佳活跃状态。今年2月，欧盟委员会公布了提高
欧洲净零产业竞争力和加速气候中和转型的“绿色协议产业计划”。不少分析认为，太多的条件、合规
要求和报告规则可能令这一政策工具在具体实施中面临诸多掣肘。

美国近些年的能源转型投资呈现上升趋势。与欧盟不同，美国的通胀削减法案将重点放在税收激励上，
以此快速扩充净零排放行业。据彭博新能源财经统计，2023年上半年，美国可再生能源投资处于全球第
二位，投资额为255亿美元。与中国的可再生能源市场体量相比仍有显著差距，但这创下其史上新高。

日本高度依赖天然气、石油和煤炭进口，是该报告所涵盖的发达国家中唯一一个净零投资有所下降的经
济体，从2020年的243.2亿美元降至2021年的176.5亿美元。尽管日本近期推出了绿色创新基金，预计在十
年内提供2万亿日元的预算来支持其国内工业优先领域的研发，但由于其政府寻求部署广泛的低碳技术，
无法集中提高技术效率，导致该国能源和工业净零转型进程正在放缓。此外，日本是唯一没有宣布淘汰
煤炭的G7国家。

在电动汽车领域，日本面临落后风险。报告认为，高度锁定混动技术削弱了日本从电动汽车快速发展中
获益的能力，也阻碍了其汽车制造商参与全球电动汽车销量竞赛。

印度对能源转型雄心勃勃。该国政府在第26届联合国气候峰会上承诺到2032年将可再生能源装机规模大
幅提高到600GW。目前，印度的风、光发电占比较2017年增加了一倍，达到9%。然而，国际能源署估算
，到2030年印度的能源转型每年将花费约1600亿美元，是目前投资水平的三倍，目前可用于可再生能源
的研发投资存在巨大缺口。同时，印度更倾向于发展个别行业，而没有一个全面的、以经济为重点的工
业计划，不足以使其在全球零碳技术价值链中占据显著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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