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门子数字量输入输出模块技术指导

产品名称 西门子数字量输入输出模块技术指导

公司名称 上海鑫瑟电气设备有限公司

价格 .00/块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上海市松江区仓轩路211弄10号602

联系电话  18201996087

产品详情

通讯 

SIMATIC S7-300的CPU 支持以下通信类型： 

过程通讯： 对于通过总线（AS-接口、PROFIBUS DP 或者
PROFINET）实现循环寻址的I/O模块（互换过程图像）。从循环执行层调用过程通讯。
西门子数字量输入输出模块技术指导 指出，河北省对环境保护工作的重视程度和工作力度，与要求和群
众期盼仍有较大差距。其中，违法违规上马项目问题突出、部分区域环境质量急剧恶化等环境问题依然
十分突出。为贯彻落实、务院关于环境保护的重要决策部署，2015年12月31日至2016年2月4日，环境保护
组对河北省开展了环境保护，并形成反馈意见。指出河北存在的主要问题包括：一是环境保护工作压力
传导不到位。根据谈话中各级干部的反映，2013年至2015年7月间，原主要对环境保护工作不是真重视，
没有真抓。 

数据通讯： 用于自动化系统间或多个自动化系统与HMI之间的数据交换。数据通信循环地进行，也可以
基于事件驱动通过块由用户程序发起。 

STEP 7的操作界面极为友好，显著地简化了用户的通信功能组态工作。 

 本公司销售的一律为原装正品，一罚十，可签正规的产品购销合同，24小时销售热线：18201996087 

数据通讯 

SIMATIC S7-300拥有不同的数据通信机制： 

使用MPI，通过全局数据通信，实现联网CPU之间的数据包循环交换。 

借助通信功能，与其它伙伴完成事件驱动型通信。网络连接通过MPI、PROFIBUS或PROFINET实现。
西门子数字量输入输出模块技术指导 而这种独一个性的特色在于可以根据顾客的需求来进行制作，这种



个性定制其实也是未来门窗行业趋势。日前，机器人TOP10在辽宁沈阳成立。根据发展目标，2020年将
实现产业规模持续增长。六轴及以上自主品牌工业机器人年产量达到5万台以上。服务机器人年销售收入
超过200亿元。此外，还将培育3家以上具有竞争力的龙头企业。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斌出席成立大
会并讲话，辽宁省副刘强、机器人产业联盟秘书长宋晓刚等出席大会并致辞。 

全局数据 

借助“全局数据通信”服务，联网CPU彼此之间可以循环地交换数据（多可达8 GD 数据包，每周期22个
字节）。据此，可以实现，例如，某个CPU访问另一个CPU的数据、位存储单元和过程图像等信息。只
能通过 MPI 进行全局数据交换。组态通过STEP 7的GD表完成。 

通讯功能 

使用系统已经集成的块，可以建立S7/C7伙伴之间的通信服务。 

这些服务是： 

通过 MPI 进行 S7 基本通讯。 

通过 MPI、C 总线、PROFIBUS 和 PROFINET/工业以太网的 S7 通讯。 S7-300 可以用于： 

用作服务器时，使用MPI、C总线和PROFIBUS 

用作服务器或客户端时，使用集成式PROFINET接口 

使用reloadable块，可以建立与S5伙伴和非西门子设备之间的通信服务。 

通过 PROFIBUS 和工业以太网进行的 S5 兼容通讯。 

通过 PROFIBUS 和工业以太网进行的标准通讯（非西门子系统）。 

与全局数据不同的是，对于通信功能，必须为其建立通信连接。 

集成到 IT 领域中 

借助自动化工程组态，使用S7-300，可以更加方便地接入现代化的信息技术世界。使用CP 343-1
Advanced，可以实现以下信息技术功能： 

IP 路由； 借助IP访问列表，将IP V4报文以不低于Gigabit的速度转发至受控PROFINET接口。 

WEB 服务器； 使用标准浏览器，可以浏览大至30
MB可自由定义的HTML网页；通过FTP处理自己的文件系统中的数据 

标准诊断页； 无需额外工具，就可以在工厂内完成插装在安装机架上的所有模块的快速诊断工作。 

E-mail； 直接从用户程序中发送认证电子邮件。电子邮件客户端设计有通知功能，可以在控制程序中直
接通知用户。 

通过 FTP 进行通讯； 大多数操作系统平台都可以使用的开放协议 

设计有30 MB RAM文件系统，可以用作动态数据的中间存储器。 



S7-300 PROFINET CPU集成有Web服务器。因此，标准Web浏览器可以读出S7-300站中的信息
西门子数字量输入输出模块技术指导 据悉，随着产业结构调整和供给侧改革的有序推进，2017年前后，
重庆机电集团将形成一批产权清晰、主业精干、竞争力强、效益显著的10-50亿左右规模的实体企业，构
建起集团+N个上市公司+资产公司的组织架构，终实现整体上市的改革目标。重创新，降低成本加快转
型升级今年3月，在重庆机电集团第二届科技进步大会上，8项成果、51名员工获得集团重金奖励，同时
确定了30个技术创新项目。这也意味着集团两年一表彰、一年一推进的科技创新常态化机制已经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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