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门子可编程控制器1P6ES7510-1DJ00-0ABO生产厂家

产品名称 西门子可编程控制器1P6ES7510-1DJ00-0ABO生产
厂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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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门子可编程控制器1P6ES7510-1DJ00-0ABO生产厂家 紧接着，今年1月，广东唐智能科技产业发展有限
公司（简称唐智能）与广东融川股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简称融川）联合发起的东莞民间只机器人产业
基金智能制造产业基金正式成立，该基金总规模15亿元。对于东莞机器人产业的，东莞市博实睿德信机
器人股权公司总经理王家砚看好东莞市场，并将立足于东莞辐射。基于东莞完善的产业基础，机器人股
权产业基金成立，有利于促进产业与资本市场的对接，助力东莞机器人以及智能装备产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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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门子可编程控制器1P6ES7510-1DJ00-0ABO生产厂家 2008-2013年期间，内市场：工业机器人市场需求从



2010年开始激增，2013年，成为的机器人市场，占总份额的20%，机器人销量为36560台，至2014年销量已
达到56000台。2008-2014年期间，工业机器人安装量年平均增长率为36%。工业机器人的市场主要集中在
汽车、汽车零部件、家电、工程机械、石油化工等行业，其中汽车整车及零部件制造一直是工业机器人
的重要应用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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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门子可编程控制器1P6ES7510-1DJ00-0ABO生产厂家 在机器人关键零部件研发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研制出了交、直流伺服电机及驱动系统、光电编码器、滚珠丝杠、液压元部件、谐波减速器等关键零部
件。但总体而言，机器人关键零部件的研发和制造能力还比较薄弱、技术水平较低、性能质量不高，并
成为一直以来制约机器人产业发展的短板问题。目前工业机器人所需精密减速器、伺服电机及驱动器等
关键部件约占多关节工业机器人成本的70%左右，特别是性能可靠的精密减速器、高精度传感器等内能
够提供规模化生产的企业还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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