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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注意事项
(使用之前请务必阅读)

在使用本产品之前，请仔细阅读本手册以及本手册中所介绍的关联手册，同时在充分注意安全的前提下正确

地操作。

本手册中的注意事项仅记载了与本产品有关的内容。关于可编程控制器系统方面的安全注意事项，请参阅所

使用的 CPU 模块的用户手册。

在 “ 安全注意事项” 中，安全注意事项被分为 “ 警告” 和 “ 注意” 这二个等级。

此外，注意根据情况不同，即使 “ 注意” 这一级别的事项也有可能引发严重后果。

对两级注意事项都须遵照执行，因为它们对于操作人员安全是至关重要的。

请妥善保管本手册以备需要时阅读，并应将本手册交给最终用户。

警  告警  告

注  意注  意

表示错误操作可能造成危险后果，导致死亡或重伤事故。

表示错误操作可能造成危险后果，导致中度伤害、轻伤及设备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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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计注意事项 ]

警告
● 关于网络通信异常时各站的动作状态，请参阅各网络的手册。

误输出、误动作可能导致事故。

● 将外围设备连接到 CPU模块上，或将个人计算机等的外部设备连接到智能功能模块上，对运行中的可编

程控制器进行控制 (数据更改 )时，应在程序中配置互锁电路，以确保整个系统始终都会安全运行。

此外，对运行中的可编程控制器进行其它控制 ( 程序更改、运行状态更改 ( 状态控制 )) 时，应仔细

阅读手册并充分确认安全之后再进行操作。

尤其是通过外部设备对远程的可编程控制器进行上述控制时，由于数据通信异常可能无法立即对可编

程控制器侧的故障进行处理。应在顺控程序中配置互锁电路的同时，在外部设备与可编程控制器 CPU

之间确定发生数据通信异常时系统方面的处理方法等。

● 请勿对智能功能模块的缓冲存储器的 “ 系统区 ”进行数据写入。

此外，在从可编程控制器 CPU 对智能功能模块的输出信号中，请勿对“ 禁止使用 ” 的信号进行输出

(ON) 操作。

如果对 “ 系统区 ”进行数据写入，或对 “ 禁止使用 ”的信号进行输出，有可能导致可编程控制器

系统误动作。

注意
● 请勿将控制线及通信电缆与主电路及动力线等捆扎在一起，或使其相互靠得过近。

应该彼此相距 100mm 及以上。

否则噪声可能导致误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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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装注意事项 ]

注意
● 应在符合所使用的 CPU 模块的用户手册的“ 一般规格 ” 中记载的环境下使用可编程控制器。

在不符合一般规格的环境下使用可编程控制器时，有可能导致触电、火灾、误动作、产品损坏或性能

变差。

● 应在按压模块下部的模块安装用杆的同时，将模块固定用凸出部可靠插入到基板的固定孔中，以模块

固定孔为支点进行安装。

如果模块未正确安装，有可能导致误动作、故障、脱落。

在振动较多的环境下使用时，应将模块用螺栓拧紧。

● 应在规定的扭矩范围内拧紧端子螺栓。

如果螺栓拧得过松，可能导致脱落、短路、误动作。

如果螺栓拧得过紧，可能会损坏螺栓及模块而导致脱落、短路、误动作。

● 在安装及拆卸模块时，必须先将系统使用的外部供应电源全部断开后再进行操作。

如果未全部断开，有可能导致产品损坏。

● 请勿直接触碰模块的导电部分及电子部件。

否则有可能导致模块的误动作、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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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线注意事项 ]

警告
● 在配线作业时，必须先将系统使用的外部供应电源全部断开后再进行操作。

如果未全部断开，有可能导致触电或产品损坏。

● 在配线作业后，进行通电、运行的情况下，必须安装随产品附带的端子盖板。

如果未安装端子盖板，有可能导致触电。

注意
● 对于外部设备连接用连接器，应使用生产厂商指定的工具进行压装、压接或正确焊接。

如果连接不良，有可能导致短路、火灾或误动作。

● 连接器应可靠安装到模块上。

● 在对模块配线时，应在确认产品的额定电压及端子排列的基础上正确地进行操作。

如果输入了与额定不相符的电压及，连接了与额定不相符的电源或配线错误，有可能导致火灾、故障。

● 模块上连接的电线及电缆必须纳入导管中，或通过夹具进行固定处理。

如果未将电缆纳入导管中或未通过夹具进行固定处理，有可能由于电缆的晃动或移动、不经意的拉拽

等导致模块及电缆破损、电缆连接不良从而引发误动作。

● 连接电缆时，应在确认连接的接口类型的基础上，正确地操作。

如果连接了不同类型的接口或者配线错误，有可能导致模块、外部设备故障。

● 应在规定的扭矩范围内拧紧端子螺栓。

如果螺栓拧得过松，可能导致脱落、短路、误动作。

如果螺栓拧得过紧，可能会损坏螺栓及模块而导致脱落、短路、误动作。

● 拆卸模块上连接的电缆时，请勿用手握住电缆部分拉拽。

对于带连接器的电缆，应用手握住模块连接部分的连接器进行拆卸。

对于端子排连接的电缆，应将端子螺栓松开后再进行拆卸。

如果在与模块相连接的状态下拉拽电缆，有可能导致模块及电缆的破损、电缆的连接不良从而引发误

动作。

● 应注意防止切屑及配线头等异物掉入模块内。

否则有可能导致火灾、故障及误动作。

● 为防止配线时配线头等异物混入模块内，模块上部贴有防止混入杂物的标签。

在配线作业期间，请勿撕下该标签。

在系统运行时，必须撕下该标签以利散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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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启动 · 维护注意事项 ]

[ 废弃注意事项 ]

警告
● 请勿在通电状态下触碰端子。

否则有可能导致触电。

● 在清扫、拧紧端子螺栓、模块固定螺栓时，必须先将系统使用的外部供应电源全部断开后再进行操作。

如果未全部断开，有可能导致模块故障及误动作。

如果螺栓拧得过松，可能导致脱落、短路、误动作。

如果螺栓拧得过紧，可能会损坏螺栓及模块而导致脱落、短路、误动作。

注意
● 将外围设备连接到运行中的 CPU模块上进行在线操作 (特别是程序更改、强制输出、运行状态的更改 )

时，应仔细阅读手册并充分确认安全后再进行操作。

否则操作错误可能导致机械损坏及事故。

● 请勿拆开或改造模块。

否则可能导致故障、误动作、人身伤害或火灾。

● 在使用便携电话及 PHS 等无线通信设备时，应在全方向与可编程控制器本体保持 25cm 及以上的距离。

否则有可能导致误动作。

● 在安装及拆卸模块时，必须先将系统使用的外部供应电源全部断开后再进行操作。

如果未全部断开，有可能导致模块故障及误动作。

● 产品投入使用后，模块与基板及端子排的拆装次数不应超过 50次 (根据 IEC 61131-2 规范 )。

此外，如果超过了 50 次，有可能导致误动作。

● 在接触模块之前，必须先接触已接地的金属等，释放掉人体等所携带的静电。

如果不释放掉静电，有可能导致模块故障或误动作。

注意
● 产品废弃时，应将其作为工业废弃物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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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产品的应用

(1) 在使用三菱可编程控制器时，应该符合以下条件 :即使在可编程控制器设备出现问题或故障时也不会

导致重大事故，并且应在设备外部系统地配备能应付任何问题或故障的备用设备及失效安全功能。

(2) 三菱可编程控制器是以一般工业用途等为对象设计和生产的通用产品。因此，三菱可编程控制器不

应用于以下设备 ·系统等特殊用途。如果用于以下特殊用途，对于三菱可编程控制器的质量、性

能、安全等所有相关责任 （包括但不限于债务未履行责任、瑕疵担保责任、质量保证责任、违法行

为责任、生产物责任），三菱电机将不负责。

·面向各电力公司的核电站以及其它发电厂等对公众有较大影响的用途。

·用于各铁路公司或公用设施目的等有特殊质量保证体系要求的用途。

·航空航天、医疗、铁路、焚烧 ·燃料装置、载人移动设备、载人运输装置、娱乐设备、安全设备

等预计对人身财产有较大影响的用途。

然而，对于上述应用，如果在限定于具体用途，无需特殊质量（超出一般规格的质量等）要求的条件

下，经过三菱电机的判断也可以使用三菱可编程控制器，详细情况请与当地三菱电机代表机构协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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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记录

* 本手册号在封底的左下角。

日文原稿手册 : SH-080567-K

© 2019 MITSUBISHI ELECTRIC CORPORATION  

修订日期 ** 手册编号 修改内容

2019 年 02 月 SH(NA)-082099CHN-A 第一版

本手册不授予工业产权或任何其它类型的权利，也不授予任何专利许可。三菱电机对由于使用了本手册中的内容而引起的涉

及工业产权的任何问题不承担责任。
A - 7



A - 8

备忘录



安全注意事项 ･････････････････････････････････････････････････････････････････････････････････ A - 1

关于产品的应用 ･･･････････････････････････････････････････････････････････････････････････････ A - 6

修订记录 ･････････････････････････････････････････････････････････････････････････････････････ A - 7

与 EMC 指令 · 低电压指令的对应 ･･･････････････････････････････････････････････････････････････ A - 14

手册的阅读方法 ･･････････････････････････････････････････････････････････････････････････････ A - 15

关于总称 · 简称 ･････････････････････････････････････････････････････････････････････････････ A - 17

术语的含义及内容 ････････････････････････････････････････････････････････････････････････････ A - 18

产品构成 ････････････････････････････････････････････････････････････････････････････････････ A - 18

第 1章　概要 1 - 1 ～ 1 -4

1.1 特点････････････････････････････････････････････････････････････････････････････････ 1 - 1

第 2 章　系统配置 2 - 1 ～ 2 -10

2.1 适用系统････････････････････････････････････････････････････････････････････････････ 2 - 1

2.2 网络配置････････････････････････････････････････････････････････････････････････････ 2 - 3

2.3 系统配置注意事项････････････････････････････････････････････････････････････････････ 2 - 7

2.4 功能版本 / 软件版本的确认方法 ･･･････････････････････････････････････････････････････ 2 - 8

第 3 章　规格 3 - 1 ～ 3 -20

3.1 性能规格････････････････････････････････････････････････････････････････････････････ 3 - 2

3.2 RS-232 接口规格 ･････････････････････････････････････････････････････････････････････ 3 - 3

3.2.1 RS-232 连接器规格 ･･････････････････････････････････････････････････････････････ 3 - 3

3.2.2 RS-232 电缆规格 ････････････････････････････････････････････････････････････････ 3 - 4

3.3 RS-422/485 接口规格 ･････････････････････････････････････････････････････････････････ 3 - 5

3.3.1 RS-422/485 端子排规格 ･･････････････････････････････････････････････････････････ 3 - 5

3.3.2 RS-422/485 电缆规格 ････････････････････････････････････････････････････････････ 3 - 6

3.3.3 通过 RS-422/485 线路进行数据通信时的注意事项 ･･･････････････････････････････････ 3 - 7

3.4 对可编程控制器 CPU 的输入输出信号 ･･･････････････････････････････････････････････････ 3 - 9

3.4.1 输入输出信号一览 ･･････････････････････････････････････････････････････････････ 3 - 9

3.5 缓冲存储器的用途及分配･････････････････････････････････････････････････････････････ 3 - 12

3.5.1 缓冲存储器一览 ･･･････････････････････････････････････････････････････････････ 3 - 12

第 4章　MODBUS 标准功能 4 - 1 ～ 4 -60

4.1 MODBUS 标准功能支持一览 ･････････････････････････････････････････････････････････････ 4 - 2

4.2 帧规格･････････････････････････････････････････････････････････････････････････････ 4 - 10

前言

在此感谢贵方购买三菱通用可编程控制器 MELSEC-Q 系列的产品。

在使用之前应熟读本手册，在充分了解 Q系列可编程控制器的功能 · 性能的基础上正确地使用本产品。

将本手册中介绍的程序示例应用于实际系统的情况下，应充分验证对象系统中不存在控制方面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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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EMC指令·低电压指令的对应

(1) 关于可编程控制器系统
 将符合 EMC 指令 ·低电压指令的三菱电机可编程控制器安装到用户的产品中，使其符合 EMC  

指令· 低电压指令时，请参阅下述手册之一。

 • QCPU 用户手册 ( 硬件设计 / 维护点检篇 )

 • 安全使用指南

(随 CPU 模块或基板附带的手册 )

 符合 EMC 指令 ·低电压指令的可编程控制器产品在设备的额定铭牌上印刷有 CE 的标志。

(2) 关于本产品
 无需单独对本产品采取使其符合 EMC 指令 ·低电压指令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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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册的阅读方法

本手册按使用目的记载了在使用 MODBUS 接口模块 (QJ71MB91) 进行系统运用之前的步骤及功能等。

请参考以下内容使用本手册。

(1) 想要了解特点时 (  第 1 章 )
 在第 1 章中记载了 QJ71MB91 的特点。

(2) 想要了解系统的配置时 (  第 2 章 )
 在 2.1 节中记载了可使用的可编程控制器 CPU、对应软件包有关内容。

 在 2.2 节中记载了网络的配置示例。

(3) 想要了解性能及规格时 (  第 3 章 )
 在 3.1 节中记载了 QJ71MB91 的性能规格。

 在 3.2 节、3.3 节中记载了接口的规格。

 在 3.4 节、3.5 节中记载了 QJ71MB91 的输入输出信号及缓冲存储器的一览。

(4) 想要了解 QJ71MB91 支持的 MODBUS 标准功能时 (  第 4 章 )
 在 4.1 节中记载了 QJ71MB91 支持的 MODBUS 标准功能的一览。

 在 4.2 节～ 4.20 节中记载了 QJ71MB91 支持的 MODBUS 标准功能的帧规格。

(5) 想要了解可使用的功能时 (  第 5 章 )
 在第 5 章中记载了 QJ71MB91 的功能有关内容。

(6) 想要了解系统运行之前所需的设置及步骤时
 (  第 6 章 )
 在第 6 章中记载了运行之前的设置及步骤。

(7) 想要了解 QJ71MB91 的参数设置时 (  第 7 章 )
 在第 7 章中记载了参数设置的步骤及参数的详细内容。

(8) 想要从实用程序包进行参数设置时
  (  第 8 章 )
   在第 8章中记载了实用程序包的操作方法有关内容。

(9) 想要从顺控程序进行参数设置时 (  第 9 章 )
  在第 9 章中记载了参数的登录中使用的输入输出信号、输入输出信号的时序图、程序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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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想要通过顺控程序进行 MODBUS 软元件的读取 / 写入等时
(  第 10 章 )

  在第 10 章中记载了用于通过顺控程序进行 MODBUS 软元件的读取 / 写入等的专用指令有关内

容。

(11) 在模块中发生了出错的情况下，想要了解出错代码及其对应的处理内
容时 (  第 11 章 )

  在 11.1 节中记载了故障排除。

  在 11.2 节中记载了模块状态的确认方法有关内容。

  在 11.3 节中记载了通信状态的确认有关内容。

  在 11.4 节中记载了出错代码的存储位置及详细内容。

  在 11.5 节中记载了 ERR. LED 的熄灯方法有关内容。

● 关于本手册中使用的数值的显示

在本手册中使用的数值中，在数值的末尾处记载有“H” 的数值为 16 进制显示。

( 例 ) 10 ····10进制

10H ····16 进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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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总称·简称

在本手册中，除了特别标明的情况外，将使用如下所示的总称· 简称对 QJ71MB91 型 MODBUS 接口模

块有关内容进行说明。

总称 / 简称 总称 · 简称的内容

QJ71MB91 QJ71MB91 型 MODBUS 接口模块的简称。

GX Developer
MELSEC 可编程控制器软件包的产品名。

GX Works2

MODBUS 协议 用于使用 MODBUS 协议的报文的协议的总称。

FC 功能代码 (Function Code) 的简称。

SC 子代码 (Sub Code) 的简称。

可编程控制器 CPU

Q00JCPU、Q00CPU、Q01CPU、Q02CPU、Q02HCPU、Q06HCPU、Q12HCPU、Q25HCPU、Q02PHCPU、Q06PHCPU、

Q12PHCPU、Q25PHCPU、Q12PRHCPU、Q25PRHCPU、Q00UJCPU、Q00UCPU、Q01UCPU、Q02UCPU、Q03UDCPU、

Q03UDVCPU、Q03UDECPU、Q04UDHCPU、Q04UDVCPU、Q04UDPVCPU、Q04UDEHCPU、Q06UDHCPU、Q06UDVCPU、

Q06UDPVCPU、Q06UDEHCPU、Q10UDHCPU、Q10UDEHCPU、Q13UDHCPU、Q13UDVCPU、Q13UDPVCPU、Q13UDEHCPU、

Q20UDHCPU、Q20UDEHCPU、Q26UDHCPU、Q26UDVCPU、Q26UDPVCPU、Q26UDEHCPU、Q50UDEHCPU、Q100UDEHCPU

的总称。

基本型 QCPU Q00JCPU、Q00CPU、Q01CPU 的总称。

冗余 CPU Q12PRHCPU、Q25PRHCPU 的总称。

通用型 QCPU

Q00UJCPU、Q00UCPU、Q01UCPU、Q02UCPU、Q03UDCPU、Q03UDVCPU、Q03UDECPU、Q04UDHCPU、Q04UDVCPU、

Q04UDPVCPU、Q04UDEHCPU、Q06UDHCPU、Q06UDVCPU、Q06UDPVCPU、Q06UDEHCPU、Q10UDHCPU、Q10UDEHCPU、

Q13UDHCPU、Q13UDVCPU、Q13UDPVCPU、Q13UDEHCPU、Q20UDHCPU、Q20UDEHCPU、Q26UDHCPU、Q26UDVCPU、

Q26UDPVCPU、Q26UDEHCPU、Q50UDEHCPU、Q100UDEHCPU 的总称。

C 语言控制器模块
Q06CCPU-V-H01、Q06CCPU-V、Q06CCPU-V-B、Q12DCCPU-V、Q24DHCCPU-V、Q24DHCCPU-VG、Q24DHCCPU-LS、

Q26DHCCPU-LS 的总称。

主站 发出功能的执行请求的一方的简称。

从站 对来自于主站的执行请求进行处理，并发送其执行结果的一方的简称。

主站功能 作为 MODBUS 的主站，与 MODBUS 对应的从设备进行通信的功能的简称。

从站功能 作为 MODBUS 的从站，与 MODBUS 对应的主设备进行通信的功能的简称。

请求报文

向从站发出功能的执行请求的报文的总称。

在 MODBUS 协议中，从主站向从站发出功能的执行请求。

无法从从站向主站发出功能的执行请求。

响应报文 从站向主站返回功能的执行结果的报文的总称。

对象设备
为了进行数据通信而连接的通信对象 ( 个人计算机、其它 QJ71MB91 型 MODBUS 接口模块、支持 MODBUS 协议

的设备等 ) 的总称。

个人计算机 IBM PC/AT 及兼容机的 DOS/V 对应个人计算机的简称。

MELSECNET/H MELSECNET/H 网络系统的简称。

MBRW Z.MBRW、ZP.MBRW 的简称。

MBREQ Z.MBREQ、ZP.MBREQ 的简称。

UINI ZP.UINI 的简称。

Windows XP
Microsoft Windows XP Professional Operating System、

Microsoft Windows XP Home Edition Operating System 的总称。
A - 17



术语的含义及内容

以下对本手册中使用的术语的含义及内容进行说明。

产品构成

QJ71MB91 型 MODBUS 接口模块的产品构成如下所示。

Windows Vista

Microsoft Windows Vista Home Basic Operating System、

Microsoft Windows Vista Home Premium Operating System、

Microsoft Windows Vista Business Operating System、

Microsoft Windows Vista Ultimate Operating System、

Microsoft Windows Vista Enterprise Operating System 的总称。

Windows 7

Microsoft Windows 7 Starter Operating System、

Microsoft Windows 7 Home Premium Operating System、

Microsoft Windows 7 Professional Operating System、

Microsoft Windows 7 Ultimate Operating System、

Microsoft Windows 7 Enterprise Operating System 的总称。

术语 含义 · 内容

MODBUS 协议 通过串行或 TCP/IP 在主站与从站之间进行通信的开放 FA 网络 MODBUS 的协议。

MODBUS 软元件 通过 MODBUS 协议进行通信中使用的软元件。

顺控程序
设计的程序方式以便可以将有触点顺控程序按原样对应于可编程控制器的语言。

绘制 2 条垂直的控制母线，并在母线与母线之间记述触点等进行编程。

软元件存储器 可编程控制器 CPU 中设置的存储器，以记录顺控程序的运算中处理的数据。

只听模式 将从站从线路上断开的模式。

型号 产品名称 个数

QJ71MB91

QJ71MB91 型 MODBUS 接口模块 1

终端电阻 330Ω 1/4W(RS-422 通信用 ) 2

终端电阻 110Ω 1/2W(RS-485 通信用 ) 2

SW1D5C-QMBU-E GX Configurator-MB Version 1 (1 个许可证产品 )                         (CD-ROM) 1

SW1D5C-QMBU-EA GX Configurator-MB Version 1 ( 多个许可证产品 )                        (CD-ROM)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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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章   概要

本手册是对 MELSEC-Q 系列的 QJ71MB91 型 MODBUS 接口模块 ( 以下简称为 QJ71MB91) 的规

格、功能、编程及故障排除等有关内容进行说明的手册。

将 MELSEC-Q 系列的可编程控制器连接到 MODBUS 协议的系统上时，使用 QJ71MB91。

1.1  特点

(1) 支持 MODBUS 通信的主站功能

QJ71MB91 支持开放 FA 网络的 MODBUS 通信的主站功能，可以与其他公司的各种 MODBUS

从设备 ( 以下简称为从站 ) 进行通信。

主站功能支持如下所示的 2 个功能。

(a)自动通信功能

通过设置自动通信参数，可以使用 QJ71MB91 的缓冲存储器以指定间隔自动对从站

进行 MODBUS 软元件读取 / 写入。*1

对于 QJ71MB91 的缓冲存储器与可编程控制器 CPU 的软元件存储器之间的传送，可

以通过使用实用程序包 (GX Configurator-MB) 进行自动刷新设置，或通过顺控程

序进行智能功能模块软元件访问来执行。

*1   MODBUS 软元件是可对来自于主站的请求进行读取 / 写入的从站的软元件区域。

图 1.1  通过自动通信功能进行通信

MODBUS从设备
(其他公司传感器等)

MODBUS从设备
(其他公司可编程控制器)

软元件存储器

MODBUS从设备
(其他公司远程I/O等)

保持寄存器

保持寄存器

保持寄存器

RS-485

可编程控制器CPU

软元件存储器

自动刷新

QJ71MB91(主站功能)

读取

读取

读取

写入

缓冲存储器

自动向从站发出MODBUS软元件
读取/写入的请求报文。
1.1　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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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要
(b)通过专用指令进行通信

可以在任意的时机，通过专用指令从顺控程序进行通信。

QJ71MB91 可以通过如下所示的专用指令进行通信。(  第 10 章 )

1) MBRW 指令

对从站进行 MODBUS 软元件读取 / 写入。

由此，可以将从站的数据读取至可编程控制器 CPU 的软元件存储器中及将可编

程控制器 CPU 的数据写入至从站中。

2) MBREQ 指令

可以向从站发出用户任意的请求报文格式 ( 功能代码 + 数据部分 )。

图 1.2  通过专用指令进行通信

[Z.MBRW    ]

指令

QJ71MB91 
(主站功能)

400500

可编程控制器CPU

软元件存储器

1234H

请求报文(保持寄存器400500读取请求)

响应报文(保持寄存器400500＝1234H)

1234H

保持寄存器

MODBUS从设备

RS-232, RS-422或RS-485
1 - 2 1.1　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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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支持 MODBUS 通信的从站功能

QJ71MB91 支持开放 FA 网络的 MODBUS 通信的从站功能，可以与其他公司的各种 MODBUS

主设备 ( 以下简称为主站 ) 进行通信。

从站功能支持如下所示的 2 个功能。

(a)自动响应功能

QJ71MB91 可以对从主站接收的请求报文自动进行响应。

不需要从站功能用顺控程序。

(b) MODBUS 软元件分配功能

通过 MODBUS 软元件分配参数，将 MODBUS 软元件与可编程控制器 CPU 的软元件存储

器相关联。

由此，可以从主站直接对可编程控制器 CPU 的软元件存储器进行访问。

此外，由于 QJ71MB91 支持大容量的 MODBUS 软元件，因此可以分配可编程控制器

CPU 的所有软元件存储器。

图 1.3  MODBUS 软元件分配功能

D300

D299 400499

D300 400500
D301 400501

1234H

软元件存储器软元件

可编程控制器CPU

不需要顺控程序
MODBUS软元件分配参数

QJ71MB91(从站功能)

MODBUS软元件

RS-232, RS-422或RS-485

请求报文(将1234H写入到保持寄存器400500中的
请求)

MODBUS
主设备
1.1　特点
　

1 - 3



1 概要
(3) 联动功能

连接到 CH1 侧 (RS-232) 的主站可以通过 QJ71MB91 与连接到 CH2 侧 (RS-422/485) 的多

个从站进行通信。

使用联动功能时，RS-232 接口 (1 对 1 通信用 ) 的 MODBUS 主设备可以与多个 MODBUS

从设备进行通信。

(4) 支持 115200bps 的高速通信

通道 1 与通道 2 的传送速度的合计最大支持 115200bps。

(5) 通过 GX Configurator-MB 进行简单设置

使用另售的 GX Configurator-MB 时，可以在画面上简单地进行QJ71MB91 的设置。

因此，可以减少顺控程序。

此外，可以轻松地进行模块的设置状态及动作状态的确认。

对于 QJ71MB91，建议使用 GX Configurator-MB。

通过使用 GX Configurator-MB 进行各种参数设置，可以在无顺控程序的状况下进行通

信。

图 1.4  通过联动功能进行通信

RS-232

可以在通道1与通道2之间对请求报文/响应
报文进行中继。

MODBUS主设备
(其他公司可编程控制器) 请求报文

RS-485

响应报文

响应报文

MODBUS从设备
(其他公司远程I/O等)

MODBUS从设备
(其他公司传感器等)

请求报文
1 - 4 1.1　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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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章   系统配置

本章对 QJ71MB91 的系统配置有关内容进行说明。

2.1  适用系统

本节介绍适用系统有关内容。

(1) 可安装模块、可安装个数、可安装基板

(a)安装到 CPU 模块中时

关于可安装模块、可安装个数及可安装基板，请参阅使用的 CPU 模块的用户手册。

安装到 CPU 模块中的情况下，请注意以下几点。

 • 根据其它可安装模块的组合、安装个数，可能会发生电源容量的不足。安装模

块时，请务必考虑电源容量。电源容量不足的情况下，应研究要安装的模块的

组合。

 • 应在 CPU 模块的输入输出点数范围内安装模块。如果在可使用的插槽数的范围

内，则可以安装到任意插槽中。

备 注

在 C 语言控制器模块中使用的情况下，请参阅 C 语言控制器模块的用户手册。

(b)安装到 MELSECNET/H 远程 I/O 站中时

关于可安装 MELSECNET/H 远程 I/O 站、可安装个数及可安装基板，请参阅下述手

册。

 Q 系列 MELSECNET/H 网络系统参考手册 ( 远程 I/O 网络篇 )

(c)安装到 RQ 扩展基板中时

安装到 RQ 扩展基板中的情况下，请参阅下述手册。

 MELSEC iQ-R 模块配置手册

(2) 支持多 CPU 系统

在多 CPU 系统中使用 QJ71MB91 的情况下，请先参阅下述手册。

 QCPU 用户手册 ( 多 CPU 系统篇 )
2.1　适用系统
　

2 - 1



2 系统配置
(3) 支持软件包

使用 QJ71MB91 的系统与软件包的对应如下所示。

在使用了 QJ71MB91 的系统启动时，需要 GX Developer 或 GX Works2。

*1　使用扩展基板的情况下，应使用 Version 8.45X 及以后。

表 2.1  支持软件包

项目

软件版本

GX Developer GX Configurator-MB GX Works2

Q00J/Q00/Q01CPU
单 CPU 系统 Version 7 及以后

Version 1.05F 及以后

请参阅 GX Works2 

Version 1 操作手册

( 公共篇 )。

多 CPU 系统 Version 8 及以后

Q02/Q02H/Q06H/

Q12H/Q25HCPU

单 CPU 系统 Version 4 及以后

多 CPU 系统 Version 6 及以后

Q02PH/Q06PHCPU
单 CPU 系统

Version 8.68W 及以后

多 CPU 系统

Q12PH/Q25PHCPU

单 CPU 系统

Version 7.10L 及以后

Version 1.05F 及以后多 CPU 系统

Q12PRH/Q25PRHCPU 冗余系统 Version 8.18U 及以后*1

Q00UJ/Q00U/Q01UCPU

单 CPU 系统

Version 8.76E 及以后

Version 1.08J 及以后

多 CPU 系统

Q02U/Q03UD/Q04UDH/

Q06UDHCPU

单 CPU 系统
Version 8.48A 及以后

多 CPU 系统

Q10UDH/Q20UDHCPU

单 CPU 系统

Version 8.76E 及以后
多 CPU 系统

Q13UDH/Q26UDHCPU
单 CPU 系统

Version 8.62Q 及以后

多 CPU 系统

Q03UDE/Q04UDEH/Q06UDEH/

Q13UDEH/Q26UDEHCPU

单 CPU 系统

Version 8.68W 及以后

多 CPU 系统

Q10UDEH/Q20UDEHCPU

单 CPU 系统

Version 8.76E 及以后

多 CPU 系统

上述以外的 CPU 模块

单 CPU 系统

不可使用 不可使用

多 CPU 系统

安装到 MELSECNET/H 远程 I/O 站中的情况下 Version 6.01B 及以后 Version 1.05F 及以后
2 - 2 2.1　适用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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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网络配置

使用了 QJ71MB91 的 MODBUS 网络的配置示例如下所示。
表 2.2  使用了 QJ71MB91 的网络配置一览

QJ71MB91
系统配置 参照

主站 / 从站 使用线路

主站

RS-232

1:1

本节  (1) (a)

RS-422/485 本节  (1) (b)

RS-232、RS-422/485 本节  (1) (c)

RS-485 1:n 本节  (1) (d)

从站

RS-232

1:1

本节  (2) (a)

RS-422/485 本节  (2) (b)

RS-232、RS-422/485 本节  (2) (c)

RS-485 1:n 本节  (2) (d)

RS-232、RS-485

( 使用联动功能 )
1:n 本节  (2) (e)

主站 / 从站

RS-232( 主站 )、

RS-485( 从站 )
1:n

本节  (3) (a)

RS-232( 从站 )、

RS-485( 主站 )
本节  (3) (b)
2.2　网络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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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系统配置
(1) 将 QJ71MB91 作为主站使用的情况下

(a)使用 RS-232 线路，与从站以 1:1 进行了连接的情况下

(b)使用 RS-422/485 线路，与从站以 1:1 进行了连接的情况下

(c)使用 RS-232 线路与 RS-422/485 线路，与从站以 1:1 进行了连接的情况下

(d)与从站以 1:n 进行了连接的情况下

图 2.1  使用 RS-232 线路，与从站以 1:1 进行了连接的情况下

图 2.2  使用 RS-422/485 线路，与从站以 1:1 进行了连接的情况下

图 2.3  使用 RS-232 线路与 RS-422/485 线路，与从站以 1:1 进行了连接的情况下

图 2.4  与从站以 1:n 进行了连接的情况下

RS-232

QJ71MB91(主站功能)

MODBUS从设备

RS-422/485

QJ71MB91(主站功能)

MODBUS从设备

RS-232

RS-422/485

QJ71MB91(主站功能)

MODBUS从设备

MODBUS从设备

RS-485

QJ71MB91(主站功能)

MODBUS
从设备

MODBUS
从设备

MODBUS
从设备
2 - 4 2.2　网络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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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将 QJ71MB91 作为从站使用的情况下

(a)使用 RS-232 线路，与主站以 1:1 进行了连接的情况下

(b)使用 RS-422/485 线路，与主站以 1:1 进行了连接的情况下

(c)使用 RS-232 线路与 RS-422/485 线路，与主站以 1:1 进行了连接的情况下

*1   RS-232 与 RS-422/485 的两个接口使用同一站号。

(d)与主站以 1:n 进行了连接的情况下

图 2.5  使用 RS-232 线路，与主站以 1:1 进行了连接的情况下

图 2.6  使用 RS-422/485 线路，与主站以 1:1 进行了连接的情况下

图 2.7  使用 RS-232 线路与 RS-422/485 线路，与主站以 1:1 进行了连接的情况下

图 2.8  与主站以 1:n 进行了连接的情况下

RS-232

QJ71MB91(从站功能)MODBUS主设备

RS-422/485

QJ71MB91(从站功能)

MODBUS主设备

RS-232

MODBUS主设备

MODBUS主设备

RS-422/485

QJ71MB91(从站功能)*1

RS-485

MODBUS主设备

MODBUS
从设备

MODBUS
从设备

QJ71MB91(从站功能)
2.2　网络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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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系统配置
(e)使用联动功能与主站以 1:n 进行了连接的情况下

(3) 在各接口上，分别使用了主站与从站的情况下

(a)将 RS-232 接口作为主站使用，将 RS-422/485 接口作为从站使用的情况下

(b)将 RS-232 接口作为从站使用，将 RS-422/485 接口作为主站使用的情况下

图 2.9  使用联动功能与主站以 1:n 进行了连接的情况下

图 2.10  将 RS-232 接口作为主站使用，将 RS-422/485 接口作为从站使用的情况下

图 2.11  将 RS-232 接口作为从站使用，将 RS-422/485 接口作为主站使用的情况下

RS-485

RS-232

MODBUS主设备 QJ71MB91(从站功能)

MODBUS 
从设备

MODBUS 
从设备

QJ71MB91

RS-485

RS-232
MODBUS 

MODBUS主设备

(主站功能)

(从站功能)

从设备

MODBUS 

从设备

MODBUS 

从设备

MODBUS主设备

MODBUS 
从设备

MODBUS 
从设备

RS-232

QJ71MB91

(从站功能)

  (主站功能)

RS-485
2 - 6 2.2　网络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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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系统配置注意事项

(1) 在冗余 CPU 中使用的情况下

关于注意事项，请参阅下述手册。

 QnPRHCPU 用户手册 ( 冗余系统篇 )

(2) 在 C 语言控制器模块中使用的情况下

关于注意事项，请参阅下述手册。

 使用的 C 语言控制器模块的用户手册
2.3　系统配置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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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系统配置
2.4  功能版本 / 软件版本的确认方法

QJ71MB91 的功能版本与序列号及 GX Configurator-MB 的软件版本的确认方法如下所示。

(1) QJ71MB91 的功能版本与序列号的确认方法

QJ71MB91 的序列号与功能版本可以通过额定铭牌及模块前面、GX Developer 的系统监

视进行确认。

(a)通过额定铭牌进行确认

额定铭牌位于 QJ71MB91 的侧面。

(b)通过模块前面进行确认

在模块前面 ( 下部 ) 显示额定铭牌上记载的序列号与功能版本。

　

图 2.12  额定铭牌

图 2.13  QJ71MB91 模块前面显示

10021

记载符合的标准符号。

功能版本

序列号(前5位数)

序列号

功能版本
2 - 8 2.4　功能版本 /软件版本的确认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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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通过系统监视 ( 产品信息一览 ) 进行确认

对于系统监视的显示，点击 GX Developer 的 [Diagnostics( 诊断 )] → [System 

monitor( 系统监视 )] 的 ( 产品信息一览 ) 按钮。

1) 生产编号的显示

由于 QJ71MB91 不支持生产编号显示，因此显示 “-”。

要 点
额定铭牌、模块前面记载的序列号与 GX Developer 的产品信息一览中显示的序列

号可能会不相同。

 • 额定铭牌、模块前面的序列号表示产品的管理信息。

 • GX Developer 的产品信息一览中显示的序列号表示产品的功能信息。

对于产品的功能信息，在添加功能时将被更新。

图 2.14  产品信息一览

Product Inf. List

序列号 生产编号

功能版本
2.4　功能版本 / 软件版本的确认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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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系统配置
(2) GX Configurator-MB 的软件版本的确认方法

GX Configurator-MB 的软件版本可以在 GX Developer 的 “Product information( 产

品信息 )”画面中进行确认。

[ 启动步骤 ]

GX Developer → [Help( 帮助 )] → [Product information( 产品信息 )]

图 2.15  产品信息

软件版本
2 - 10 2.4　功能版本 /软件版本的确认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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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章   规格

本章对 QJ71MB91 的性能规格、各接口的规格、对可编程控制器 CPU 的输入输出信号、缓冲

存储器有关内容进行说明。

关于一般规格，请参阅下述手册。

 QCPU 用户手册 ( 硬件设计 / 维护点检篇 )
　
　

3 - 1



3 规格
3.1  性能规格

本节对 QJ71MB91 的性能规格进行说明。

*1   表示通信对象的从站的最大个数。

*2   表示可以从顺控程序同时启动的专用指令的最大数。

表 3.1  性能规格

项目 规格 参照

传送规格

接口数 RS-232×1 通道、RS-422/485×1 通道 ――

传送速度 6.6 节

300 600 1200 2400

4800 9600 14400 19200

28800 38400 57600 115200 (bps)

2 个接口的合计传送速度可以在 115200bps 以内使用。

传送距离

( 总延长距离 )

RS-232 最大 15m ――

RS-422/485 最大 1200m( 总延长距离 ) ――

主站功能

自动通信功能

可通信从站个数*1 每 1 个通道 32 个 ――

功能 ( 发送用 ) 7 个功能 7.2.1 项

输入用区大小 4k 字

3.5.1 项
输出用区大小 4k 字

通过专用指令进行

通信 (MBRW 指令、

MBREQ 指令 )

可同时执行个数*2 每 1 个通道 1 个指令

第 10 章
功能 ( 发送用 )

MBRW 指令 : 9 个功能

MBREQ 指令 : 19 个功能

输入用区大小 每 1 个指令最大 253 字节

输出用区大小 每 1 个指令最大 253 字节

从站功能

自动响应功能 功能 ( 接收用 ) 17 个功能 第 4 章

MODBUS

软元件大小

线圈 64k 点

7.3.1 项

输入 64k 点

输入寄存器 64k 点

保持寄存器 64k 点

扩展文件寄存器 最大 4086k 点

可同时受理请求报文数 每 1 个通道 1 个请求 ――

站号 1 ～ 247 6.6 节

输入输出占用点数 32 点 ――

DC5V 内部消耗电流 0.31A ――

外形尺寸 98(H)×27.4(W)×90(D)[mm] 附 3

重量 0.20kg ――
3 - 2 3.1　性能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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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RS-232 接口规格

本节对 RS-232 接口规格有关内容进行说明。

3.2.1  RS-232 连接器规格

与对象设备连接的 RS-232 用连接器规格如下所示。

*1  应将 8 针与 7 针短路。

如果未将 7 针与 8 针短路，8针将变为 OFF，且可能会发生 CS 信号 OFF( 出错代码 : 7403H)。

(1) 各控制信号的内容

以下对各控制信号有关内容进行说明。( 在括号内显示连接器的针编号。)

(a) RD 信号 (2)

数据接收用的信号。

(b) SD 信号 (3)

数据发送用的信号。

(2) 各信号的 ON/OFF 状态

各信号的 ON 及 OFF 状态是表示以下状态时。

(3) 接口用连接器

对于 QJ71MB91 的 RS-232 接口的连接器，应使用 9 针 D-sub( 母 ) 螺栓型。

对于螺栓，应使用公制螺栓。

针编号 信号代码 信号名称
信号方向

QJ71MB91  对象设备

1 ( 禁止使用 ) ( 禁止使用 ) ――

2 RD(RXD) 接收数据

3 SD(TXD) 发送数据

4 ( 禁止使用 ) ( 禁止使用 ) ――

5 SG(GND) 信号接地

6 ( 禁止使用 ) ( 禁止使用 ) ――

7*1 ――
电缆脱落

检测用输出

8*1 ――
电缆脱落

检测用输入

9 ( 禁止使用 ) ( 禁止使用 ) ――

图 3.1  RS-232 连接器规格

  ( 输出侧 )   ( 输入侧 )

ON ·······DC5V ～ 15V、 DC3V ～ 15V

OFF ·······DC-5V ～ -15V、 DC-3V ～ -15V

1

2

3

4

5

6

7

8

9

3.2　RS-232 接口规格
3.2.1　RS-232 连接器规格

3 - 3



3 规格
3.2.2  RS-232 电缆规格

对于 RS-232 电缆，应在 15m 以内且使用符合 RS-232 标准的电缆。
3 - 4 3.2　RS-232 接口规格
3.2.2　RS-232 电缆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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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RS-422/485 接口规格

本节对 RS-422/485 接口规格有关内容进行说明。

3.3.1  RS-422/485 端子排规格

与对象设备连接的 RS-422/485 端子排规格如下所示。

(1) 以下对各控制信号有关内容进行说明。

(a) SDA、SDB 信号

用于从 QJ71MB91 向对象设备发送数据的信号。

(b) RDA、RDB 信号

用于 QJ71MB91 从对象设备接收数据的信号。

(2) 关于终端电阻

应根据 6.5.2 项连接终端电阻。

信号代码 信号名称
信号方向

QJ71MB91  对象设备

SDA 发送数据 (+)

SDB 发送数据 (-)

RDA 接收数据 (+)

RDB 接收数据 (-)

SG 信号接地

FG 框架接地

FG 框架接地

图 3.2  RS-422/485 端子排规格

+

+

+

+

+

+

+

SG

SDA

SDB

RDA

RDB

(FG)

(FG)
3.3　RS-422/485 接口规格
3.3.1　RS-422/485 端子排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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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规格
3.3.2  RS-422/485 电缆规格

以下对 RS-422/485 电缆的规格有关内容进行说明。

(1) 关于使用的 RS-422/485 电缆

对于 RS-422/485 电缆，应在 1200m 以内且使用满足以下规格的电缆。

(2) 1:n 连接的情况下

以 1:n 连接多个设备时，也应确保总延长距离在 1200m 以内。

(3) RS-422/485 电缆的规格
表3.2  RS-422/485 电缆规格

项目 内容

电缆类型 屏蔽电缆

对数 3P

导体电阻 (20 ℃ ) 88.0Ω/km 及以下

绝缘电阻 10000MΩ·km 及以上

耐电压 DC500V　1 分钟

静电容量 (1kHz) 平均 60nF/km 及以下

特性阻抗 (100kHz) 110±10Ω

推荐导体尺寸 0.2mm2 ～ 0.75mm2
3 - 6 3.3　RS-422/485 接口规格
3.3.2　RS-422/485 电缆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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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  通过 RS-422/485 线路进行数据通信时的注意事项

在通过 QJ71MB91 的 RS-422/485 接口与对象设备进行数据通信时，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对于对象设备侧，应在考虑以下内容的基础上进行数据的发送 / 接收。

(1) 连接 RS-422/485 时的对象设备侧的数据误接收措施

对象设备接收错误数据时，应按以下方式将上拉、下拉电阻安装到对象设备侧。

通过安装上拉、下拉电阻 ( 作为电阻值的大致参考约 4.7kΩ1/4W)，可以防止接收错

误数据。

要 点
在对象设备侧有上拉、下拉电阻的情况下，不会接收错误数据。

备 注

以下对未将上拉、下拉电阻安装到对象设备时的有关内容进行说明。

所有站均不进行发送时，发送线处于高阻抗状态，并且由于噪声等可能导致发送

线不稳定，对象设备侧可能会接收错误数据。

此时，可能是发生了奇偶校验出错或成帧出错等，因此应跳读发生了出错时的数

据。

图 3.3  数据误接收措施

+

-
接收数据

对象设备

终端电阻

RDA

RDB
3.3　RS-422/485 接口规格
3.3.3　通过 RS-422/485 线路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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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规格
(2) RS-422/485 接口的动作

(a) RS-422/485 接口的结构

RS-422/485 接口的情况下，QJ71MB91 的驱动器 ( 发送 )/ 接收器 ( 接收 ) 部分的结

构如下图所示。

*1  驱动器 ( 发送 ) 部分的“输出控制输入 ”( 也称为发送门。)决定是否将数据从 SDA·SDB 输出至

外部。

(b) RS-422/485 接口的动作

在上图中 “ 输出控制输入 ” 处于 ON 状态时，将变为低阻抗状态 ( 可发送数据的

状态 )。

此外，“ 输出控制输入 ” 处于 OFF 状态时，将变为高阻抗状态 ( 未发送数据的状

态 )。

(c) QJ71MB91 的发送开始时机、发送处理的完成时机

 •发送开始时机

在数据发送时，通过上述 (a)(b) 中所示的动作解除高阻抗状态后，输出 2 个

字符及以上的标记之后再输出实际的数据。

 •发送处理的完成时机

作为从结束数据的发送开始到发送处理完成 ( 设置为高阻抗状态 ) 为止的 H/W

门 OFF 时间，需要 1 位及以下的数据发送时间。

(QJ71MB91 中设置的传送速度为对象。)

图 3.4  RS-422/485 接口的结构

图 3.5  发送处理的完成时机

发送数据

SDR

SDB

RDA

RDB

接收器

驱动器

输出控制输入(*1)

接收数据

数据

数据

(输出控制输入)

(输出控制输入)

对象设备侧

QJ71MB91侧

输出2个字符及以上的标记

数据发送时间范围

 H/W门OFF时间
(参阅上述说明)

“输出控制输入”
的OFF时间范围
(高阻抗状态)

QJ71MB91处于可数据接收状态

“输出控制输入”
的ON时间范围
(低阻抗状态)

QJ71MB91处于可数据发送状态 
3 - 8 3.3　RS-422/485 接口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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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对可编程控制器 CPU 的输入输出信号

本节对 QJ71MB91 的可编程控制器 CPU 的输入输出信号有关内容进行说明。

3.4.1  输入输出信号一览

以下对 QJ71MB91 的输入输出信号有关内容进行说明。

输入输出信号的分配基于 QJ71MB91 的起始 I/O No. 为 “0000” 的情况 ( 安装到主基板的

0 插槽中 )。 

软元件 X 是从 QJ71MB91 至可编程控制器 CPU 的输入信号。

软元件 Y 是从可编程控制器 CPU 至 QJ71MB91 的输出信号。

对可编程控制器 CPU 的输入输出信号一览如下所示。

关于各信号的详细内容，请参阅参照栏。

*1  在可编程控制器的电源 OFF → ON 或可编程控制器 CPU 的复位时，在 QJ71MB91 的准备完成的时点变

为 ON。

( 接下页 )

表 3.3  输入输出信号一览

信号方向　QJ71MB91 →可编程控制器 CPU 信号方向　可编程控制器 CPU → QJ71MB91

软元件

编号
信号名称 参照

软元件

编号
信号名称 参照

X0

模块 READY*1

　ON : 可以访问

　OFF: 不可以访问

11.1 节 Y0

禁止使用 －X1

禁止使用 －

Y1

X2 Y2

X3 Y3

X4

CH1 自动通信参数登录正常完成

　ON : 参数登录正常完成

　OFF: ――

5.2.1 项

9.1.1 项

Y4

CH1 自动通信参数登录请求 / 自动通信功能启动请

求

　ON : 参数登录请求中 / 启动请求中

　OFF: 无参数登录请求 / 无启动请求

5.2.1 项

9.1.1 项

X5

CH1 自动通信参数登录异常完成

　ON : 参数登录异常完成

　OFF: ――

Y5 禁止使用 －

X6

CH1 自动通信功能动作状态

　ON : 启动中

　OFF: 停止中

Y6

CH1 自动通信功能停止请求

　ON : 停止请求中

　OFF: 无停止请求

5.2.1 项

X7

CH1 自动通信功能异常状态

　ON : 发生异常

　OFF: 无异常

5.2.1 项 Y7 禁止使用 －
3.4　对可编程控制器 CPU 的输入输出信号
3.4.1　输入输出信号一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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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规格
( 接下页 )

表 3.3 输入输出信号一览 ( 续 )

信号方向　QJ71MB91 →可编程控制器 CPU 信号方向　可编程控制器 CPU → QJ71MB91

软元件

编号
信号名称 参照

软元件

编号
信号名称 参照

X8

MODBUS 软元件分配参数登录正常完成

　ON : 参数登录正常完成

　OFF: ――
9.1.2 项

Y8

MODBUS 软元件分配参数登录请求

　ON : 参数登录请求中

　OFF: 无参数登录请求

9.1.2 项

X9

MODBUS 软元件分配参数登录异常完成

　ON : 参数登录异常完成

　OFF: ――

Y9

禁止使用 －

XA

MODBUS 软元件分配参数登录有无

　ON : 有参数登录

　OFF: 无参数登录

9.1.2 项 YA

XB 禁止使用 － YB

XC

CH2 自动通信参数登录正常完成

　ON : 参数登录正常完成

　OFF: ――

5.2.1 项

9.1.1 项

YC

CH2 自动通信参数登录请求 / 自动通信功能启动请

求

　ON : 参数登录请求中 / 启动请求中

　OFF: 无参数登录请求 / 无启动请求

5.2.1 项

9.1.1 项

XD

CH2 自动通信参数登录异常完成

　ON : 参数登录异常完成

　OFF: ――

YD 禁止使用 －

XE

CH2 自动通信功能动作状态

　ON : 启动中

　OFF: 停止中

YE

CH2 自动通信功能停止请求

　ON : 停止请求中

　OFF: 无停止请求

5.2.1 项

XF

CH2 自动通信功能异常状态

　ON : 发生异常

　OFF: 无异常

5.2.1 项 YF

禁止使用 －

X10

智能功能模块开关设置更改状态

　ON : 设置更改中

　OFF: 设置更改未实施

10.4 节 Y10

X11

禁止使用

－ Y11

X12 － Y12

X13 － Y13

X14 － Y14

X15 － Y15

X16 － Y16

X17 － Y17

X18 － Y18

X19 － Y19

X1A － Y1A
3 - 10 3.4　对可编程控制器 CPU 的输入输出信号
3.4.1　输入输出信号一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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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点
在对可编程控制器 CPU 的输入输出信号中，请勿对 “ 禁止使用 ” 的信号进行输出

(ON) 操作。

如果对 “ 禁止使用 ” 的信号进行输出，有可能导致可编程控制器系统误动作。

表 3.3 输入输出信号一览 ( 续 )

信号方向　QJ71MB91 →可编程控制器 CPU 信号方向　可编程控制器 CPU → QJ71MB91

软元件

编号
信号名称 参照

软元件

编号
信号名称 参照

X1B

CH 通用 /CH1 出错

　ON : 发生出错

　OFF: 无出错
11.2 节

Y1B

CH 通用 /CH1 出错消除请求

　ON : 请求中

　OFF: 无请求
11.5 节

X1C

CH2 出错

　ON : 发生出错

　OFF: 无出错

Y1C

CH2 出错消除请求

　ON : 请求中

　OFF: 无请求

X1D

禁止使用 －

Y1D

禁止使用 －
X1E Y1E

X1F

看门狗定时器出错

　ON : 发生模块异常

　OFF: 模块正常动作中

11.1 节 Y1F
3.4　对可编程控制器 CPU 的输入输出信号
3.4.1　输入输出信号一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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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规格
3.5  缓冲存储器的用途及分配

3.5.1  缓冲存储器一览

缓冲存储器一览如下所示。

*1  表示是否可以从顺控程序进行读取 (Read)/ 写入 (Write)。

R: 可以读取     W: 可以写入

*2  表示是否可以通过 GX Configurator-MB 进行设置。

○ : 可以设置      ×: 不可设置

( 接下页 )

表 3.4  缓冲存储器一览

地址 用途 名称 初始值

Read/

Write

(*1)

初始

设置

(*2)

参照

0000H ～ 0001H

(0 ～ 1)
系统区 ( 禁止使用 ) － － － －

0002H

(2)

状态存储区

异常代码

CH1 侧 异常响应代码存储区 0H R ×
11.4.2

项

0003H

(3)
系统区 ( 禁止使用 ) － － － －

0004H

(4)
CH2 侧 异常响应代码存储区 0H R ×

11.4.2

项

0005H

(5)
系统区 ( 禁止使用 ) － － － －

0006H

(6) 详细

LED 状态

CH1 侧 详细 LED 状态存储区 0H R

×

11.2 节

0007H

(7)
CH2 侧 详细 LED 状态存储区 0H R

0008H

(8)

设置区

详细 LED

初始化

请求

CH1 侧 详细 LED 初始化请求存储区 0H R/W

11.5 节

0009H

(9)
CH2 侧 详细 LED 初始化请求存储区 0H R/W

000AH

(10) 异常状态用

软元件指定

软元件代码 F000H R/W

○ 7.3.4 项

000BH

(11)
起始软元件编号 0H R/W

000CH

(12)
系统区 ( 禁止使用 ) － － － －

000DH

(13)

CPU 响应监视定时器值

　设置时间 ＝ 设置值×500ms
AH R/W

○

7.3.6 项

000EH

(14)
安装到 MELSECNET/H 远程 I/O 站时访问目标指定 0H R/W 7.3.5 项

000FH

(15)
异常状态用缓冲存储器 0H R/W 7.3.4 项
3 - 12 3.5　缓冲存储器的用途及分配
3.5.1　缓冲存储器一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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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表示是否可以从顺控程序进行读取 (Read)/ 写入 (Write)。

R: 可以读取     W: 可以写入

*2  表示是否可以通过 GX Configurator-MB 进行设置。

○ : 可以设置      ×: 不可设置

( 接下页 )

表 3.4 缓冲存储器一览 ( 续 )

地址 用途 名称 初始值

Read/

Write

(*1)

初始

设置

(*2)

参照

0010H ～ 01FFH

(16 ～ 511)
系统区 ( 禁止使用 ) － － － －

0200H ～ 0201H

(512 ～ 513)

自动通信

参数

CH1

自动通信

参数

1

设置有无 0H R/W

○ 7.2 节

0202H

(514)
对象站号 1H R/W

0203H

(515)

下一个请求间隔定时器值

　设置时间 ＝ 设置值 ×10ms
0H R/W

0204H

(516)

响应监视定时器值 / 广播延迟值

　设置时间 ＝ 设置值 ×10ms
0H R/W

0205H

(517)
对象 MODBUS 软元件类型指定 0000H R/W

0206H

(518)

读取设置

起始缓冲存储器地址 0000H R/W

0207H

(519)
对象 MODBUS 软元件起始编号 0H R/W

0208H

(520)
访问点数 0H R/W

0209H

(521)

写入设置

起始缓冲存储器地址 0000H R/W

020AH

(522)
对象 MODBUS 软元件起始编号 0H R/W

020BH

(523)
访问点数 0H R/W

020CH ～ 037FH

(524 ～ 895)

CH1

自动通信

参数

2～ 32

( 与 CH1 自动通信参数 1 相同 )

0380H ～ 04FFH

(896 ～ 1279)

CH2

自动通信

参数

1～ 32

( 与 CH1 自动通信参数 1 相同 )

0500H ～ 08FFH

(1280 ～ 2303)
系统区 ( 禁止使用 ) － － － －
3.5　缓冲存储器的用途及分配
3.5.1　缓冲存储器一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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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规格
*1  表示是否可以从顺控程序进行读取 (Read)/ 写入 (Write)。

R: 可以读取     W: 可以写入

*2  表示是否可以通过 GX Configurator-MB 进行设置。

○ : 可以设置      ×: 不可设置

( 接下页 )

表 3.4 缓冲存储器一览 ( 续 )

地址 用途 名称 初始值

Read/

Write

(*1)

初始

设置

(*2)

参照

0900H

(2304)

MODBUS

软元件

分配

参数

线圈分配

1

软元件代码 0H R/W

○

7.3.1 项

0901H

(2305)
起始软元件编号 0H R/W

0902H

(2306)
起始线圈编号 0H R/W

0903H

(2307)
分配点数 0H R/W

0904H ～ 093FH

(2308 ～ 2367)

线圈分配

2 ～ 16
( 与线圈分配 1 相同 )

0940H

(2368)

输入分配

1

软元件代码 0H R/W

○

0941H

(2369)
起始软元件编号 0H R/W

0942H

(2370)
起始输入编号 0H R/W

0943H

(2371)
分配点数 0H R/W

0944H ～ 097FH

(2372 ～ 2431)

输入分配

2 ～ 16
( 与输入分配 1 相同 )

0980H

(2432)

输入寄存

器分配

1

软元件代码 0H R/W

○

0981H

(2433)
起始软元件编号 0H R/W

0982H

(2434)
起始输入寄存器编号 0H R/W

0983H

(2435)
分配点数 0H R/W

0984H ～ 09BFH

(2436 ～ 2495)

输入寄存

器分配

2 ～ 16

( 与输入寄存器分配 1 相同 )
3 - 14 3.5　缓冲存储器的用途及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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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表示是否可以从顺控程序进行读取 (Read)/ 写入 (Write)。

R: 可以读取     W: 可以写入

*2  表示是否可以通过 GX Configurator-MB 进行设置。

○ : 可以设置      ×: 不可设置

( 接下页 )

表 3.4 缓冲存储器一览 ( 续 )

地址 用途 名称 初始值

Read/

Write

(*1)

初始

设置

(*2)

参照

09C0H

(2496)

MODBUS

软元件

分配

参数

保持寄存器

分配

1

软元件代码 0H R/W

○ 7.3.1 项

09C1H

(2497)
起始软元件编号 0H R/W

09C2H

(2498)
起始保持寄存器编号 0H R/W

09C3H

(2499)
分配点数 0H R/W

09C4H ～ 09FFH

(2500 ～ 2559)

保持寄存器

分配

2～ 16

( 与保持寄存器分配 1 相同 )

0A00H ～ 0BFFH

(2560 ～ 3071)
系统区 ( 禁止使用 ) － － － －

0C00H

(3072)

设置状态

智能功能模

块开关设置

状态

开关 1: CH1 动作模式设置状态

智能功

能模块

开关的

状态

R

×
6.6 节

11.2 节

0C01H

(3073)
开关 2: CH1 通信速度 ·传送设置状态 R

0C02H

(3074)
开关 3: CH2 动作模式设置状态 R

0C03H

(3075)
开关 4: CH2 通信速度 ·传送设置状态 R

0C04H

(3076)
开关 5: CH1/CH2 站号设置状态 R

0C05H

(3077)

动作状态

模块

状态
LED 亮灯状态 0H R ×

6.3 节

11.2 节

0C06H

(3078)

智能功能模

块开关动作

状态

开关 1: CH1 动作模式状态

智能功

能模块

开关的

状态

R

× 10.4 节

0C07H

(3079)
开关 2: CH1 通信速度 ·传送状态 R

0C08H

(3080)
开关 3: CH2 动作模式状态 R

0C09H

(3081)
开关 4: CH2 通信速度 ·传送状态 R

0C0AH

(3082)
开关 5: CH1/CH2 站号状态 R
3.5　缓冲存储器的用途及分配
3.5.1　缓冲存储器一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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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规格
*1  表示是否可以从顺控程序进行读取 (Read)/ 写入 (Write)。

R: 可以读取     W: 可以写入

*2  表示是否可以通过 GX Configurator-MB 进行设置。

○ : 可以设置      ×: 不可设置

( 接下页 )

表 3.4 缓冲存储器一览 ( 续 )

地址 用途 名称 初始值

Read/

Write

(*1)

初始

设置

(*2)

参照

0C0BH ～ 0C12H

(3083 ～ 3090)

动作状态

系统区 ( 禁止使用 ) － － － －

0C13H

(3091)

参数异常信

息

MODBUS 软元件分配参数用出错代码存储区 0H R

×
11.4.1

项

0C14H

(3092)
MODBUS 软元件

分配

参数登录结果

存储区

异常发生软元件类型 0H R

0C15H

(3093)
异常发生分配组编号 0H R

0C16H

(3094)
CH1 自动通信参数用出错代码存储区 0H R

0C17H

(3095)
CH1 自动通信参数登录结果存储区 0H R

0C18H

(3096)
CH2 自动通信参数用出错代码存储区 0H R

0C19H

(3097)
CH2 自动通信参数登录结果存储区 0H R

0C1AH ～ 0C1FH

(3098 ～ 3103)
系统区 ( 禁止使用 ) － － － －

0C20H ～ 0C21H

(3104 ～ 3105)

通信状态

功能监视区

CH1 自动通信功能动作状态存储区

( 参数 1 ～ 32)
0H R

×
11.4.1

项
0C22H ～ 0C23H

(3106 ～ 3107)

CH2 自动通信功能动作状态存储区

( 参数 1 ～ 32)
0H R

0C24H ～ 0C27H

(3108 ～ 3111)
系统区 ( 禁止使用 ) － － － －

0C28H ～ 0C47H

(3112 ～ 3143)

CH1 自动通信功能出错代码存储区

( 参数 1 ～ 32)
0H R

×
11.4.1

项0C48H ～ 0C67H

(3144 ～ 3175)

CH2 自动通信功能出错代码存储区

( 参数 1 ～ 32)
0H R

0C68H ～ 0CA7H

(3176 ～ 3239)
系统区 ( 禁止使用 ) － － － －

0CA8H ～ 0CA9H

(3240 ～ 3241)

CH1 自动通信功能设置有无状态存储区

( 参数 1 ～ 32)
0H R

×
11.4.1

项
0CAAH ～ 0CABH

(3242 ～ 3243)

CH2 自动通信功能设置有无状态存储区

( 参数 1 ～ 32)
0H R
3 - 16 3.5　缓冲存储器的用途及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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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表示是否可以从顺控程序进行读取 (Read)/ 写入 (Write)。

R: 可以读取     W: 可以写入

*2  表示是否可以通过 GX Configurator-MB 进行设置。

○ : 可以设置      ×: 不可设置

( 接下页 )

表 3.4 缓冲存储器一览 ( 续 )

地址 用途 名称 初始值

Read/

Write

(*1)

初始

设置

(*2)

参照

0CACH ～ 0CAFH

(3244 ～ 3247)

动作状态

系统区 ( 禁止使用 ) － － － －

0CB0H ～ 0CB1H

(3248 ～ 3249)
通信状态

功能监视区

CH1 自动通信功能待机状态存储区

( 参数 1 ～ 32)
0H R －

9.2.3 项
0CB2H ～ 0CB3H

(3250 ～ 3251)

CH2 自动通信功能待机状态存储区

( 参数 1 ～ 32)
0H R －

0CB4H ～ 0CFDH

(3252 ～ 3325)
系统区 ( 禁止使用 ) － － － －

0CFEH

(3326)

出错日志

出错发生次数 0H R

×
11.4.1

项

0CFFH

(3327)
出错日志写入指针 0H R

0D00H

(3328)

出错日志 1

详细出错代码 0H R

0D01H

(3329)
异常响应代码 0H R

0D02H

(3330)
功能代码 0H R

0D03H

(3331)
CH 0H R

0D04H

(3332)
站号 0H R

0D05H ～ 0D06H

(3333 ～ 3334)
系统区 ( 禁止使用 ) － － － －

0D07H

(3335)
功能 0H R ×

11.4.1

项

0D08H ～ 0DFFH

(3336 ～ 3583)

出错日志

2～ 32
( 与出错日志 1 相同 ) ×

11.4.1

项

0E00H ～ 0EFFH

(3584 ～ 3839)
系统区 ( 禁止使用 ) － － － －
3.5　缓冲存储器的用途及分配
3.5.1　缓冲存储器一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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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规格
*1  表示是否可以从顺控程序进行读取 (Read)/ 写入 (Write)。

R: 可以读取     W: 可以写入

*2  表示是否可以通过 GX Configurator-MB 进行设置。

○ : 可以设置      ×: 不可设置

( 接下页 )

表 3.4 缓冲存储器一览 ( 续 )

地址 用途 名称 初始值

Read/

Write

(*1)

初始

设置

(*2)

参照

0F00H

(3840)

通信状态
CH1

通信状态

主站·

从站用

诊断用

数据

总线信息计数器 0H R

×

11.3 节

0F01H

(3841)
总线通信出错计数器 0H R

0F02H

(3842)
字符溢出出错计数器 0H R

0F03H

(3843)
报文废弃计数器 0H R

0F04H

(3844)
数据废弃计数器 0H R

0F05H

(3845)
发送失败计数器 0H R

0F06H

(3846)

从站用

诊断用

数据

本站信息接收计数器 0H R

0F07H

(3847)
无响应计数器 0H R

0F08H

(3848)
NAK 响应计数器 0H R

0F09H

(3849)
忙响应计数器 0H R

0F0AH

(3850)
例外出错计数器 0H R

0F0BH

(3851)
通信事件计数器 0H R 4.12 节

0F0CH

(3852)
接收结束代码第 2 字节 0AH R

4.11.4

项

0F0DH

(3853)
通信模式 0H R

4.11.5

项

3 - 18 3.5　缓冲存储器的用途及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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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表示是否可以从顺控程序进行读取 (Read)/ 写入 (Write)。

R: 可以读取     W: 可以写入

*2  表示是否可以通过 GX Configurator-MB 进行设置。

○ : 可以设置      ×: 不可设置

( 接下页 )

表 3.4 缓冲存储器一览 ( 续 )

地址 用途 名称 初始值

Read/

Write

(*1)

初始

设置

(*2)

参照

0F0EH

(3854)

通信状态

CH1

通信状态

主站用

诊断用数据

例外出错接收计数器 0H R

× 11.3 节

0F0FH

(3855)
无从站响应计数器 0H R

0F10H

(3856)
广播发送计数器 0H R

0F11H

(3857)
NAK 接收计数器 0H R

0F12H

(3858)
忙接收计数器 0H R

0F13H ～ 0F1EH

(3859 ～ 3870)
系统区 ( 禁止使用 ) － － － －

0F1FH

(3871)
通信事件日志

( 从站用 )

通信事件日志个数 0H R

×

4.13 节
0F20H ～ 0F3FH

(3872 ～ 3903)
通信事件日志 1 ～ 64 0H R

0F40H ～ 0F7FH

(3904 ～ 3967)

CH2

通信状态
( 与 CH1 通信状态相同 ) 4.13 节

0F80H ～ 0FFDH

(3968 ～ 4093)
系统区 ( 禁止使用 ) － － － －

0FFEH

(4094)
单体测试结果

硬件测试结果 0H R

×

6.4.1 项

0FFFH

(4095)
自回送测试结果 0H R 6.4.2 项
3.5　缓冲存储器的用途及分配
3.5.1　缓冲存储器一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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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规格
*1  表示是否可以从顺控程序进行读取 (Read)/ 写入 (Write)。

R: 可以读取     W: 可以写入

*2  表示是否可以通过 GX Configurator-MB 进行设置。

○ : 可以设置      ×: 不可设置

表 3.4 缓冲存储器一览 ( 续 )

地址 用途 名称 初始值

Read/

Write

(*1)

初始

设置

(*2)

参照

1000H ～ 1FFFH

(4096 ～ 8191)

自动通信功能缓冲

CH1 自动通信功能缓冲输入区 0H R ×

5.2.1 项

2000H ～ 2FFFH

(8192 ～

12287)

CH2 自动通信功能缓冲输入区 0H R ×

3000H ～ 3FFFH

(12288 ～

16383)

CH1 自动通信功能缓冲输出区 0H R/W ×

4000H ～ 4FFFH

(16384 ～

20479)

CH2 自动通信功能缓冲输出区 0H R/W ×

5000H ～ 5FFFH

(20480 ～

24575)

用户自由区 0H R/W × 7.3.3 项
3 - 20 3.5　缓冲存储器的用途及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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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章   MODBUS 标准功能

在本章中，对 QJ71MB91 支持的 MODBUS 标准功能有关内容进行说明。

如果使用 MODBUS 标准功能，可以对可编程控制器 CPU 的软元件进行读取 / 写入，并将

QJ71MB91 的状态获取到主站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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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MODBUS 标准功能
4.1  MODBUS 标准功能支持一览

(1) MODBUS 标准功能支持一览

QJ71MB91 支持的 MODBUS 标准功能的一览如下所示。

( 接下页 )

表 4.1  MODBUS 标准功能支持一览

功能代码

( 子代码 )
子功能代码 功能 处理内容

1个报文中

的可访问

软元件数

广播 参照

01 － 线圈读取 读取 1 个或多个线圈的状态 (ON/OFF)。
1 ～

2000 点
× 4.4 节

02 － 输入读取 读取 1 个或多个输入的状态 (ON/OFF)。
1 ～

2000 点
× 4.5 节

03 － 保持寄存器读取 读取 1 个或多个保持寄存器的值。
1 ～

125 点
× 4.6 节

04 － 输入寄存器读取 读取 1 个或多个输入寄存器的值。
1 ～

125 点
× 4.7 节

05 － 单个线圈写入 将值 (ON/OFF) 写入到 1 个线圈中。 1 点 ○ 4.8 节

06 － 单个寄存器写入 将值写入到 1 个保持寄存器中。 1 点 ○ 4.9 节

07 － 异常状态读取 读取异常状态。 － × 4.10 节

08

00 请求数据的返回

按原样返回请求报文的内容。

用于线路及对象设备是否正常动作的确认。

( 环路回送测试 )

－ × 4.11.1 项

01 通信重启选项

进行接收通道侧的通信端口的初始化，并

重启从站功能。( 信息个数等的计数器被

清除。)

只听模式时，返回到在线模式。

－ × 4.11.2 项

02 诊断用寄存器的返回
将 QJ71MB91 的详细 LED 状态读取到主站

中。
－ × 4.11.3 项

03
ASCII 模式的接收完成代

码的更改

将 ASCII 模式时的接收完成代码的第 2 字

节 (LF(0AH)) 更改为指定的数据。
－ × 4.11.4 项

04 至只听模式的过渡
将从站置为离线状态。

将从站从线路上断开时使用。
－ × 4.11.5 项
4 - 2 4.1　MODBUS 标准功能支持一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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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页 )

表 4.1 MODBUS 标准功能支持一览 ( 续 )

功能代码

( 子代码 )
子功能代码 功能 处理内容

1个报文中

的可访问

软元件数

广播 参照

08

10
计数器与诊断用寄存器的

清除

清除计数器 ( 信息个数等 )。

此外，清除诊断用寄存器，并清除接收了

请求报文的通道的出错。

－ × 4.11.6 项

11 总线信息计数器的返回
将线路上检测到的报文的个数读取到主站

中。
－ × 4.11.7 项

12
总线通信出错计数器的返

回

将线路上检测到的异常信息的个数读取到

主站中。
－ × 4.11.8 项

13 例外出错计数器的返回 将例外出错的发生次数读取到主站中。 － × 4.11.9 项

14
本站信息接收计数器的返

回

将处理了发往本站的信息的次数读取到主

站中。( 也包括接收了广播的请求报文的

情况下。)

－ × 4.11.10 项

15 无响应计数器的返回
将广播的请求报文的接收次数读取到主站

中。
－ × 4.11.11 项

16 NAK 响应计数器的返回
将 NAK 响应的次数读取到主站中。

在 QJ71MB91 中，始终返回 “0”。
－ × 4.11.12 项

17 忙响应计数器的返回
将忙响应的次数读取到主站中。

在 QJ71MB91 中，始终返回 “0”。
－ × 4.11.13 项

18
字符溢出出错计数器的返

回

将请求报文的大小超出上限的次数读取到

主站中。
－ × 4.11.14 项

19 IOP 溢出出错计数器的返回

将 IOP溢出出错计数器的值读取到主站中。

在 QJ71MB91 中，将请求报文的大小超出

上限的次数返回到主站中。( 与字符溢出

出错计数器的返回相同 )

－ × 4.11.15 项

20
溢出出错计数器与标志的

清除

清除溢出出错计数器与标志。

在 QJ71MB91 中，清除字符溢出出错计数

器的值。

－ × 4.11.16 项
4.1　MODBUS 标准功能支持一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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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MODBUS 标准功能
*1  QJ71MB91 的从站功能不支持本功能。

(  本节 (2))

备 注

安装到 MELSECNET/H 远程 I/O 站中时，可使用的功能有限制。(  本节 (3))

表 4.1 MODBUS 标准功能支持一览 ( 续 )

功能代码

( 子代码 )
子功能代码 功能 处理内容

1个报文中

的可访问

软元件数

广播 参照

11 － 通信事件计数器的获取

获取与请求报文对应的处理 ( 读取 / 写

入、诊断等 ) 正常完成的信息个数。

可以确认与请求报文对应的处理是否正常

完成。

－ × 4.12 节

12 － 通信事件日志的获取
将 QJ71MB91 的通信事件日志获取到主站

中。
－ × 4.13 节

15 － 多个线圈写入 将值 (ON/OFF) 写入到多个线圈中。
1 ～

1968 点
○ 4.14 节

16 － 多个寄存器写入 将值写入到多个保持寄存器中。
1 ～

123 点
○ 4.15 节

17 － 从站 ID 的报告
将从站 (QJ71MB91) 的安装站获取到主站

中。
－ × 4.16 节

20(6) － 扩展文件寄存器的读取 读取 1 个或多个扩展文件寄存器的值。
1 ～

124 点
× 4.17 节

21(6) － 扩展文件寄存器的写入
将值写入到 1 个或多个扩展文件寄存器

中。

1 ～

122 点
× 4.18 节

22 － 保持寄存器的掩码写入
将 1 个保持寄存器中存储的值通过 AND 或

OR 进行掩码，并写入值。
1 点 ○ 4.19 节

23 － 多个寄存器的读取 / 写入 进行多个保持寄存器的读取及写入。

读取 : 

1 ～

125 点

写入 : 

1 ～

121 点

× 4.20 节

24*1 － FIFO 队列的读取 从 FIFO 队列结构的保持寄存器中读取值。 － － －

43*1 － 模块识别信息的读取 读取从站的模块识别信息。 － － －
4 - 4 4.1　MODBUS 标准功能支持一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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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各主站功能及从站功能的标准功能支持一览

QJ71MB91 的各主站功能及从站功能的标准功能支持一览如下所示。

○ : 支持　×: 不支持
*1  对于 MBREQ 指令，由于用户可以创建请求报文的帧，因此也可发送上述以外的功能代码。

(  10.3 节 )

( 接下页 )

表 4.2  各主站功能及从站功能的标准功能支持一览

功能代码

( 子代码 )
子功能代码 功能

主站功能

从站功能

自动通信功能 MBRW 指令 MBREQ 指令 *1

01 － 线圈读取 ○ ○ ○ ○

02 － 输入读取 ○ ○ ○ ○

03 － 保持寄存器读取 ○ ○ ○ ○

04 － 输入寄存器读取 ○ ○ ○ ○

05 － 单个线圈写入 × × ○ ○

06 － 单个寄存器写入 × × ○ ○

07 － 异常状态读取 × × ○ ○

08

00 请求数据的返回 × × ○ ○

01 通信重启选项 × × ○ ○

02 诊断用寄存器的返回 × × ○ ○

03 ASCII 模式的接收完成代码的更改 × × ○ ○

04 至只听模式的过渡 × × ○ ○

10 计数器与诊断用寄存器的清除 × × ○ ○

11 总线信息计数器的返回 × × ○ ○

12 总线通信出错计数器的返回 × × ○ ○

13 例外出错计数器的返回 × × ○ ○

14 本站信息接收计数器的返回 × × ○ ○

15 无响应计数器的返回 × × ○ ○

16 NAK 响应计数器的返回 × × ○ ○

17 忙响应计数器的返回 × × ○ ○

18 字符溢出出错计数器的返回 × × ○ ○

19 IOP 溢出出错计数器的返回 × × ○ ○

20 溢出出错计数器与标志的清除 × × ○ ○
4.1　MODBUS 标准功能支持一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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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MODBUS 标准功能
○ : 支持　×: 不支持

*1  对于 MBREQ 指令，由于用户可以创建请求报文的帧，因此也可发送上述以外的功能代码。

(  10.3 节 )

备 注

安装到 MELSECNET/H 远程 I/O 站中时，可使用的功能有限制。(  本节 (3))

表 4.2 各主站功能及从站功能的标准功能支持一览 ( 续 )

功能代码

( 子代码 )
子功能代码 功能

主站功能

从站功能

自动通信功能 MBRW 指令 MBREQ 指令 *1

11 － 通信事件计数器的获取 × × ○ ○

12 － 通信事件日志的获取 × × ○ ○

15 － 多个线圈写入 ○ ○ ○ ○

16 － 多个寄存器写入 ○ ○ ○ ○

17 － 从站 ID 的报告 × × ○ ○

20(6) － 扩展文件寄存器的读取 × ○ ○ ○

21(6) － 扩展文件寄存器的写入 × ○ ○ ○

22 － 保持寄存器的掩码写入 × × ○ ○

23 － 多个寄存器的读取 / 写入 ○ ○ ○ ○

24 － FIFO 队列的读取 × × ○ ×

43 － 模块识别信息的读取 × × ○ ×
4 - 6 4.1　MODBUS 标准功能支持一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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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访问 MELSECNET/H 远程 I/O 站时的 MODBUS 标准功能支持一览

将 QJ71MB91 安装到 MELSECNET/H 远程 I/O 站中，访问 MELSECNET/H 远程 I/O 站时的

MODBUS 标准功能支持一览如下所示。

○ : 支持　△ : 受限制的支持　×: 不支持

*1  访问目标为 MELSECNET/H 远程 I/O 站的支持功能。

访问目标为 MELSECNET/H 远程主站时的支持功能与本节 (2) 相同。

*2  访问 MELSECNET/H 远程 I/O 站不支持的软元件中分配的 MODBUS 软元件时，将异常完成。(异常响应

代码 : 04H)

访问目标为 MELSECNET/H 远程主站的情况下，可以分配到 MELSECNET/H 远程主站的管理 CPU 的软元

件。

( 接下页 )

表 4.3  访问 MELSECNET/H 远程 I/O 站时的 MODBUS 标准功能支持一览

功能代码

( 子代码 )
子功能代码 功能

主站功能

从站功能*1

自动通信功能 MBRW 指令 MBREQ 指令

01 － 线圈读取 ○

× ×

△*2

02 － 输入读取 ○ △*2

03 － 保持寄存器读取 ○ △*2

04 － 输入寄存器读取 ○ △*2

05 － 单个线圈写入 × △*2

06 － 单个寄存器写入 × △*2

07 － 异常状态读取 × △*2
4.1　MODBUS 标准功能支持一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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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MODBUS 标准功能
○ : 支持　△ : 受限制的支持　×: 不支持

*1  访问目标为 MELSECNET/H 远程 I/O 站的支持功能。

访问目标为 MELSECNET/H 远程主站时的支持功能与本节 (2) 相同。

*2  访问 MELSECNET/H 远程 I/O 站不支持的软元件中分配的 MODBUS 软元件时，将异常完成。( 异常响应

代码 : 04H)

访问目标为 MELSECNET/H 远程主站的情况下，可以分配到 MELSECNET/H 远程主站的管理 CPU 的软元

件。

( 接下页 )

表 4.3 访问 MELSECNET/H 远程 I/O 站时的 MODBUS 标准功能支持一览 ( 续 )

功能代码

( 子代码 )
子功能代码 功能

主站功能

从站功能*1

自动通信功能 MBRW 指令 MBREQ 指令

08

00 请求数据的返回 ×

× ×

○

01 通信重启选项 × ○

02 诊断用寄存器的返回 × ○

03 ASCII 模式的接收完成代码的更改 × ○

04 至只听模式的过渡 × ○

10 计数器与诊断用寄存器的清除 × ○

11 总线信息计数器的返回 × ○

12 总线通信出错计数器的返回 × ○

13 例外出错计数器的返回 × ○

14 本站信息接收计数器的返回 × ○

15 无响应计数器的返回 × ○

16 NAK 响应计数器的返回 × ○

17 忙响应计数器的返回 × ○

18 字符溢出出错计数器的返回 × ○

19 IOP 溢出出错计数器的返回 × ○

20 溢出出错计数器与标志的清除 × ○

11 － 通信事件计数器的获取 × ○

12 － 通信事件日志的获取 × ○

15 － 多个线圈写入 ○ △*2
4 - 8 4.1　MODBUS 标准功能支持一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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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支持　△ : 受限制的支持　×: 不支持

*1  访问目标为 MELSECNET/H 远程 I/O 站的支持功能。

访问目标为 MELSECNET/H 远程主站时的支持功能与本节 (2) 相同。

*2  访问 MELSECNET/H 远程 I/O 站不支持的软元件中分配的 MODBUS 软元件时，将异常完成。(异常响应

代码 : 04H)

访问目标为 MELSECNET/H 远程主站的情况下，可以分配到 MELSECNET/H 远程主站的管理 CPU 的软元

件。

要 点
将 QJ71MB91 安装到 MELSECNET/H 远程 I/O 站中时的访问目标通过缓冲存储器的安

装到 MELSECNET/H 远程 I/O 站时访问目标指定 ( 地址 : 000EH) 进行切换。

(  7.3.5 项 )

表 4.3 访问 MELSECNET/H 远程 I/O 站时的 MODBUS 标准功能支持一览 ( 续 )

功能代码

( 子代码 )
子功能代码 功能

主站功能

从站功能*1

自动通信功能 MBRW 指令 MBREQ 指令

16 － 多个寄存器写入 ○

× ×

△*2

17 － 从站 ID 的报告 × ○

20(6) － 扩展文件寄存器的读取 × ×

21(6) － 扩展文件寄存器的写入 × ×

22 － 保持寄存器的掩码写入 × △*2

23 － 多个寄存器的读取 / 写入 ○ △*2

24 － FIFO 队列的读取 × ×

43 － 模块识别信息的读取 × ×
4.1　MODBUS 标准功能支持一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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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MODBUS 标准功能
4.2  帧规格

MODBUS 协议的帧规格如下所示。

*1   出错检查的方式根据帧模式而有所不同。(  4.2.1 项 )

备 注

关于各区域的数据大小，请参阅下述章节。

 4.2.1 项

图 4.1  帧规格

表 4.4  帧规格的内容

区域名 内容

地址字段

[ 主站向从站发送请求报文时 ]

　0     : 将请求报文发送到所有从站中。( 广播 )

　1 ～ 247: 存储对象从站的站号。

[ 从站向主站发送响应报文时 ]

　在发送响应报文时，存储本站的站号。

功能代码

[ 主站向从站发送请求报文时 ]

　主站指定对从站的处理的编号。

[ 从站向主站发送响应报文时 ]

　正常完成时，存储请求的功能代码。

　异常完成时，最高位变为 ON。

数据

[ 主站向从站发送请求报文时 ]

　存储用于执行通过功能代码指定的功能的信息。

[ 从站向主站发送响应报文时 ]

　存储通过功能代码指定的功能的执行结果。

　异常完成时，存储异常响应代码。

出错检查*1

对于主站，添加请求报文的检查代码，并发送请求报文。

对于接收了请求报文的从站，重新计算并比较已接收的请求报文的检查代码，判断报文是否正确。

报文异常的情况下，废弃报文。

数据地址字段 功能代码 出错检查

MODBUS协议数据部分

 4.3 节～ 4.20 节
4 - 10 4.2　帧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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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  帧模式

QJ71MB91 可以使用以下帧模式。

QJ71MB91 的帧模式应与对象设备的帧模式一致。

(1) 可使用的帧模式

(a) RTU 模式

以二进制代码发送接收帧的模式。

帧规格符合 MODBUS 协议的规格。

备 注

通过 CRC(Cyclic Redundancy Check) 进行 RTU 模式的出错检查。

在 QJ71MB91 中，按照以下步骤计算 CRC。

在对象设备中进行出错检查的情况下，应按照与以下相同的步骤计算 CRC。

1) 加载 16 位全为 “1” 的寄存器。

2) 对于 CRC，从帧的高位的位开始每 8 位进行计算。

对帧的 8 位与上述 1) 的位的排他性逻辑或 (XOR) 进行计算。

3) 将上述 2) 的结果向右移 1 位。

4) 上述 2) 的最低位为 “1” 的情况下，对上述 3) 的结果与生成多项式 (A001H)

的排他性逻辑或 (XOR) 进行计算。

最低位为 “0” 的情况下，不进行排他性逻辑或 (XOR) 的计算，而按原样向右

移 1 位。

5) 重复上述 3) 与 4) 的操作，直至位移为 8 次为止。

6) 对上述 5) 的结果与帧的后面 8 位的排他性逻辑或 (XOR) 进行计算。

7) 重复上述 3) ～ 6) 的操作。

8) 重复上述操作直至数据部分的最后。

最后的值将为算出的 CRC 值。

9) 至帧的 CRC 值的存储顺序为低 8 位→高 8 位。

图 4.2  RTU 模式的帧

数据Start 地址字段 功能代码 出错检查
END

(Start) 地址字段

3.5个字符时间
及以上的间隔

1字节 1字节 0～252字节 2字节
3.5个字符时间
及以上的间隔

1字节

出错检查计算范围
4.2　帧规格
4.2.1　帧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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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功能代码 07H 发送到站号 2 中时的计算示例如下所示。
表 4.5  CRC 的计算步骤

CRC 出错检查步骤 16 位寄存器 (MSB) 标志

( 加载 16 位全为“1”的寄存器 )

02H( 站号 )

排他性逻辑或 (XOR)

1111

1111

1111

1111

1111

0000

1111

1111

0010

1101

移位 1

生成多项式

排他性逻辑或 (XOR)

0111

1010

1101

1111

0000

1111

1111

0000

1111

1110

0001

1111

1

移位 2

生成多项式

排他性逻辑或 (XOR)

0110

1010

1100

1111

0000

1111

1111

0000

1111

1111

0001

1110

1

移位 3

移位 4

生成多项式

排他性逻辑或 (XOR)

0110

0011

1010

1001

0111

0011

0000

0011

1111

1111

0000

1111

1111

1111

0001

1110

0

1

移位 5

移位 6

生成多项式

排他性逻辑或 (XOR)

0100

0010

1010

1000

1001

0100

0000

0100

1111

1111

0000

1111

1111

1111

0001

1110

0

1

移位 7

移位 8

生成多项式

排他性逻辑或 (XOR)

0100

0010

1010

1000

0010

0001

0000

0001

0111

0011

0000

0011

1111

1111

0001

1110

0

1

07H( 功能 )

排他性逻辑或 (XOR) 1000 0001

0000

0011

0111

1001

移位 1

生成多项式

排他性逻辑或 (XOR)

0100

1010

1110

0000

0000

0000

1001

0000

1001

1100

0001

1101

1

移位 2

生成多项式

排他性逻辑或 (XOR)

0111

1010

1101

0000

0000

0000

0100

0000

0100

1110

0001

1111

1

移位 3

生成多项式

排他性逻辑或 (XOR)

0110

1010

1100

1000

0000

1000

0010

0000

0010

0111

0001

0110

1

移位 4

移位 5

生成多项式

排他性逻辑或 (XOR)

0110

0011

1010

1001

0100

0010

0000

0010

0001

0000

0000

0000

0011

1001

0001

1000

0

1

移位 6

移位 7

移位 8

0100

0010

0001

1001

0100

0010

0000

1000

0100

0100

0010

0001

0

0

0

CRC 值 12H 41H
4 - 12 4.2　帧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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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ASCII 模式

以 ASCII 代码的 2 个字符 (2 字节 ) 发送接收帧的模式。

帧规格符合 MODBUS 协议的规格。

备 注

通过 LRC(Longitudinal Redundancy Check) 进行 ASCII 模式的出错检查。

在 QJ71MB91 中，按照以下步骤计算 LRC。

在对象设备中进行出错检查的情况下，应按照与以下相同的步骤计算 LRC。

1) LRC 的计算时，将出错检查计算范围的 ASCII 代码转换为 RTU 格式 ( 二进制 )。

2) 在帧中以连续 8 位进行加法运算。(加法运算时，进位除外。)

3) 将上述 2) 的结果置为 2 的补数。( 对位进行反转，并与 01H 进行加法运算。)

4) 将上述 3) 的结果转换为 ASCII 代码。

图 4.3  CRC 计算时的帧

图 4.4  ASCII 模式的帧

地址字段

(02H) (07H)

功能代码 CRC(出错检查)

(41H) (12H)

Start END

出错检查计算范围

地址字段

:
(3AH)

2个字符

功能代码

2个字符

数据 出错检查

n×2个字符
(n＝0～252)

2个字符
CR + LF

(0DH) (0AH)
4.2　帧规格
4.2.1　帧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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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功能代码 01H 发送到站号 2 中时的计算示例如下所示。

(2) 帧模式的设置

帧模式的设置在智能功能模块开关设置中进行。

(  6.6 节 )

表 4.6  LRC 的计算步骤 ( 请求报文发送时 )

请求报文发送时的 LRC

站号 ( 地址字段 )

功能代码

起始线圈编号 (H)

起始线圈编号 (L)

读取点数 (H)

读取点数 (L)

02

01

00

00

00

08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10

0001

0000

0000

0000

1000

加法运算结果

位反转 1

　　　　　　+1

2 的补数

0B

F4

F5

0000

1111

1111

1011

0100

1

0101

LRC( 出错检查 ) F5 F 5

表 4.7  LRC 的计算步骤 ( 响应报文接收时 )

响应报文接收时的 LRC

站号 ( 地址字段 )

功能代码

起始线圈编号 (H)

起始线圈编号 (L)

读取点数 (H)

读取点数 (L)

LRC( 出错检查 )

02

01

00

00

00

08

F5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1111

0010

0001

0000

0000

0000

1000

0101

加法运算结果 00 0000 0000

图 4.5  LRC 计算时的帧

起始输入编号 读取点数
地址字段
(02H)

功能代码
(01H)

LRC
(出错检查)

(F5H)

3AH 30H 32H 30H 31H

(00H) (00H) (00H) (08H)

30H 30H 30H 30H 30H 30H 30H 38H 46H 35H 0DH

"CR" "LF"

0AH

Start
4 - 14 4.2　帧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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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各功能的协议数据部分格式

本节对 QJ71MB91 中的 MODBUS 协议数据部分的格式有关内容进行说明。

(1) 注意事项

(a)关于报文中指定的软元件编号

在报文中指定软元件编号的情况下，应指定“( 软元件编号 )-1”。

但是，扩展文件寄存器读取 / 写入时指定的文件编号及软元件编号不适用于上述。

( 例 ) 通过输入读取 (FC: 02) 读取输入 32(100032) 的状态的情况下

此外，响应报文中存储的软元件编号为 “( 实际进行了读取 / 写入的软元件编

号 )-1”。

(b) QJ71MB91 接收了广播的请求报文的情况下

虽然进行与请求报文对应的处理 ( 读取 / 写入、诊断等 )，但是不将响应报文发送

至主站。

(c) QJ71MB91 在只听模式时接收了请求报文的情况下

除部分的请求报文以外，将废弃请求报文。

为了接收请求报文，应置为在线模式。

(  4.11.5 项 )

图 4.6  MODBUS 软元件编号的指定

数据

(H) (L) (H) (L)

功能代码

功能代码

02H

起始输入编号

001FH

读取点数

0001H

读取输入32(100032)的状态的情况下，在起
始输入编号中指定31(001FH)。
4.3　各功能的协议数据部分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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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从站 (QJ71MB91) 中处理异常完成的情况下

与请求报文对应的处理 ( 读取 / 写入、诊断等 ) 异常完成的情况下，将异常响应代码

发送到主站中。(  4.4 节～ 4.20 节中记载的 “ 响应报文格式 ( 异常完成时 )”)

(a)异常响应代码与出错代码的存储目标

异常响应代码也被存储到 QJ71MB91 的缓冲存储器中。

而且，为了特定详细的原因，出错代码被存储到 QJ71MB91 的缓冲存储器中。

异常响应代码及出错代码可以通过缓冲存储器的出错日志区 ( 地址 : 0CFEH ～

0DFFH) 确认。(  11.4 节 )

(3) 4.4 节～ 4.20 节中记载的请求报文 / 响应报文格式的阅读方法

(a)请求报文 / 响应报文格式说明图

4.4 节～ 4.20 节中所示的请求报文 / 响应报文格式说明图的阅读方法如下所示。

图 4.7  请求报文 / 响应报文格式的阅读方法

数据

(H) (L) (H) (L)

功能代码
(01H)

功能代码区域名

帧内容

[请求报文格式时]
设置范围

[响应报文格式时]
响应报文中存储的值

1字节
(8位)

1字节
(8位)

起始线圈编号
(0000H～FFFFH)

读取点数
(0001H～07D0H)

以2字节为1个数据的情况下，
将高位字节(8位)作为(H)，
将低位字节(8位)作为(L)。
4 - 16 4.3　各功能的协议数据部分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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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关于报文格式的帧模式

4.4 节～ 4.20 节中所示的报文格式为 RTU 模式时的格式。

ASCII 模式的情况下，应将 4.4 节～ 4.20 节中所示的值转换为 ASCII 代码。

( 转换示例 )

(c)关于响应报文格式

对于从站发出到主站中的响应报文的格式，在对从站中的请求报文的处理 ( 读取 /

写入、诊断等 ) 正常完成的情况下与异常完成的情况下有所不同。

在 4.4 节～ 4.20 节中，记载正常完成时及异常完成时的格式。

图 4.8  从 RTU 模式转换为 ASCII 模式的示例

数据

(H) (L)

数据

(H) (L)

(L)(H)(H) (L)

数据

(L)(H)

读取点数

0
(30H)

0
(30H)

3
(33H)

F
(46H)

(RTU模式)

功能代码

功能代码
(01H)

起始线圈编号
(006EH)

读取点数
(003FH)

将RTU模式转换为ASCII模式

(ASCII模式)

功能代码

功能代码

0
(30H)

1
(31H)

起始线圈编号

0
(30H)

0
(30H)

6
(36H)

E
(45H)
4.3　各功能的协议数据部分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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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MODBUS 标准功能
4.4  线圈读取 (FC: 01)

读取 1 个或多个线圈的状态 (ON/OFF)。

(1) 请求报文格式 ( 主站→从站 )

(2) 响应报文格式 ( 从站→主站 )

( 正常完成时 )

( 异常完成时 )

*1  异常完成时，异常响应代码与出错代码将被存储到缓冲存储器中。

关于存储目标、确认方法、详细内容，请参阅下述章节。

 11.4 节

图 4.9  线圈读取 ( 请求报文 )

图 4.10  线圈读取 ( 正常响应报文 )

图 4.11  线圈读取 ( 异常响应报文 )

数据

(H) (L) (H) (L)

功能代码

功能代码
(01H)

起始线圈编号
(0000H～FFFFH)

读取点数
(0001H～07D0H)

数据

b0

0: OFF
1: ON

b1b2b3b4b5b6b7

功能代码

(读取字节数n)

(软元件数据1～n部分)

软元件数据1

软元件数据n

位软元件存储顺序

•读取的线圈的状态按低位→高位的位顺序进行存储。
•读取点数不是8的倍数的情况下，多余的位将为0。

功能代码
(01H)

读取字节数
n

软元件数据
1

软元件数据
n

数据

功能代码
(81H)

功能代码

异常响应代码*1
4 - 18 4.4　线圈读取 (FC: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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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输入读取 (FC: 02)

读取 1 个或多个输入的状态 (ON/OFF)。

(1) 请求报文格式 ( 主站→从站 )

(2) 响应报文格式 ( 从站→主站 )

( 正常完成时 )

( 异常完成时 )

*1  异常完成时，异常响应代码与出错代码将被存储到缓冲存储器中。

关于存储目标、确认方法、详细内容，请参阅下述章节。

 11.4 节

图 4.12  输入读取 ( 请求报文 )

图 4.13  输入读取 ( 正常响应报文 )

图 4.14  输入读取 ( 异常响应报文 )

数据

(H) (L) (H) (L)

功能代码

功能代码
(02H)

起始输入编号
(0000H～FFFFH)

读取点数
(0001H～07D0H)

数据

b0b1b2b3b4b5b6b7

功能代码

功能代码
(02H)

读取字节数
n

软元件数据
1

软元件数据
n

(读取字节数n)

(软元件数据1～n部分)

软元件数据1

软元件数据n

位软元件存储顺序

•读取的输入的状态按低位→高位的位顺序进行存储。
•读取点数不是8的倍数的情况下，多余的位将为0。

0: OFF
1: ON

数据功能代码

功能代码
(82H)

异常响应代码
*1
4.5　输入读取 (FC: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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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保持寄存器读取 (FC: 03)

读取 1 个或多个保持寄存器的值。

(1) 请求报文格式 ( 主站→从站 )

(2) 响应报文格式 ( 从站→主站 )

( 正常完成时 )

( 异常完成时 )

*2  异常完成时，异常响应代码与出错代码将被存储到缓冲存储器中。

关于存储目标、确认方法、详细内容，请参阅下述章节。

 11.4 节

图 4.15  保持寄存器读取 ( 请求报文 )

图 4.16  保持寄存器读取 ( 正常响应报文 )

图 4.17  保持寄存器读取 ( 异常响应报文 )

数据

(H) (L) (H) (L)

功能代码

功能代码
(03H)

起始保持寄存器编号
(0000H～FFFFH)

读取点数
(0001H～007DH)

数据

(H) (L) (H) (L)

功能代码

功能代码
(03H)

读取字节数
n×2

*1
软元件数据

1
软元件数据

n

(读取字节数n×2)

*1 例如，n＝4的情况下，读取字节数将为
   4×2＝8字节。

数据功能代码

功能代码
(83H)

异常响应代码
*2
4 - 20 4.6　保持寄存器读取 (FC: 03)
　



4 MODBUS 标准功能

1

概
要

2

系
统

配
置

3

规
格

4

M
OD

B
US

标
准

功
能

5

功
能

6

投
运

前
的

设
置
及

步
骤

7

参
数
设

置

8

实
用
程

序
包

(G
X 
Co
nf
ig
ur
at
or
-M
B)
4.7  输入寄存器读取 (FC: 04)

读取 1 个或多个输入寄存器的值。

(1) 请求报文格式 ( 主站→从站 )

(2) 响应报文格式 ( 从站→主站 )

( 正常完成时 )

( 异常完成时 )

*2  异常完成时，异常响应代码与出错代码将被存储到缓冲存储器中。

关于存储目标、确认方法、详细内容，请参阅下述章节。

 11.4 节

图 4.18  输入寄存器读取 ( 请求报文 )

图 4.19  输入寄存器读取 ( 正常响应报文 )

图 4.20  输入寄存器读取 ( 异常响应报文 )

数据

(H) (L) (H) (L)

功能代码

功能代码
(04H)

起始输入寄存器编号
(0000H～FFFFH)

读取点数
(0001H～007DH)

数据

(H)

功能代码

功能代码
(04H)

(L) (H) (L)

读取字节数
n×2

软元件数据
1

软元件数据
n

(读取字节数n×2)

*例如，n＝4的情况下，读取字节数将为
 4×2＝8字节。

*1

数据功能代码

功能代码
(84H)

异常响应代码
*2
4.7　输入寄存器读取 (FC: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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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单个线圈写入 (FC: 05)

将值 (ON/OFF) 写入到 1 个线圈中。

(1) 请求报文格式 ( 主站→从站 )

(2) 响应报文格式 ( 从站→主站 )

( 正常完成时 )

从站直接返回从主站接收的请求报文。

( 异常完成时 )

*1  异常完成时，异常响应代码与出错代码将被存储到缓冲存储器中。

关于存储目标、确认方法、详细内容，请参阅下述章节。

 11.4 节

图 4.21  单个线圈写入 ( 请求报文 )

图 4.22  单个线圈写入 ( 异常响应报文 )

数据

(H) (L) (H) (L)

功能代码

功能代码
(05H)

线圈编号
(0000H～FFFFH)

ON/OFF指定

0000H: OFF
FF00H: ON

数据功能代码

功能代码
(85H)

异常响应代码*1
4 - 22 4.8　单个线圈写入 (FC: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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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单个寄存器写入 (FC: 06)

将值写入到 1 个保持寄存器中。

(1) 请求报文格式 ( 主站→从站 )

(2) 响应报文格式 ( 从站→主站 )

( 正常完成时 )

从站直接返回从主站接收的请求报文。

( 异常完成时 )

*1  异常完成时，异常响应代码与出错代码将被存储到缓冲存储器中。

关于存储目标、确认方法、详细内容，请参阅下述章节。

 11.4 节

图 4.23  单个寄存器写入 ( 请求报文 )

图 4.24  单个寄存器写入 ( 异常响应报文 )

数据

(H) (L) (H) (L)

功能代码

功能代码
(06H)

保持寄存器编号
(0000H～FFFFH)

写入数据
(0000H～FFFFH)

数据功能代码

功能代码
(86H)

异常响应代码*1
4.9　单个寄存器写入 (FC: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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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0  异常状态读取 (FC: 07)

读取异常状态。

(1) 请求报文格式 ( 主站→从站 )

(2) 响应报文格式 ( 从站→主站 )

( 正常完成时 )

*1  在异常信息中，存储通过缓冲存储器的异常状态用软元件指定 ( 地址 : 000AH ～

000BH) 指定的软元件的内容。(  7.3.4 项 )

( 异常完成时 )

*2  异常完成时，异常响应代码与出错代码将被存储到缓冲存储器中。

关于存储目标、确认方法、详细内容，请参阅下述章节。

 11.4 节

图 4.25  异常状态读取 ( 请求报文 )

图 4.26  异常状态读取 ( 正常响应报文 )

图 4.27  异常状态读取 ( 异常响应报文 )

功能代码

功能代码

(07H)

数据功能代码

功能代码
(07H)

异常信息
*1

数据功能代码

功能代码

(87H)

异常响应代码*2
4 - 24 4.10　异常状态读取 (FC: 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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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  诊断 (FC: 08)

执行各种诊断，并确认 QJ71MB91 的状态及通信状态。

4.11.1  请求数据的返回 ( 子功能代码 : 00)

按原样返回请求报文的内容。

用于线路及对象设备是否正常动作的确认。(环路回送测试 )

(1) 请求报文格式 ( 主站→从站 )

(2) 响应报文格式 ( 从站→主站 )

( 正常完成时 )

从站直接返回从主站接收的请求报文。

( 异常完成时 )

*1  异常完成时，异常响应代码与出错代码将被存储到缓冲存储器中。

关于存储目标、确认方法、详细内容，请参阅下述章节。

 11.4 节

图 4.28  请求数据的返回 ( 请求报文 )

图 4.29  请求数据的返回 ( 异常响应报文 )

(H) (L)

数据功能代码

功能代码
(08H)

子功能代码

子功能代码
(0000H)

任意数据

数据功能代码

功能代码
(88H)

异常响应码*1
4.11　诊断 (FC: 08)
4.11.1　请求数据的返回 (子功能代码 :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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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2  通信重启选项 ( 子功能代码 : 01)

进行接收通道侧的通信端口的初始化，并重启从站功能。

对于请求报文的响应报文的返回后进行重启。

只听模式时，返回到在线模式。

执行通信重启选项时，将清除以下数据。

 • 接收中的数据

 • 缓冲存储器的 CH1/2 侧异常响应代码存储区 ( 地址 : 0002H/0004H)*1

 • 缓冲存储器的 CH1/2 侧详细 LED 状态存储区 ( 地址 : 0006H/0007H)*1

 • 诊断用计数器 (  11.3 节 )

 • ERR. LED 的熄灯*2

 • 通信事件计数器 (  4.12 节 )

 • 通信事件日志 (  4.13 节 )*3

*1   仅清除接收通道侧的区域。

*2   清除接收了请求报文的通道的出错。

 由于其它通道的出错不被清除，因此在其它通道中发生了出错的情况下不会熄灯。

*3   在请求报文中，进行了通信事件日志的清除指定的情况下将被清除。
4 - 26 4.11　诊断 (FC: 08)
4.11.2　通信重启选项 (子功能代码 :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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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请求报文格式 ( 主站→从站 )

(2) 响应报文格式 ( 从站→主站 )

( 正常完成时 )

从站直接返回从主站接收的请求报文。

但是，只听模式时接收了请求报文的情况下，仅返回到在线模式，且不会返回响应报

文。

( 异常完成时 )

*1  异常完成时，异常响应代码与出错代码将被存储到缓冲存储器中。

关于存储目标、确认方法、详细内容，请参阅下述章节。

 11.4 节

图 4.30  通信重启选项 ( 请求报文 )

图 4.31  通信重启选项 ( 异常响应报文 )

(L)

数据

(H) (L)

功能代码
(08H)

功能代码 子功能代码

子功能代码
(0001H)

(H)

通信事件日志的清除指定

0000H: 不清除
FF00H: 清除

数据功能代码

功能代码
(88H)

异常响应代码*1
4.11　诊断 (FC: 08)
4.11.2　通信重启选项 (子功能代码 :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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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3  诊断用寄存器的返回 ( 子功能代码 : 02)

将 QJ71MB91 的详细 LED 状态读取到主站中。

(1) 请求报文格式 ( 主站→从站 )

(2) 响应报文格式 ( 从站→主站 )

( 正常完成时 )

备 注

关于详细 LED 状态的各项目，请参阅下述章节。

 11.2 节

图 4.32  诊断用寄存器的返回 ( 请求报文 )

图 4.33  诊断用寄存器的返回 ( 正常响应报文 )

(H) (L)

数据

(H) (L)

功能代码

功能代码
(08H)

子功能代码

子功能代码
(0002H) (0000H)

(H) (L)

数据

(H) (L)

b0b1b2b3b4b5b6b7b8b9b10b11b12b13b14b15

未使用(固定为0)

0 0 0 1/0 1/0 1/0 1/0 1/0 0 0 0 1/0 1/0 1/0 1/0 1/0

功能代码

功能代码
(08H)

子功能代码

子功能代码
(0002H)

诊断用寄存器的值

CH1 C/N

CH1 P/S

CH1 PRO.

CH1 SIO

CH1 ERR.

CH1侧详细LED状态
(0: OFF，1: ON)

CH2 C/N

CH2 P/S

CH2 PRO.

CH2 SIO

CH2 ERR.

CH2侧详细LED状态
(0: OFF，1: ON)

未使用(固定为0)

在QJ71MB91中，存储缓冲存储器的详细LED状态的低8位作为诊断用寄存器。
(地址: 0006H/0007H)
4 - 28 4.11　诊断 (FC: 08)
4.11.3　诊断用寄存器的返回 (子功能代码 :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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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异常完成时 )

*1  异常完成时，异常响应代码与出错代码将被存储到缓冲存储器中。

关于存储目标、确认方法、详细内容，请参阅下述章节。

 11.4 节

图 4.34  诊断用寄存器的返回 ( 异常响应报文 )

数据功能代码

功能代码
(88H)

异常响应代码*1
4.11　诊断 (FC: 08)
4.11.3　诊断用寄存器的返回 (子功能代码 :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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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4  ASCII 模式的接收完成代码的更改 ( 子功能代码 : 03)

将 ASCII 模式时的接收完成代码的第 2 字节 (LF(0AH)) 更改为指定的数据。

指定的数据被存储到缓冲存储器的接收结束代码第 2 字节。( 地址 : 0F0CH/0F4CH)

(1) 请求报文格式 ( 主站→从站 )

(2) 响应报文格式 ( 从站→主站 )

( 正常完成时 )

从站直接返回从主站接收的请求报文。

( 异常完成时 )

*1  异常完成时，异常响应代码与出错代码将被存储到缓冲存储器中。

关于存储目标、确认方法、详细内容，请参阅下述章节。

 11.4 节

要 点
仅 1:1 连接的情况下可以使用本功能。

1:n 连接时，请勿使用本功能。

图 4.35  接收完成代码的更改位置

图 4.36  ASCII 模式的接收完成代码的更改 ( 请求报文 )

图 4.37  ASCII 模式的接收完成代码的更改 ( 异常响应报文 )

Start END

 CR   +  LF
(0DH)    (0AH)

地址字段

2个字符

功能代码

2个字符

数据

n×2个字符
（n＝0～252）

出错检查

2个字符

将此部分更改为指定的数据。

:
(3AH)

(H) (L)

数据功能代码

功能代码
(08H)

子功能代码

子功能代码
(0003H)

接收完成
代码指定
(00H～FFH) (00H)

数据功能代码

功能代码
(88H)

异常响应代码
*1
4 - 30 4.11　诊断 (FC: 08)
4.11.4　ASCII 模式的接收完成代码的更改 (子功能代码 :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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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5  至只听模式的过渡 ( 子功能代码 : 04)

将从站置为离线状态。

将从站从线路上断开时使用。

QJ71MB91 变为只听模式时，将变为以下状态。

 • 对于通信重启选项以外的请求报文，将全部被忽略。(  4.11.2 项 )

 • 诊断用计数器的计数将停止。(  11.3 节 )

 • 通信用事件日志的记录将继续进行。(  4.13 节 )

(1) 请求报文格式 ( 主站→从站 )

(2) 响应报文格式 ( 从站→主站 )

( 正常完成时 )

由于变为只听模式 ( 离线状态 )，因此不会返回响应报文。

( 异常完成时 )

*1  异常完成时，异常响应代码与出错代码将被存储到缓冲存储器中。

关于存储目标、确认方法、详细内容，请参阅下述章节。

 11.4 节

要 点
1. QJ71MB91 是否过渡到只听模式通过缓冲存储器的通信模式 ( 地址 : 0F0DH/

0F4DH) 进行确认。

0000H: 在线模式

0001H: 只听模式

2. 从只听模式返回到在线模式时，通过以下任一操作进行。

 •通信重启选项 (  4.11.2 项 )

 •电源 OFF → ON、可编程控制器 CPU 的复位

图 4.38  至只听模式的过渡 ( 请求报文 )

图 4.39  至只听模式的过渡 ( 异常响应报文 )

(H) (L)

数据

(H) (L)

功能代码

功能代码
(08H)

子功能代码

子功能代码
(0004H) (0000H)

数据功能代码

功能代码
(88H)

异常响应代码
*1
4.11　诊断 (FC: 08)
4.11.5　至只听模式的过渡 (子功能代码 :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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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6  计数器与诊断用寄存器的清除 ( 子功能代码 :10)

清除计数器 ( 信息个数等 )。

此外，清除诊断用寄存器，并清除接收了请求报文的通道的出错。

清除对象的计数器如下所示。(  11.3 节 )

 • 总线信息计数器

 • 总线通信出错计数器

 • 例外出错计数器

 • 本站信息接收计数器

 • 无响应计数器

 • NAK 响应计数器

 • 忙响应计数器

 • 字符溢出出错计数器

 • 通信事件计数器 (  4.12 节 )

清除对象的诊断用寄存器如下所示。

 • 缓冲存储器的 CH1/2 侧详细 LED 状态存储区 ( 地址 : 0006H/0007H)*1

 • 缓冲存储器的 CH1/2 侧异常响应代码存储区 ( 地址 : 0002H/0004H)*1

*1   仅清除接收通道侧的区域。
4 - 32 4.11　诊断 (FC: 08)
4.11.6　计数器与诊断用寄存器的清除 (子功能代码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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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请求报文格式 ( 主站→从站 )

(2) 响应报文格式 ( 从站→主站 )

( 正常完成时 )

从站直接返回从主站接收的请求报文。

( 异常完成时 )

*1  异常完成时，异常响应代码与出错代码将被存储到缓冲存储器中。

关于存储目标、确认方法、详细内容，请参阅下述章节。

 11.4 节

图 4.40  计数器与诊断用寄存器的清除 ( 请求报文 )

图 4.41  计数器与诊断用寄存器的清除 ( 异常响应报文 )

(H) (L)

数据

(H) (L)

功能代码

功能代码
(08H)

子功能代码

子功能代码
(000AH) (0000H)

数据功能代码

功能代码
(88H)

异常响应代码*1
4.11　诊断 (FC: 08)
4.11.6　计数器与诊断用寄存器的清除 (子功能代码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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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7  总线信息计数器的返回 ( 子功能代码 : 11)

将线路上检测到的报文的个数读取到主站中。

(1) 请求报文格式 ( 主站→从站 )

(2) 响应报文格式 ( 从站→主站 )

( 正常完成时 )

*1  关于计数对象、计数器的清除方法、注意事项，请参阅下述章节。

 11.3 节

( 异常完成时 )

*2  异常完成时，异常响应代码与出错代码将被存储到缓冲存储器中。

关于存储目标、确认方法、详细内容，请参阅下述章节。

 11.4 节

图 4.42  总线信息计数器的返回 ( 请求报文 )

图 4.43  总线信息计数器的返回 ( 正常响应报文 )

图 4.44  总线信息计数器的返回 ( 异常响应报文 )

(H) (L)

功能代码

功能代码
(08H)

数据

(H) (L)

子功能代码

子功能代码
(000BH) (0000H)

(H) (L)

数据

(H) (L)

功能代码

功能代码
(08H)

子功能代码

子功能代码
(000BH)

总线信息计数器值
(0000H～FFFFH)

在QJ71MB91中，将缓冲存储器的总线信息计数器值返回到主站中。
(地址: 0F00H/0F40H)

*1

数据功能代码

功能代码
(88H)

异常响应代码*2
4 - 34 4.11　诊断 (FC: 08)
4.11.7　总线信息计数器的返回 (子功能代码 :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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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8  总线通信出错计数器的返回 (子功能代码 : 12)

将线路上检测到的异常信息的个数读取到主站中。

(1) 请求报文格式 ( 主站→从站 )

(2) 响应报文格式 ( 从站→主站 )

( 正常完成时 )

*1  关于计数对象、计数器的清除方法、注意事项，请参阅下述章节。

 11.3 节

( 异常完成时 )

*2  异常完成时，异常响应代码与出错代码将被存储到缓冲存储器中。

关于存储目标、确认方法、详细内容，请参阅下述章节。

 11.4 节

图 4.45  总线通信出错计数器的返回 ( 请求报文 )

图 4.46  总线通信出错计数器的返回 ( 正常响应报文 )

图 4.47  总线通信出错计数器的返回 ( 异常响应报文 )

(H) (L)

数据

(H) (L)

功能代码

功能代码
(08H)

子功能代码

子功能代码
(000CH) (0000H)

(H) (L)

数据

(H) (L)

功能代码

功能代码
(08H)

子功能代码

子功能代码
(000CH)

总线通信出错计数器值
(0000H～FFFFH)

在QJ71MB91中，将缓冲存储器的总线通信出错计数器值返回到主站中。
(地址: 0F01H/0F41H)

*1

数据功能代码

功能代码
(88H)

异常响应代码*2
4.11　诊断 (FC: 08)
4.11.8　总线通信出错计数器的返回 (子功能代码 :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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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9  例外出错计数器的返回 ( 子功能代码 : 13)

将例外出错的发生次数读取到主站中。

(1) 请求报文格式 ( 主站→从站 )

(2) 响应报文格式 ( 从站→主站 )

( 正常完成时 )

*1  关于计数对象、计数器的清除方法、注意事项，请参阅下述章节。

 11.3 节

( 异常完成时 )

*2  异常完成时，异常响应代码与出错代码将被存储到缓冲存储器中。

关于存储目标、确认方法、详细内容，请参阅下述章节。

 11.4 节

图 4.48  例外出错计数器的返回 ( 请求报文 )

图 4.49  例外出错计数器的返回 ( 正常响应报文 )

图 4.50  例外出错计数器的返回 ( 异常响应报文 )

(H) (L)

数据

(H) (L)

功能代码

功能代码
(08H)

子功能代码

子功能代码
(000DH)

(0000H)

(H) (L)

数据

(H) (L)

功能代码

功能代码
(08H)

子功能代码

子功能代码
(000DH)

例外出错计数器值
(0000H～FFFFH)

在QJ71MB91中，将缓冲存储器的例外出错计数器值返回到主站中。
(地址: 0F0AH/0F4AH)

*1

数据功能代码

功能代码
(88H)

异常响应代码*2
4 - 36 4.11　诊断 (FC: 08)
4.11.9　例外出错计数器的返回 (子功能代码 : 13)



4 MODBUS 标准功能

1

概
要

2

系
统

配
置

3

规
格

4

M
OD

B
US

标
准

功
能

5

功
能

6

投
运

前
的

设
置
及

步
骤

7

参
数
设

置

8

实
用
程

序
包

(G
X 
Co
nf
ig
ur
at
or
-M
B)
4.11.10  本站信息接收计数器的返回 ( 子功能代码 : 14)

将处理了发往本站的信息的次数读取到主站中。(也包括接收了广播的请求报文的情况下。)

(1) 请求报文格式 ( 主站→从站 )

(2) 响应报文格式 ( 从站→主站 )

( 正常完成时 )

*1  关于计数对象、计数器的清除方法、注意事项，请参阅下述章节。

 11.3 节

( 异常完成时 )

*2  异常完成时，异常响应代码与出错代码将被存储到缓冲存储器中。

关于存储目标、确认方法、详细内容，请参阅下述章节。

 11.4 节

图 4.51  本站信息接收计数器的返回 ( 请求报文 )

图 4.52  本站信息接收计数器的返回 ( 正常响应报文 )

图 4.53  本站信息接收计数器的返回 ( 异常响应报文 )

(H) (L)

数据

(H) (L)

功能代码

功能代码
(08H)

子功能代码

子功能代码
(000EH) (0000H)

(H) (L)

数据

(H) (L)

功能代码

功能代码
(08H)

子功能代码

子功能代码
(000EH)

本站信息接收计数器值
(0000H～FFFFH)

在QJ71MB91中，将缓冲存储器的本站信息接收计数器值返回到主站中。
(地址: 0F06H/0F46H)

*1

数据功能代码

功能代码
(88H)

异常响应代码*2
4.11　诊断 (FC: 08)
4.11.10　本站信息接收计数器的返回 (子功能代码 :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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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11  无响应计数器的返回 ( 子功能代码 : 15)

将广播的请求报文的接收次数读取到主站中。

(1) 请求报文格式 ( 主站→从站 )

(2) 响应报文格式 ( 从站→主站 )

( 正常完成时 )

*1  关于计数对象、计数器的清除方法、注意事项，请参阅下述章节。

 11.3 节

( 异常完成时 )

*2  异常完成时，异常响应代码与出错代码将被存储到缓冲存储器中。

关于存储目标、确认方法、详细内容，请参阅下述章节。

 11.4 节

图 4.54  无响应计数器的返回 ( 请求报文 )

图 4.55  无响应计数器的返回 ( 正常响应报文 )

图 4.56  无响应计数器的返回 ( 异常响应报文 )

(H) (L)

数据

(H) (L)

功能代码

功能代码
(08H)

子功能代码

子功能代码
(000FH) (0000H)

(H) (L)

数据

(H) (L)

功能代码

功能代码
(08H)

子功能代码

子功能代码
(000FH)

无响应计数器值
(0000H～FFFFH) 

在QJ71MB91中，将缓冲存储器的无响应计数器值返回到主站中。
(地址: 0F07H/0F47H)

*1

数据功能代码

功能代码
(88H)

异常响应代码*2
4 - 38 4.11　诊断 (FC: 08)
4.11.11　无响应计数器的返回 (子功能代码 :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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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12  NAK 响应计数器的返回 ( 子功能代码 : 16)

将 NAK 响应的次数读取到主站中。

在 QJ71MB91 中，始终返回 “0”。

(1) 请求报文格式 ( 主站→从站 )

(2) 响应报文格式 ( 从站→主站 )

( 正常完成时 )

*1  关于计数对象、计数器的清除方法、注意事项，请参阅下述章节。

 11.3 节

( 异常完成时 )

*2  异常完成时，异常响应代码与出错代码将被存储到缓冲存储器中。

关于存储目标、确认方法、详细内容，请参阅下述章节。

 11.4 节

图 4.57  NAK 响应计数器的返回 ( 请求报文 )

图 4.58  NAK 响应计数器的返回 ( 正常响应报文 )

图 4.59  NAK 响应计数器的返回 ( 异常响应报文 )

(H) (L)

数据

(H) (L)

功能代码

功能代码
(08H)

子功能代码
(0010H)

子功能代码

(0000H)

(H) (L)

数据

(H) (L)

功能代码

功能代码
(08H)

子功能代码

子功能代码
(0010H)

NAK响应计数器值
(0000H) 

在QJ71MB91中，将缓冲存储器的NAK响应计数器值返回到主站中。
(地址: 0F08H/0F48H)

*1

数据功能代码

功能代码
(88H)

异常响应代码*2
4.11　诊断 (FC: 08)
4.11.12　NAK 响应计数器的返回 (子功能代码 : 16)

4 - 39



4 MODBUS 标准功能
4.11.13  忙响应计数器的返回 ( 子功能代码 : 17)

将忙响应的次数读取到主站中。

在 QJ71MB91 中，始终返回 “0”。

(1) 请求报文格式 ( 主站→从站 )

(2) 响应报文格式 ( 从站→主站 )

( 正常完成时 )

*1  关于计数对象、计数器的清除方法、注意事项，请参阅下述章节。

 11.3 节

( 异常完成时 )

*2  异常完成时，异常响应代码与出错代码将被存储到缓冲存储器中。

关于存储目标、确认方法、详细内容，请参阅下述章节。

 11.4 节

图 4.60  忙响应计数器的返回 ( 请求报文 )

图 4.61  忙响应计数器的返回 ( 正常响应报文 )

图 4.62  忙响应计数器的返回 ( 异常响应报文 )

(H) (L)

数据

(H) (L)

功能代码

功能代码
(08H)

子功能代码

子功能代码
(0011H) (0000H)

(H) (L)

数据

(H) (L)

功能代码

功能代码
(08H)

子功能代码

子功能代码
(0011H)

忙响应计数器值
(0000H)

在QJ71MB91中，将缓冲存储器的忙响应计数器值返回到主站中。
(地址: 0F09H/0F49H)

*1

数据功能代码

功能代码
(88H)

异常响应代码*2
4 - 40 4.11　诊断 (FC: 08)
4.11.13　忙响应计数器的返回 (子功能代码 :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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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14  字符溢出出错计数器的返回 ( 子功能代码 : 18)

将请求报文的大小超出上限的次数读取到主站中。

(1) 请求报文格式 ( 主站→从站 )

(2) 响应报文格式 ( 从站→主站 )

( 正常完成时 )

*1  关于计数对象、计数器的清除方法、注意事项，请参阅下述章节。

 11.3 节

( 异常完成时 )

*2  异常完成时，异常响应代码与出错代码将被存储到缓冲存储器中。

关于存储目标、确认方法、详细内容，请参阅下述章节。

 11.4 节

备 注

关于请求报文的大小，请参阅下述章节。

 4.2.1 项

图 4.63  字符溢出出错计数器的返回 ( 请求报文 )

图 4.64  字符溢出出错计数器的返回 ( 正常响应报文 )

图 4.65  字符溢出出错计数器的返回 ( 异常响应报文 )

(H) (L) (H) (L)

功能代码
(08H)

子功能代码
(0012H) (0000H)

数据功能代码 子功能代码

(H) (L)

数据

(H) (L)

功能代码

功能代码
(08H)

子功能代码

子功能代码
(0012H)

字符溢出出错计数器值
(0000H～FFFFH)

在QJ71MB91中，将缓冲存储器的字符溢出出错计数器值返回到主站中。
(地址: 0F02H/0F42H)

*1

数据功能代码

功能代码
(88H)

异常响应代码*2
4.11　诊断 (FC: 08)
4.11.14　字符溢出出错计数器的返回 (子功能代码 :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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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15  IOP 溢出出错计数器的返回 ( 子功能代码 : 19)

将 IOP 溢出出错计数器的值读取到主站中。

在 QJ71MB91 中，将请求报文的大小超出上限的次数返回到主站中。

( 与字符溢出出错计数器的返回相同 )

(1) 请求报文格式 ( 主站→从站 )

(2) 响应报文格式 ( 从站→主站 )

( 正常完成时 )

*1  关于计数对象、计数器的清除方法、注意事项，请参阅下述章节。

 11.3 节

( 异常完成时 )

*2  异常完成时，异常响应代码与出错代码将被存储到缓冲存储器中。

关于存储目标、确认方法、详细内容，请参阅下述章节。

 11.4 节

图 4.66  IOP 溢出出错计数器的返回 ( 请求报文 )

图 4.67  IOP 溢出出错计数器的返回 ( 正常响应报文 )

图 4.68  IOP 溢出出错计数器的返回 ( 异常响应报文 )

(H) (L) (H) (L)

功能代码
(08H)

子功能代码
(0013H) (0000H)

数据功能代码 子功能代码

(H) (L) (H) (L)

功能代码
(08H)

子功能代码
(0013H)

字符溢出出错计数器值
(0000H～FFFFH) 

在QJ71MB91中，将缓冲存储器的字符溢出出错计数器值返回到主站中。
(地址: 0F02H/0F42H)

数据功能代码 子功能代码

*1

数据功能代码

功能代码
(88H)

异常响应代码*2
4 - 42 4.11　诊断 (FC: 08)
4.11.15　IOP 溢出出错计数器的返回 (子功能代码 :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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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16  溢出出错计数器与标志的清除 (子功能代码 : 20)

清除溢出出错计数器与标志。

在 QJ71MB91 中，清除字符溢出出错计数器的值。

(1) 请求报文格式 ( 主站→从站 )

(2) 响应报文格式 ( 从站→主站 )

( 正常完成时 )

从站直接返回从主站接收的请求报文。

( 异常完成时 )

*1  异常完成时，异常响应代码与出错代码将被存储到缓冲存储器中。

关于存储目标、确认方法、详细内容，请参阅下述章节。

 11.4 节

图 4.69  溢出出错计数器与标志的清除 ( 请求报文 )

图 4.70  溢出出错计数器与标志的清除 ( 异常响应报文 )

(H) (L)

数据

(H) (L)

功能代码

功能代码
(08H)

子功能代码

子功能代码
(0014H) (0000H)

数据功能代码

功能代码
(88H)

异常响应代码*1
4.11　诊断 (FC: 08)
4.11.16　溢出出错计数器与标志的清除 (子功能代码 :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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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通信事件计数器的获取 (FC: 11)

获取与请求报文对应的处理 ( 读取 / 写入、诊断等 ) 正常完成的信息个数。

可以确认与请求报文对应的处理是否正常完成。

(1) 请求报文格式 ( 主站→从站 )

(2) 响应报文格式 ( 从站→主站 )

( 正常完成时 )

*1  由于 QJ71MB91 不支持程序指令，因此存储 0000H。

*2  计数达到 FFFFH 的情况下，将中止计数。

再次进行计数的情况下，应通过以下方法之一复位计数器。

· 计数器与诊断用寄存器的清除 (  4.11.6 项 )

· 通信重启选项的执行 (  4.11.2 项 )

· 电源的 OFF → ON、可编程控制器 CPU 的复位

要 点
对于通信事件计数器，仅在处理 ( 读取 / 写入、诊断等 ) 正常完成时进行计数。

在以下情况下，通信事件计数器不进行计数。

 • 处理异常完成时

 • 接收 QJ71MB91 不支持的功能代码的请求报文时

 • 接收通信事件计数器的获取 (FC: 11) 及通信事件日志的获取 (FC: 12)

时

图 4.71  通信事件计数器的获取 ( 请求报文 )

图 4.72  通信事件计数器的获取 ( 正常响应报文 )

功能代码

功能代码
(0BH)

(H) (L)

数据

(H) (L)

功能代码

功能代码
(0BH)

程序指令状态
(0000H) 

通信事件计数器值
(0000H～FFFFH) 

在QJ71MB91中,存储缓冲存储器的通信事件计数器值作为通信事件计数器值。
(地址: 0F0BH/0F4BH)

*2*1
4 - 44 4.12　通信事件计数器的获取 (FC: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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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异常完成时 )

*1  异常完成时，异常响应代码与出错代码将被存储到缓冲存储器中。

关于存储目标、确认方法、详细内容，请参阅下述章节。

 11.4 节

图 4.73  通信事件计数器的获取 ( 异常响应报文 )

数据功能代码

功能代码
(8BH)

异常响应代码
*1
4.12　通信事件计数器的获取 (FC: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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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  通信事件日志的获取 (FC: 12)

将 QJ71MB91 的通信事件日志获取到主站中。

(1) 请求报文格式 ( 主站→从站 )

(2) 响应报文格式 ( 从站→主站 )

( 正常完成时 )

*1  由于 QJ71MB91 不支持程序指令，因此始终存储 0000H。

*2  关于计数对象、计数器的清除方法、注意事项，请参阅下述章节。

 4.12 节

*3  关于计数对象、计数器的清除方法、注意事项，请参阅下述章节。

 11.3 节

*4  关于通信事件日志的详细内容，请参阅下述章节。

 本节 (2) (a)、(2) (b)

( 异常完成时 )

*5  异常完成时，异常响应代码与出错代码将被存储到缓冲存储器中。

关于存储目标、确认方法、详细内容，请参阅下述章节。

 11.4 节

图 4.74  通信事件日志的获取 ( 请求报文 )

图 4.75  通信事件日志的获取 ( 正常响应报文 )

图 4.76  通信事件日志的获取 ( 异常响应报文 )

功能代码

功能代码
(0CH)

数据

(H) (L) (H) (L) (H) (L)

功能代码

功能代码
(0CH)

读取字节数 程序指令状态
(0000H) 

通信事件计数器值
(0000H～FFFFH) 

总线信息计数器值
(0000H～FFFFH) 

通信事件日志
No.0 

通信事件日志
No.63

(读取字节数)

*2 *3 *4*1

数据功能代码

功能代码
(8CH)

异常响应代码
*5
4 - 46 4.13　通信事件日志的获取 (FC: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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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通信事件日志

对于从站 (QJ71MB91)，从主站接收通信事件日志的获取 (FC: 12) 时，将缓冲存储

器的通信事件日志区的数据返回到主站中。( 地址 : 0F20H ～ 0F3FH/0F60H ～

0F7FH)

*1  通信事件日志个数只能通过缓冲存储器确认。

与响应报文中的通信事件计数器值不相同。

*2  通信事件日志超出了 64 个的情况下将删除旧日志，将新日志保存到通信事件日志 0 中。

通信事件日志被存储到缓冲存储器中的时机如下所示。

1) 请求报文的接收时

对于从站 (QJ71MB91)，在请求报文的处理执行前存储通信事件日志。

在相应的通信事件中，存储 “1”。

图 4.77  通信事件日志

图 4.78  请求报文发送时的通信事件

(L)

(L)

(L)

QJ71MB91缓冲存储器(CH1的情况下)

新日志

旧日志

0F1FH

(3871)

0F20H

(3872)

0F21H

(3873)

0F3FH

(3903)

通信事件日志个数(0～64)

通信事件日志0

通信事件日志1

通信事件日志2

通信事件日志3

通信事件日志62
通信事件日志63

(H)

(H)

(H) *2

*1

1 0 0 01/0 1/0 1/0 1/0
b0b1b2b3b4b5b6b7

未使用(固定为0)

通信出错发生

未使用(固定为0)

字符溢出出错发生

当前只听模式中

广播报文接收

固定为1
4.13　通信事件日志的获取 (FC: 12)
　

4 - 47



4 MODBUS 标准功能
2) 响应报文的发送时

对于从站 (QJ71MB91)，在响应报文的发送后存储通信事件日志。

在相应的通信事件中，存储 “1”。

*1  在 MODBUS 协议中，存储忙发生 ( 异常响应代码 05H ～ 07H) 等，但是由于在 QJ71MB91 中不发生事

件，因此存储 “0”。

3) 过渡到只听模式时

对于从站 (QJ71MB91)，在过渡到只听模式时存储通信事件日志。

在通信事件日志中，存储 04H。

4) 通信重启选项的处理时

对于从站 (QJ71MB91)，在通信重启选项的处理时存储通信事件日志。

在通信事件日志中，存储 00H。

(b)通信事件日志的清除方法

通信事件日志的清除通过以下任一操作进行。

· 通过通信重启选项通信事件日志的清除指定 (  4.11.2 项 )

· 电源 OFF → ON、可编程控制器 CPU 的复位

图 4.79  响应报文返回时的通信事件

图 4.80  过渡到只听模式时的通信事件

图 4.81  通信重启选项处理时的通信事件

b0b1b2b3b4b5b6b7
0 0 01 00 1/0 1/0

报文异常发生(异常响应代码01H～03H)

处理中断发生(异常响应代码04H)

未使用(固定为0)

固定为1

未使用(固定为0)

*1

b0b1b2b3b4b5b6b7

0 0 10 00 0 0

b0b1b2b3b4b5b6b7

0 00 0 00 0 0
4 - 48 4.13　通信事件日志的获取 (FC: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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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4  多个线圈写入 (FC: 15)

将值 (ON/OFF) 写入到多个线圈中。

(1) 请求报文格式 ( 主站→从站 )

*1  设置时，应确保通过写入点数指定的点数与通过字节数指定的位数一致。

例如，将写入点数设置为 16 点的情况下，字节数应设置为 2 字节 ( ＝ 16 位 )。

图 4.82  多个线圈写入 ( 请求报文 )

数据

(H) (L) (H) (L)

b0b1b2b3b4b5b6b7

功能代码

功能代码
(0FH)

起始线圈编号
(0000H～FFFFH)

写入点数
(0001H～07B0H)

字节数
n*1

(0001H～00F6H)

软元件数据
1

软元件数据
n

(字节数n)

(软元件数据1～n部分)

软元件数据1

软元件数据n

数据存储顺序

0: OFF
1: ON

软元件数据1～n中存储的值(ON/OFF)按软元件数据的低位→高位的位顺序
写入到线圈中。

*1
4.14　多个线圈写入 (FC: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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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响应报文格式 ( 从站→主站 )

( 正常完成时 )

( 异常完成时 )

*1  异常完成时，异常响应代码与出错代码将被存储到缓冲存储器中。

关于存储目标、确认方法、详细内容，请参阅下述章节。

 11.4 节

图 4.83  多个线圈写入 ( 正常响应报文 )

图 4.84  多个线圈写入 ( 异常响应报文 )

数据

(H) (L) (H) (L)

功能代码

功能代码
(0FH)

起始线圈编号
(存储与请求报文的起始线圈
编号相同的值。)

写入点数
(存储与请求报文的写入
点数相同的值。)

数据功能代码

功能代码
(8FH)

异常响应代码*1
4 - 50 4.14　多个线圈写入 (FC: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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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5  多个寄存器写入 (FC: 16)

将值写入到多个保持寄存器中。

(1) 请求报文格式 ( 主站→从站 )

*1   设置时，应确保通过写入点数指定的点数与字节数一致。

(2) 响应报文格式 ( 从站→主站 )

( 正常完成时 )

( 异常完成时 )

*2  异常完成时，异常响应代码与出错代码将被存储到缓冲存储器中。

关于存储目标、确认方法、详细内容，请参阅下述章节。

 11.4 节

图 4.85  多个寄存器写入 ( 请求报文 )

图 4.86  多个寄存器写入 ( 正常响应报文 )

图 4.87  多个寄存器写入 ( 异常响应报文 )

数据

(H) (L) (H) (L) (H) (L) (H) (L)

功能代码

功能代码
(10H)

起始保持寄存器编号
(0000H～FFFFH)

写入点数
n 

(0001H～007BH)

字节数
n×2

(0001H～00F6H)

软元件数据
1

软元件数据
n

(字节数n×2)

*1
*1

数据

(H) (L) (H) (L)

 

功能代码

功能代码
(10H)

  起始保持寄存器编号
(存储与请求报文的起始保持
寄存器编号相同的值。)

写入点数
(存储与请求报文的写入点数

相同的值。)

数据功能代码

功能代码
(90H)

异常响应代码*2
4.15　多个寄存器写入 (FC: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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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6  从站 ID 的报告 (FC: 17)

将从站 (QJ71MB91) 的安装站获取到主站中。

(1) 请求报文格式 ( 主站→从站 )

(2) 响应报文格式 ( 从站→主站 )

( 正常完成时 )

从站 (QJ71MB91) 返回到主站中的可编程控制器 CPU 类型如下所示。

( 接下页 )

图 4.88  从站 ID 的报告 ( 请求报文 )

图 4.89  从站 ID 的报告 ( 正常响应报文 )

表 4.8  返回到主站中的可编程控制器 CPU 类型

模块类型 返回到主站中的可编程控制器 CPU 类型

可编程控制器 CPU

Q00JCPU 50H

Q00CPU 51H

Q01CPU 52H

Q02CPU

41H

Q02HCPU

Q06HCPU 42H

Q12HCPU 43H

Q25HCPU 44H

功能代码

功能代码
(11H)

数据

下表

功能代码

功能代码
(11H)

字节数
(02H)

可编程控制器
CPU类型

可编程控制器CPU 
STOP/RUN状态

00H: STOP状态、PAUSE状态、
     初始化处理中
FFH: RUN状态、STEP-RUN状态
4 - 52 4.16　从站 ID 的报告 (FC: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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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页 )

表 4.8 返回到主站中的可编程控制器 CPU 类型 ( 续 )

模块类型 返回到主站中的可编程控制器 CPU 类型

可编程控制器 CPU

Q02PHCPU 41H

Q06PHCPU 42H

Q12PHCPU 43H

Q25PHCPU 44H

Q12PRHCPU 4BH

Q25PRHCPU 4CH

Q00UJCPU 60H

Q00UCPU 61H

Q01UCPU 62H

Q02UCPU 63H

Q03UDCPU 68H

Q04UDHCPU 69H

Q06UDHCPU 6AH

Q10UDHCPU 66H

Q13UDHCPU 6BH

Q20UDHCPU 67H

Q26UDHCPU 6CH

Q03UDVCPU 66H

Q04UDVCPU 67H

Q06UDVCPU 68H

Q13UDVCPU 6AH

Q26UDVCPU 6CH

Q03UDECPU 68H

Q04UDEHCPU 69H

Q06UDEHCPU 6AH

Q10UDEHCPU 66H

Q13UDEHCPU 6BH

Q20UDEHCPU 67H

Q26UDEHCPU 6CH

Q50UDEHCPU 6DH

Q100UDEHCPU 6EH
4.16　从站 ID 的报告 (FC: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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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异常完成时 )

*1  异常完成时，异常响应代码与出错代码将被存储到缓冲存储器中。

关于存储目标、确认方法、详细内容，请参阅下述章节。

 11.4 节

表 4.8 返回到主站中的可编程控制器 CPU 类型 ( 续 )

模块类型 返回到主站中的可编程控制器 CPU 类型

可编程控制器 CPU

Q04UDPVCPU 67H

Q06UDPVCPU 68H

Q13UDPVCPU 6AH

Q26UDPVCPU 6CH

MELSECNET/H

远程 I/O 站

QJ72LP25-25

70H
QJ72LP25G

QJ72BR15 71H

图 4.90  从站 ID 的报告 ( 异常响应报文 )

数据功能代码

功能代码
(91H)

异常响应代码*1
4 - 54 4.16　从站 ID 的报告 (FC: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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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7  扩展文件寄存器的读取 (FC: 20)(SC: 06)

读取多个扩展文件寄存器的值。

(1) 请求报文格式 ( 主站→从站 )

*1  QJ71MB91 的从站功能可受理的文件编号的上限为安装的可编程控制器 CPU 的文件寄存器的大小。

( 7.3.2 项 )

(a)关于子请求个数 m

应指定子请求个数 m，以确保请求报文的协议数据部分的大小不超过 253 字节。*2

　　　2+m×7 ≤ 253*2

未满足上述条件的情况下，请求报文将被废弃。

*2  帧模式为 ASCII 模式的情况下，将为 506 字节。

(b)关于各子请求的读取点数

应指定点数的合计 N(n1+···+nm)，以确保响应报文的协议数据部分的大小不超

过 253 字节。*3

　　　2+m×2+N×2 ≤ 253*3

未满足上述条件的情况下，从站将返回异常响应。

*3  帧模式为 ASCII 模式的情况下，将为 506 字节。

图 4.91  扩展文件寄存器的读取 ( 请求报文 )

数据

(H) (L) (H) (L) (H) (L)

子请求1

数据

(H) (L) (H) (L) (H) (L)

功能代码

功能代码
(14H)

字节数
m×7

参考编号
(06H)

文件编号
(0000H～FFFFH) 

读取起始软元件编号
(0000H～270FH)

读取点数
n1

(0001H～007CH)

(字节数m×7)

(字节数m×7)

子请求m

参考编号
(06H)

文件编号
(0000H～FFFFH) 

读取起始软元件编号
(0000H～270FH)

读取点数
nm

(0001H～007CH)

*1

*1
4.17　扩展文件寄存器的读取 (FC: 20)(SC: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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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响应报文格式 ( 从站→主站 )

( 正常完成时 )

上图内的 N 为软元件数据的合计 (n1+···+nm)。

( 异常完成时 )

*1  异常完成时，异常响应代码与出错代码将被存储到缓冲存储器中。

关于存储目标、确认方法、详细内容，请参阅下述章节。

 11.4 节

图 4.92  扩展文件寄存器的读取 ( 正常响应报文 )

图 4.93  扩展文件寄存器的读取 ( 异常响应报文 )

数据

(L)(H) (H) (L)

子请求1

数据

(L)(H) (H) (L)

功能代码

功能代码
(14H)

响应数据
字节数

(m×2+N×2)

读取字节
(n1×2+1)

参考编号
(06H)

软元件数据
1

软元件数据
n1

(读取字节数n1×2+1)

(响应数据字节数m×2+N×2)

子请求m

读取字节数
(nm×2+1)

参考编号
(06H)

软元件数据
1

软元件数据
nm

(读取字节数nm×2+1)

(响应数据字节数m×2+N×2)

数据功能代码

功能代码
(94H)

异常响应代码*1
4 - 56 4.17　扩展文件寄存器的读取 (FC: 20)(SC: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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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8  扩展文件寄存器的写入 (FC: 21)(SC: 06)

将值写入到多个扩展文件寄存器中。

(1) 请求报文格式 ( 主站→从站 )

*1  QJ71MB91 的从站功能可受理的文件编号的上限为安装的可编程控制器 CPU 的文件寄存器的大小。

(  7.3.2 项 )

(a)关于各子请求的写入点数

应指定点数的合计 N(n1+···+nm)，以确保请求报文的协议数据部分的大小不超

过 253 字节。*2

　　　2+m×7+N×2 ≤ 253*2

未满足上述条件的情况下，请求报文将被废弃。

*2  帧模式为 ASCII 模式的情况下，将为 506 字节。

图 4.94  扩展文件寄存器的写入 ( 请求报文 )

数据

(H) (L) (H) (L) (H) (L)

子请求1

(H) (L) (H) (L)

数据

(H) (L) (H) (L) (H) (L) (H) (L) (H) (L)

子请求m

功能代码

功能代码
(15H)

字节数
m×7

参考编号
(06H)

参考编号
(06H)

写入起始软元件编号
(0000H～270FH)

写入起始软元件编号
(0000H～270FH)

写入点数
n1

(0001H～007AH)

写入点数
nm

(0001H～007AH)

文件编号
(0000H～FFFFH) 

文件编号
(0000H～FFFFH) 

软元件数据
1

软元件数据
1

软元件数据
n1

软元件数据
nm

(字节数m×7)

(字节数m×7)

*1

*1
4.18　扩展文件寄存器的写入 (FC: 21)(SC: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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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响应报文格式 ( 从站→主站 )

( 正常完成时 )

从站直接返回从主站接收的请求报文。

( 异常完成时 )

*1  异常完成时，异常响应代码与出错代码将被存储到缓冲存储器中。

关于存储目标、确认方法、详细内容，请参阅下述章节。

 11.4 节

要 点
在可编程控制器 CPU 的文件寄存器 (ZR) 处于只读 ( 例 : 文件寄存器 (ZR) 的存储

位置为 Flash 卡 ) 的状态下，即使从站 (QJ71MB91) 接收本功能，也会正常响应。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不进行扩展文件寄存器的写入。

进行扩展文件寄存器的写入的情况下，应预先确认可编程控制器 CPU 的文件寄存器

(ZR) 是否可以写入。

图 4.95  扩展文件寄存器的写入 ( 异常响应报文 )

数据功能代码

功能代码
(95H)

异常响应代码*1
4 - 58 4.18　扩展文件寄存器的写入 (FC: 21)(SC: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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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9  保持寄存器的掩码写入 (FC: 22)

将 1 个保持寄存器中存储的值通过 AND 或 OR 进行掩码，并写入值。

写入到保持寄存器中的掩码值如下所示。

OR 掩码值为 0000H 的情况下，仅进行 AND 掩码值的 AND 处理。

AND 掩码值为 0000H 的情况下，OR 掩码值将为写入值。

(1) 请求报文格式 ( 主站→从站 )

(2) 响应报文格式 ( 从站→主站 )

( 正常完成时 )

从站直接返回从主站接收的请求报文。

( 异常完成时 )

*1  异常完成时，异常响应代码与出错代码将被存储到缓冲存储器中。

关于存储目标、确认方法、详细内容，请参阅下述章节。

 11.4 节

要 点
对于本功能，从从站中读取保持寄存器中存储的值，在主站中进行 AND/OR 处理的

过程中，将掩码值写入到从站的保持寄存器中。

因此，在 AND/OR 处理中更改了保持寄存器的值的情况下，更改后的值将被覆盖。

图 4.96  保持寄存器的掩码写入 ( 请求报文 )

图 4.97  保持寄存器的掩码写入 ( 正常响应报文 )

(对象寄存器当前值 ∩ AND掩码值)∪(OR掩码值∩ AND掩码值)＝写入值

数据

(H) (L) (H) (L) (H) (L)

功能代码

功能代码
(16H)

对象保持寄存器编号
(0000H～FFFFH)

AND掩码值
(0000H～FFFFH)

OR掩码值
(0000H～FFFFH)

数据功能代码

功能代码
(96H)

异常响应代码*1
4.19　保持寄存器的掩码写入 (FC: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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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0  多个寄存器的读取 / 写入 (FC: 23)

进行多个保持寄存器的读取及写入。

对于处理，在实施写入后再进行读取。

(1) 请求报文格式 ( 主站→从站 )

*1   设置时，应确保通过写入点数指定的点数与字节数一致。

(2) 响应报文格式 ( 从站→主站 )

( 正常完成时 )

( 异常完成时 )

*2  异常完成时，异常响应代码与出错代码将被存储到缓冲存储器中。

关于存储目标、确认方法、详细内容，请参阅下述章节。

 11.4 节

图 4.98  多个寄存器的读取 / 写入 ( 请求报文 )

图 4.99  多个寄存器的读取 / 写入 ( 正常响应报文 )

图 4.100  多个寄存器的读取 / 写入 ( 异常响应报文 )

数据

(H) (L) (H) (L) (H) (L) (H) (L) (H) (L)(H) (L)

功能代码

功能代码
(17H)

读取起始保持
寄存器编号

(0000H～FFFFH)

读取点数
n

(0001H～007DH)

写入起始保持
寄存器编号

(0000H～FFFFH)

写入点数
m 

(0001H～0079H)

字节数
m×2 

(0000H
～00F2H)

(字节数m×2)

写入软元件数据
1

写入软元件数据
m*1*1

(H) (L)

功能代码
(17H)

字节数
n×2

读取软元件数据
1

读取软元件数据
n

(字节数n×2)

(H) (L)

数据功能代码

数据功能代码

功能代码
(97H)

异常响应代码*2
4 - 60 4.20　多个寄存器的读取 /写入 (FC: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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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章   功能

本章对 QJ71MB91 的功能有关内容进行说明。

5.1  功能一览

QJ71MB91 的功能一览如下所示。

*1  将 QJ71MB91 安装到 MELSECNET/H 远程 I/O 站或冗余系统中时，不可以使用专用指令。

*2  将 QJ71MB91 安装到 MELSECNET/H 远程 I/O 站中时，通过自动响应功能支持的功能代码有限制。

(  4.1 节 (3))

*3  将 QJ71MB91 安装到 MELSECNET/H 远程 I/O 站中时，MODBUS 软元件分配功能的分配范围有限制。

(  7.3.1 项 (2))

表 5.1  功能一览

功能 内容 参照

主站功能

自动通信功能
自动从主站 (QJ71MB91) 对 MODBUS 对应的从设备进行软元件读取及

写入的请求报文的发出。
5.2.1 项

通过专用指令进行通信*1 通过顺控程序，在任意的时机进行 MODBUS 软元件的读取 / 写入等。 第 10 章

从站功能

自动响应功能*2
自动进行与从主站接收的请求报文的功能代码相应的处理，并自动

发送响应报文。
5.3.1 项

MODBUS 软元件分配功能 *3

将对从站 (QJ71MB91) 的 MODBUS 软元件的访问自动转换为对可编程

控制器 CPU 的软元件的访问。

转换目标也可以由用户任意设置。

由此，可以从 MODBUS 对应的主设备直接访问可编程控制器 CPU 的

软元件。

5.3.2 项

联动功能

连接到 QJ71MB91 的 CH1 侧 (RS-232) 的主站可以通过 QJ71MB91 与

连接到 CH2 侧 (RS-422/485) 的多个从站进行通信的功能。

使用联动功能时，RS-232 接口 (1 对 1 通信用 ) 的 MODBUS 主设备可

以与多个 MODBUS 从设备进行通信。

5.3.3 项
5.1　功能一览
　

5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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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 功能一览 ( 续 )

功能 内容 参照

QJ71MB91 的状态检查功能 检查 QJ71MB91 及发送接收功能的动作等。 ―

硬件测试 进行 QJ71MB91 的 RAM 及 ROM 的测试。 6.4.1 项

自回送测试
检查 QJ71MB91 的发送接收功能的动作及与可编程控制器 CPU 的通

信动作的测试。
6.4.2 项

通过实用程序包进行各种设置的功能

通过使用实用程序包 (GX Configurator-MB)，可以进行自动通信参

数、MODBUS 软元件分配参数等的参数设置及状态监视。

由此，可以轻松地进行参数设置及状态监视。

第 8 章
5 - 2 5.1　功能一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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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主站功能

本节对作为 MODBUS 的主站的 QJ71MB91 的功能有关内容进行说明。

5.2.1  自动通信功能

自动通信功能是指，自动从 QJ71MB91 对 MODBUS 对应的从设备进行软元件读取及写入的请

求报文的发出的功能。

图 5.1  通过自动通信功能进行通信

MODBUS从设备
(其他公司传感器等)

MODBUS从设备
(其他公司可编程控制器)

软元件存储器

MODBUS从设备
(其他公司远程I/O等)

保持寄存器

保持寄存器

保持寄存器

RS-485

可编程控制器CPU

软元件存储器

自动刷新

QJ71MB91(主站功能)

读取

读取

读取

写入

缓冲存储器

自动向从站发出MODBUS软元件
读取/写入的请求报文。
5.2　主站功能
5.2.1　自动通信功能

5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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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为了使用自动通信功能

为了使用自动通信功能，设置自动通信参数。

(  7.2 节 )

对于自动通信功能，使用登录的自动通信参数自动进行通信处理。

请参阅本项 (2) 及以后，设置自动通信参数。

(2) 自动通信功能的动作流程

对于自动通信功能，使用登录的自动通信参数，根据下一个请求间隔定时器与响应监

视定时器 / 广播延迟，按以下所示执行动作。

请参考以下内容，设置自动通信参数。

图中的 (a) ～ (g) 对应于如下所示的 (a) ～ (g)。

图 5.2  自动通信功能的动作流程

异常的情况下

(a) 下一个请求间隔定时器时间到，
    然后重启下一个请求间隔定时器

(b) 向相应站发出请求报文

(c) 启动响应监视定时器/广播延迟

请求报文的发送

站号1～247

相应站的状态

正常的情况下

站号0(广播)

(d) 广播延迟的时间到 (e) 从从站接收响应报文 (f) 响应监视定时器的时间到

(g) 结束响应监视定时器

将自动通信功能动作状态的相应位置为OFF
 (0: 设置自动通信正常实施中)

将自动通信功能动作状态的相应位置为ON
 (1: 设置自动通信异常发生)

下一个请求间隔定时器的时间到等待
5 - 4 5.2　主站功能
5.2.1　自动通信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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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下一个请求间隔定时器时间到，然后重启下一个请求间隔定时器

下一个请求间隔定时器是在自动通信功能中发送请求报文的间隔。

(  7.2.1 项 (3))

(b)向相应站发出请求报文

在上述 (a) 的时机发出请求报文。

(c)启动响应监视定时器 / 广播延迟

响应监视定时器是监视在 QJ71MB91 发送请求报文后，到接收来自于从站的响应报

文为止的时间的定时器。

广播延迟监视广播发送时的请求报文的发送间隔。

响应监视定时器 / 广播延迟在发送请求报文时启动。(  7.2.1 项 (4))

图 5.3  下一个请求间隔定时器的动作

图 5.4  响应监视定时器 / 广播延迟的动作

下一个请求间隔定时器时间到，
然后重启下一个请求间隔定时器

主站
(QJ71MB91)

下一个请求间隔定时器

响应报文
的接收

请求报文
的处理

请求报文

请求报文
的处理 响应报文从站

响应报文
的接收

请求报文

响应报文

启动响应监视定时器/广播延迟

下一个请求间隔定时器 下一个请求间隔定时器

响应监视定时器 广播延迟

主站
(QJ71MB91)

从站1

从站2

从站3

请求报文
的处理

响应报文

响应报文
的接收

      *2
请求报文

      *1
请求报文

请求报文
的处理

请求报文
的处理

请求报文
的处理

请求报文

*1 请求报文的发送目标为站号1～247的情况下
*2 请求报文的发送目标为站号0(广播)的情况下
5.2　主站功能
5.2.1　自动通信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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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广播延迟的时间到

发送请求报文后，广播延迟时间到时将正常完成，且缓冲存储器的自动通信功能

动作状态存储区的相应位将变为 OFF。( 地址 : 0C20H ～ 0C21H/0C22H ～ 0C23H)

(e)从从站接收响应报文

从站的处理正常完成的情况下，将接收响应报文。

图 5.5  广播延迟的时间到

图 5.6  响应报文的接收

主站
(QJ71MB91)

从站1

从站2

从站3

广播延迟

广播延迟时间到

请求报文 请求报文

请求报文
的处理

请求报文
的处理

请求报文
的处理

请求报文
的处理

请求报文
的处理

请求报文
的处理

主站
(QJ71MB91)

从站

请求报文

请求报文
的处理

响应报文
的接收

请求报文

从从站接收响应报文

请求报文
的处理

响应报文

响应报文
的接收

响应报文
5 - 6 5.2　主站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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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响应监视定时器的时间到

在相应站 ( 可编程控制器 CPU 等 ) 中可能会发生异常，且从站可能无法发送响应报

文。

因此，响应监视定时器时间到。

响应监视定时器时间到时，缓冲存储器的自动通信功能动作状态存储区的相应位

将变为 ON。( 地址 : 0C20H ～ 0C21H/0C22H ～ 0C23H)

(g)结束响应监视定时器

主站 (QJ71MB91) 接收响应报文时将结束响应监视定时器。

(3) 自动通信的执行顺序

从自动通信参数 1 开始按顺序执行自动通信。

执行到最后的自动通信参数时，将再次从自动通信参数 1 开始按顺序执行。

例 : 设置了自动通信参数 1 ～ 3 的情况下

　　按 1 → 2 → 3 → 1 → 2·· 的顺序执行自动通信。

图 5.7  响应监视定时器的动作

图 5.8  自动通信的执行顺序

响应监视定时器

主站
(QJ71MB91)

从站1

请求报文 响应报文
的接收

请求报文

响应监视定时器

请求报文
的处理

在相应站中发生异常

响应监视定时器时间到

由于在相应站中发生了异常，因此无
法进行请求报文的处理。

响应报文

下一个请求间隔定时器

响应监视定时器

(广播)

请求
报文

响应
报文

请求
报文

自动通信
参数

1

2

请求
报文

3

请求
报文

响应
报文

响应监视定时器

下一个请求间隔定时器

下一个请求间隔定时器

广播延迟

自动通信
参数

自动通信
参数
5.2　主站功能
5.2.1　自动通信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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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功能
要 点
不执行自动通信参数的设置有无为“ 无设置 ” 的自动通信。( 7.2.1 项 (1))

例如，在图 5.8 的示例中自动通信参数 2 为 “ 无设置 ” 的情况下，将按 1 → 3 →

1 → 3·· 的顺序执行自动通信。

(4) 通过自动通信功能进行读取 / 写入的数据的存储目标

通过自动通信功能进行读取 / 写入的数据被存储到以下缓冲存储器中。

要 点
1. 对于上述区域的进行读取 / 写入的数据，即使在帧模式为 ASCII 模式的情况下

也以 RTU 格式 ( 二进制 ) 存储。

2. 对于进行读取 / 写入的数据，将以 1 字 (16 位 ) 单位保证数据。

表 5.2  数据的存储目标 ( 缓冲存储器 )

名称 用途 缓冲存储器地址

自动通信功能缓冲输入区 存储从从站读取的数据的区域

CH1: 1000H ～ 1FFFH

     (4096 ～ 8191)

CH2: 2000H ～ 2FFFH

     (8192 ～ 12287)

自动通信功能缓冲输出区 存储写入至从站的数据的区域

CH1: 3000H ～ 3FFFH

     (12288 ～ 16383)

CH2: 4000H ～ 4FFFH

     (16384 ～ 20479)
5 - 8 5.2　主站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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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自动通信功能缓冲输入 / 输出区的传送方向

通过自动通信功能存储到缓冲存储器中的数据的传送方向如下所示。

1) 自动通信功能缓冲输入区的传送方向

对于 QJ71MB91，接收来自于从站的响应报文时，将以 1 字 (16 位 ) 单位，从地

址较大的数据开始按顺序写入至自动通信功能缓冲输入区中。

2) 自动通信功能缓冲输出区的传送方向

对于 QJ71MB91，向从站发送请求报文时，将以 1 字 (16 位 ) 单位，从地址较大

的数据开始按顺序从自动通信功能缓冲输出区中读取，并创建请求报文。

(b)将数据传送到自动通信功能缓冲区的时机

每当与对象站的通信时传送数据。

(c)自动通信功能缓冲区－可编程控制器 CPU 的软元件存储器之间的传送方法

可以通过以下方法之一进行自动通信功能缓冲区与可编程控制器 CPU 的软元件存储

器之间的数据传送。

*1  关于智能功能模块软元件的详细内容，请参阅下述手册。

 使用的 CPU 模块的用户手册 ( 功能解说 / 程序基础篇 )

图 5.9  自动通信功能缓冲输入 / 输出区的传送方向

表 5.3  自动通信功能缓冲区与可编程控制器 CPU 软元件存储器之间的传送方法

传送方法 使用方法

通过自动刷新设置进行传送
在 GX Configurator-MB 中进行自动刷新设置。

(  8.5 节 )

通过顺控程序进行传送
在顺控程序中，通过智能功能模块软元件 (Un\G □ ) 进行传

送。*1

可编程控制器
CPU侧
写入方向

可编程控制器
CPU侧
读取方向

QJ71MB91(主站功能)

缓冲存储器

自动通信功能缓冲输入区
CH1: 1000H～1FFFH
CH2: 2000H～2FFFH

自动通信功能缓冲输出区
CH1: 3000H～3FFFH
CH2: 4000H～4FFFH

QJ71MB91侧
接收数据
写入方向

QJ71MB91侧
发送数据
读取方向

响应报文(数据读取)

请求报文(数据写入)

RS-232，RS-422或485

MODBUS从设备
5.2　主站功能
5.2.1　自动通信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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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功能
(5) 自动通信功能的启动与停止

(a)通过 GX Configurator-MB 设置了自动通信参数的情况下

通过 GX Configurator-MB 设置了自动通信参数的情况下，将不需要启动用顺控程

序。

1) 自动通信功能动作的时机

在将可编程控制器 CPU 的 RUN/STOP 开关置为了 RUN 的状态下，通过电源 OFF →

ON 或可编程控制器 CPU 的复位启动自动通信功能。

在将可编程控制器 CPU 的 RUN/STOP 开关置为了 STOP 的状态下，进行电源 OFF

→ ON 或复位可编程控制器 CPU 时，自动通信功能不启动。

将 QJ71MB91 安装到 MELSECNET/H 远程 I/O 站中的情况下，远程 I/O 站接收了远

程主站的可编程控制器 CPU 从 STOP 状态变为了 RUN 状态的信息时自动通信功能

将启动。

2) 确认自动通信功能的启动的方法

QJ71MB91 通过自动通信功能开始与对象从设备通信时，QJ71MB91 的 SD LED 及

RD LED 将亮灯。( 仅通信时 )

3) 自动通信功能的启动 / 停止测试

在 GX Configurator-MB 的 “Automatic communication status( 自动通信状

态 )” 画面中，可以进行自动通信功能的启动 / 停止测试。(  8.6.3 项 )

(b)通过顺控程序设置了自动通信参数的情况下

通过顺控程序设置了自动通信参数的情况下，可以在任意的时机进行自动通信功

能的启动 / 停止。

1) 自动通信功能动作的时机

通过将自动通信参数登录请求 / 自动通信功能启动请求 (Y4/YC)、自动通信功

能停止请求 (Y6/YE) 置为 ON/OFF，执行自动通信功能的启动与停止。

图 5.10  自动通信功能时间表

OFF

OFF

OFF

OFF

Y4/YC

X4/XC

X6/XE

X5/XD

X0
OFF

Y6/YE OFF

参数创建

模块READY

自动通信参数登录请求/
自动通信功能启动请求

自动通信功能停止请求

自动通信参数登录
正常完成

自动通信参数登录
异常完成

自动通信功能动作状态

自动通信参数创建

ON

ON ON

ON

ON ON

自动通信参数登录
正常完成/自动通信
功能启动

自动通信功能停止
自动通信参数登录
正常完成/自动通信
功能启动

ON

自动通信功能
动作中

自动通信功能
动作中

通过QJ71MB91实施

通过顺控程序实施

X10 OFF
智能功能模块开关设置
更改状态
5 - 10 5.2　主站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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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自动通信功能启动 / 停止时的注意事项

(a)将自动通信参数登录请求 / 自动通信功能启动请求 (Y4/YC) 置为 ON 的情况下

将自动通信参数登录请求 / 自动通信功能启动请求 (Y4/YC) 置为 ON 的情况下，应

在满足了以下全部条件的状态下进行。

 • 条件 1: 模块 READY(X0) 为 ON 的状态

 • 条件 2: 智能功能模块开关设置更改状态 (X10) 为 OFF 的状态

(b)通过自动通信功能停止请求 (Y6/YE) 进行自动通信功能的停止

通过自动通信功能停止请求 (Y6/YE) 进行自动通信功能的停止时，应在满足了以下

全部条件的状态下进行。

 • 条件 1: 模块 READY(X0) 为 ON 的状态

 • 条件 2: 自动通信功能动作状态 (X6/XE) 为 ON 的状态

 • 条件 3: 智能功能模块开关设置更改状态 (X10) 为 OFF 的状态

对于自动通信功能，即使在没有来自于通信对象的从站的响应的情况下，也不会

停止，直至自动通信功能停止请求 (Y6/YE) 变为 ON。

(c)在自动通信功能停止中执行了自动通信功能停止请求 (Y6/YE) 的情况下

在自动通信功能处于停止中的状态 ( 自动通信功能动作状态 (X6/XE) 为 OFF) 下执

行了自动通信功能停止请求 (Y6/YE) 的情况下，将发生出错 ( 出错代码 : 7370H)。

(d)自动通信功能停止请求 (Y6/YE) 后重启自动通信的情况下

对于自动通信功能停止请求 (Y6/YE)，由于在执行的时点立即停止自动通信，因此

根据执行的时机，请求报文的发送中及发送完成之后可能会停止自动通信。

因此，自动通信的重启时，应在间隔从站处理自动通信的停止前接收的请求报文

所需的时间之后再进行。

未间隔时间的情况下，可能会在自动通信的重启时由于 QJ71MB91 的请求报文与从

站的响应报文的冲突等而导致发生出错。

(e)通过 GX Configurator-MB 设置了自动通信参数的情况下

通过 GX Configurator-MB 设置了自动通信参数的情况下，自动通信功能将在本项 

(5) (a) 1) 中所示的时机自动启动。

自动通信功能启动时，对象从设备处于无法通信的状态 ( 解除连接中、死机中、通

信的准备未完成等 ) 的情况下，应通过以下方式之一进行处理。

 • 对象从设备处于可通信的状态之后，通过顺控程序设置自动通信参数，并启动

自动通信功能。

 • 发生的出错 ( 异常响应报文接收 ( 出错代码 : 7360H)、响应监视定时器超时

出错 ( 出错代码 : 7378H) 等 ) 被忽略。
5.2　主站功能
5.2.1　自动通信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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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自动通信功能的动作状态

(a)自动通信功能动作状态的确认

通过自动通信功能动作状态 (X6/XE) 确认自动通信功能的动作状态。

(b)异常发生时的异常内容的确认

在自动通信功能中发生了异常的情况下，自动通信功能异常状态 (X7/XF) 将变为

ON。

此外，可以通过以下所示的步骤特定参数的异常部分及异常内容。

1) 异常发生中的自动通信参数编号的获取

在缓冲存储器的自动通信功能动作状态存储区 (0C20H ～ 0C21H/0C22H ～ 0C23H)

中确认在哪个自动通信功能中发生了异常。

(  11.4.1 项 (5))

2) 出错代码的确认

在缓冲存储器的自动通信功能出错代码存储区 (0C28H ～ 0C47H/0C48H ～ 0C67H)

中，确认与上述 1) 中确认的自动通信参数编号对应的区域中存储的出错代码。

(  11.4.1 项 (8)、11.4.3 项 )

要 点
在 GX Configurator-MB的“Automatic communication status( 自动通信状态 )”

画面中，可以确认各自动通信参数的动作状态及出错代码。(  8.6.3 项 )

(8) 自动通信功能的设置有无的确认

与在本项 (7) 中未发生出错无关，自动通信功能不动作的情况下，应在缓冲存储器的

自动通信功能设置有无状态存储区 ( 地址 : 0CA8H ～ 0CA9H/0CAAH ～ 0CABH) 中，确认

设置的有无。

(  11.4.1 项 (7))

确认应在自动通信功能动作状态 (X6/XE) 为 ON 时进行。

无设置的情况下，应再次进行设置。
5 - 12 5.2　主站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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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  通过专用指令进行通信

通过顺控程序，在任意的时机进行 MODBUS 软元件的读取 / 写入等。

通信中使用的专用指令的一览如下所示。

图 5.11  通过专用指令进行通信

表 5.4  专用指令一览

专用指令 功能概要 参照

MBRW 向从站发出 MODBUS 软元件的读取及写入的请求报文。 10.2 节

MBREQ 以任意的协议数据部分的请求报文格式与从站进行通信。 10.3 节

指令

QJ71MB91
(主站功能)

400500

可编程控制器CPU

软元件存储器

1234H

请求报文(保持寄存器400500读取请求)

响应报文(保持寄存器400500＝1234H)

保持寄存器

1234H

MODBUS从设备

RS-232，RS-422或RS-485

[Z.MBRW    ]
5.2　主站功能
5.2.2　通过专用指令进行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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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功能
5.3  从站功能

本节对作为 MODBUS 的从站的 QJ71MB91 的功能有关内容进行说明。

5.3.1  自动响应功能

自动响应功能是指，QJ71MB91( 从站功能 ) 根据从主站接收的请求报文的功能代码

(  4.1 节 )，自动执行相应的处理，并向主站发送响应报文的功能。

进行 MODBUS 软元件的读取 / 写入、异常状态的读取的情况下，使用 MODBUS 软元件分配功

能。(  5.3.2 项 )

图 5.12  自动响应功能

可编程控制器CPU

QJ71MB91
(从站功能)

①

②

③

④

不需要顺控程序

软元件存储器

请求报文的接收

功能代码的判定

相应处理的执行

响应报文的发送

请求报文(功能代码)

响应报文

RS-232，RS-422或RS-485

MODBUS主设备
5 - 14 5.3　从站功能
5.3.1　自动响应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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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  MODBUS 软元件分配功能

MODBUS 软元件分配功能是指，将对从站 (QJ71MB91) 的 MODBUS 软元件的访问自动转换为对

可编程控制器 CPU 的软元件的访问的功能。

由此，可以从 MODBUS 对应的主设备直接访问可编程控制器 CPU 的软元件。

由于 QJ71MB91 支持大容量的 MODBUS 软元件，因此可以分配可编程控制器 CPU 的所有软元

件存储器。(  7.3.1 项 )

(1) MODBUS 软元件分配参数的设置

将 MODBUS 软元件分配参数设置到从站 (QJ71MB91) 中。

通过 MODBUS 软元件分配参数，可以进行以下设置。

(a)将 MODBUS 软元件与可编程控制器 CPU 的软元件存储器相关联

从主站接收线圈写入等的请求报文时，将对 MODBUS 软元件的访问自动转换为对可

编程控制器 CPU 的软元件的访问。(  7.3.1 项～ 7.3.3 项 )

图 5.13  MODBUS 软元件与可编程控制器 CPU 的软元件

D300
D299 400499
D300 400500
D301 400501

1234H
5.3　从站功能
5.3.2　MODBUS 软元件分配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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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功能
(b)异常状态用软元件的指定

在 QJ71MB91 中，从主站接收异常状态读取 (FC: 07) 时，从站 (QJ71MB91) 可以指

定作为异常状态读取的数据。(  7.3.4 项 )

(c)安装到 MELSECNET/H 远程 I/O 站中时的访问目标的指定

指定 QJ71MB91 被安装到 MELSECNET/H 远程 I/O 站中时的访问目标。

(  7.3.5 项 )

可以从 MELSECNET/H 远程主站或 MELSECNET/H 远程 I/O 站中选择访问目标。

(d) CPU 响应监视定时器的指定

指定 QJ71MB91 对访问目标可编程控制器 CPU 的处理进行监视的定时器。

(  7.3.6 项 )

在访问目标可编程控制器 CPU 中发生异常且无法发送响应报文的情况下，经过一定

时间后可以发送响应报文 ( 异常完成 )。

由此，可以解除主站的响应报文等待的状态。

(2) MODBUS 软元件分配参数的设置方法

MODBUS 软元件分配参数通过实用程序包 (GX Configurator-MB) 设置。

(  8.4.2 项 )

也可通过顺控程序进行设置。(  9.1.2 项 )

图 5.14  异常状态用软元件与可编程控制器 CPU 的软元件

图 5.15  CPU 响应监视定时器的动作

M100

M107
01H M100～M107

软元件

可编程控制器CPU

不需要顺控程序

QJ71MB91(从站功能)

异常状态用软元件的指定

软元件存储器

异常状态

发送请求报文(异常状态读取(FC: 07))

接收响应报文(异常状态01H)

MODBUS 
主设备

RS-232，RS-422或RS-485

主站

从站
(QJ71MB91)

在相应站中发生异常

请求报文

由于在相应站中发生了异常，因此
无法进行请求报文的处理。

CPU响应监视定时器
时间到

响应报文
(异常完成)

响应报文
(异常完成)

如果CPU响应监视定时器时
间到，则发送响应报文(异
常完成)
5 - 16 5.3　从站功能
5.3.2　MODBUS 软元件分配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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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3  联动功能

(1) 联动功能的含义

联动功能是指，连接到 CH1 侧 (RS-232) 的主站可以通过 QJ71MB91 与连接到 CH2 侧

(RS-422/485) 的多个从站进行通信的功能。

使用联动功能时，RS-232 接口 (1 对 1 通信用 ) 的 MODBUS 主设备可以与多个 MODBUS

从设备进行通信。

(2) 联动功能的设置

通过智能功能模块开关进行联动功能的设置 (  6.6 节 )。

(3) 联动动作时的报文的流程

在 CH1 侧接收的请求报文从 CH2 侧发送至从站。

从 CH2 侧接收的响应报文从 CH1 侧发送至主站。

接收了发往 QJ71MB91 的请求报文的情况下，QJ71MB91 将作为从站执行动作。( 不执行

联动动作。)

图 5.16  通过联动功能进行通信

图 5.17  联动动作时的报文的流程

MODBUS主设备 QJ71MB91(从站功能)

CH1(RS-232)

CH2(RS-422或RS-485)

MODBUS
从设备

MODBUS
从设备

请求报文

响应报文

接收发往QJ71MB91的
请求报文时，将作为从站
执行动作。

MODBUS
主设备

可编程控制器CPU

CH1:
RS-232

向CH1→CH2、CH2→CH1
中继报文。

CH2:
RS-422
/485

QJ71MB91
(从站功能)

MODBUS
从设备

MODBUS
从设备

请求报文

响应报文
5.3　从站功能
5.3.3　联动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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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功能
(4) 使用联动功能时的注意事项

(a)关于系统配置

MODBUS 主设备应连接到 QJ71MB91 的 CH1 侧 (RS-232)。

使用联动功能时，不可以将 MODBUS 主设备连接到 CH2 侧 (RS-422/485)。

(b)关于智能功能模块设置

对于智能功能模块开关设置，在通道 1 与通道 2 中应置为相同的设置。

设置不相同的情况下，将发生开关出错。( 通信速度设置 · 传送设置 ( 开关 2、4)

的 MODBUS 软元件分配参数启动方法除外。)
5 - 18 5.3　从站功能
5.3.3　联动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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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章   投运前的设置及步骤

本章对在使用 QJ71MB91 的系统中，QJ71MB91 投运前的步骤及设置方法有关内容进行说明。

要 点
1. 关于 QJ71MB91 的使用，请阅读本手册开头所示的安全注意事项。

2. QJ71MB91 的实际安装与安装环境与可编程控制器 CPU 相同。

关于 QJ71MB91 的实际安装与安装环境，请参阅下述手册。

 QCPU 用户手册 ( 硬件设计 / 维护点检篇 )

6.1  操作注意事项

本节对 QJ71MB91 单体的操作注意事项有关内容进行说明。

1) 由于 QJ71MB91 的外壳由树脂所制，因此应避免使其掉落或对其施加强烈冲击。

2) 在接触模块之前，必须先接触已接地的金属等，释放掉人体等所携带的静电。

如果不释放掉静电，有可能导致模块故障或误动作。

3) 应在以下范围内拧紧模块固定螺栓等。

*1  对于模块，可以通过模块上部的挂钩将其简单地固定到基板上。

但是，在振动较多的场所中，建议通过模块固定螺栓进行固定。

表 6.1  扭矩

螺栓的位置 扭矩范围 备注

RS-422/485 端子排端子螺栓 (M3 螺栓 ) 0.42 ～ 0.58N·m －

RS-422/485 端子排安装螺栓 (M3.5 螺栓 ) 0.66 ～ 0.89N·m －

RS-232 电缆连接器安装螺栓 (M2.6 螺栓 ) 0.20 ～ 0.39N·m
螺栓孔的深度 : L=3.2mm 及以下

( 从端面到内部的尺寸 )

模块固定螺栓 ( 通常不需要 )(M3 螺栓 )*1 0.36 ～ 0.48N·m －
6.1　操作注意事项
　

6 - 1



6 投运前的设置及步骤
6.2  投运前的设置及步骤

投运前的概略步骤如下所示。

图 6.1  投运前的设置及步骤

投运步骤

确认要使用的设备、规格。

将QJ71MB91安装到基板中。

通过电缆连接GX Developer与可编程控制器CPU。

进行硬件测试。

进行自回送测试。

通过GX Developer设置I/O分配。

通过GX Developer设置智能功能模块开关。

通过电缆连接MODBUS主设备/MODBUS从设备与QJ71MB91。

确认要使用的功能的参数。

(转下页)

 6.4.1 项

 6.4.2 项

 6.6 节

 6.6 节

 6.4 节

 第 7 章
6 - 2 6.2　投运前的设置及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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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通过 GX Configurator-MB 设置了参数的情况下，应在将可编程控制器 CPU 的 RUN/STOP 开关置为了

RUN 的状态下，进行电源 OFF → ON 或复位可编程控制器 CPU。

要 点
1. 设置各种参数时，请勿对 QJ71MB91的缓冲存储器中的“系统区 (禁止使用 )”

进行数据写入。(  3.5.1 项 )

如果对 “ 系统区 ( 禁止使用 )” 进行数据写入，有可能导致可编程控制器系

统误动作。

2. 进行各种参数的登录请求等时，请勿对输出信号中的 “ 禁止使用 ” 的信号进

行输出 (ON) 操作。(  3.4.1 项 )

如果对“禁止使用”的信号进行输出，有可能导致可编程控制器系统误动作。

3. I/O 分配及智能功能模块开关设置通过 GX Developer 进行。

QJ71MB91 的自动通信参数 (  7.2 节 ) 等的设置通过 GX Configurator-MB

或顺控程序进行。

4. 反映 GX Developer 中添加 / 更改的参数的情况下，应将参数写入至可编程控

制器 CPU 中后，再复位可编程控制器 CPU。

图 6.1 投运前的设置及步骤 ( 续 )

使用专用指令进行通信的情况下，创建通信用的顺控程序。

将已设置的参数等写入到可编程控制器CPU中，
复位可编程控制器CPU，并置为RUN状态。

运行

通过GX Configurator-MB进行
参数的设置。

通过实用程序设置参数？

YES

NO

通过顺控程序进行参数的设置。

(接上页)

*1

 第 8 章

 第 10 章

 第 9 章
6.2　投运前的设置及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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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投运前的设置及步骤
6.3  各部位的名称

QJ71MB91 的各部位的名称如下所示。

图 6.2  QJ71MB91 外形图

表 6.2  各部位的名称与内容

名称 内容

1) 显示 LED 显示 LED(  本节 (1))

2) CH1 侧 RS-232 接口 用于与对象设备进行串行通信的 RS-232 接口 (D-Sub 9P)

3) CH2 侧 RS-422/485 接口 用于与对象设备进行串行通信的 RS-422/485 接口 ( 双片端子排 )

4) 序列号显示板 显示 QJ71MB91 的序列号。
6 - 4 6.3　各部位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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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显示 LED 一览表

*1  关于异常时的故障排除，请参阅下述章节。

 第 11 章

图 6.3  QJ71MB91 的 LED 部分

表 6.3  LED 的内容

LED 名称 显示内容

内容

亮灯 / 闪烁 熄灯

RUN 正常运行显示 硬件正常 看门狗定时器出错、硬件异常

ERR. 出错有无显示*1 发生出错 正常

CH1/

CH2

NEU. 中间状态显示

主站功能 请求报文未发送 来自于从站的响应报文等待

从站功能 来自于主站的请求报文等待 请求报文处理中

SD 发送状态显示 数据发送中 数据未发送

RD 接收状态显示 数据接收中 数据未接收
6.3　各部位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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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投运前的设置及步骤
6.4  单体测试

本节对在 QJ71MB91 的运行前进行的单体测试有关内容进行说明。

6.4.1  硬件测试

硬件测试是检查 QJ71MB91 的 RAM 及 ROM 的测试。

(1) 硬件测试步骤

按以下步骤进行硬件测试。

(2) 硬件测试内容

对于 QJ71MB91，进行以下测试 1 次。

(a) ROM 检查

读取 ROM 数据，进行和校验。

(b) RAM 检查

将测试数据写入到 RAM 中，读取写入的测试数据后进行检查。

图 6.4  硬件测试步骤

开始

将可编程控制器CPU STOP。
卸下与对象设备的通信电缆。

设置为硬件测试模式。
(开关1、3＝000DH)

复位可编程控制器CPU。

测试执行
(约2秒期间)

正常/异常判定

NEU.LED亮灯: 正常结束

NEU.LED及ERR.LED亮灯: 异常结束

监视缓冲存储器，对异常内容进行确认。

结束

 6.6 节

(  本项 (3))
6 - 6 6.4　单体测试
6.4.1　硬件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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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硬件测试结果的确认

CH1 NEU.LED 的亮灯时测试完成。(约 2 秒期间 )

(a)正常结束时

ERR.LED 熄灯时正常结束。

(b)异常结束时

ERR.LED 亮灯时异常结束。

异常结束时，应监视缓冲存储器的硬件测试结果 (0FFEH)，并确认异常内容。

(4) 硬件测试的结束

确认测试结果的正常完成 / 异常完成后，应进行以下处理。

(a)正常结束时

结束测试后开始与对象设备进行数据通信的情况下，应进行以下处理，开始数据

通信。

 • 通过 GX Developer 进行智能功能模块开关设置。

(  6.6 节 )

 • 将 QJ71MB91 安装站的电源置为 OFF，连接与对象设备的通信电缆。

 • 将 QJ71MB91 安装站的电源置为 ON。

(b)异常结束时

发生了 ROM/RAM 异常的情况下，应在确认以下内容的基础上，再次进行测试。

 • 确认 QJ71MB91、电源模块、可编程控制器 CPU 是否正确安装到基板上。

 • 确认 QJ71MB91 的使用环境是否在可编程控制器 CPU 的一般规格的范围内。

(  QCPU 用户手册 ( 硬件设计 / 维护点检篇 ))

 • 确认电源容量是否足够。

 • 对于可编程控制器 CPU、基板，按照各模块的手册确认硬件是否正常。

确认上述内容后，再次进行了测试时仍然异常结束的情况下，可能是 QJ71MB91 的

硬件异常。

请附带故障内容的详细说明，向最近的分公司或代理店咨询。

图 6.5  硬件测试的测试结果存储内容

0/1 0/1 0/10

b0b1b2b3b4～

0

b15

(0FFEH)

硬件测试结果

1: ROM异常

1: RAM异常

1: 测试完成
6.4　单体测试
6.4.1　硬件测试

6 - 7



6 投运前的设置及步骤
6.4.2  自回送测试

自回送测试是检查 QJ71MB91 的发送接收功能的动作及与可编程控制器 CPU 的通信动作的测

试。

(1) 自回送测试步骤

*1   表示自回送测试用的电缆配线。

图 6.6  自回送测试步骤

图 6.7  自回送测试用的电缆配线

开始

将可编程控制器CPU STOP。
卸下与对象设备的通信电缆。

连接电缆用于自回送测试

进行通信速度•传送设置。
(开关2、4)

设置为自回送测试模式。
(开关1、3＝000DH、000EH的组合)

复位可编程控制器CPU。

测试重复执行
(1个周期约1秒)

正常/异常判定
ERR.LED亮灯: 异常结束

ERR.LED熄灯: 正常动作中

结束

监视缓冲存储器，对异常内容进行确认。

*1
。

 6.6 节

 6.6 节

RD

－

SD
－

－

－

1

2

3

4

5

6

7

8

9

SDB

RDA

RDB

SG

SDA

FG

FG

QJ71MB91
CH1(RS-232)

信号名 针编号

SG

电缆脱落
检测用输出

电缆脱落
检测用输入

QJ71MB91
CH2(RS-422/485)

信号名
6 - 8 6.4　单体测试
6.4.2　自回送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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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自回送测试内容

对于 QJ71MB91，重复进行以下测试。(1 个周期的测试大约在 1 秒内进行。)

(a)与可编程控制器 CPU 的通信检查 (CH1 侧 NEU.LED 闪烁 )

检查是否可以与可编程控制器 CPU 进行通信。

(b)各接口的发送接收功能的检查 ( 测试中的接口的 SD/RD LED 闪烁 )

更改数据的同时进行发送与接收。*1

*1   数据位长的设置为 7 位的情况下，在发送接收时将忽略数据的第 8 位进行测试。

(3) 自回送测试结果的确认

重复进行本测试，如果 ERR.LED 熄灯，则其正常动作中。

ERR.LED 亮灯时异常结束。

异常结束时，应监视缓冲存储器的自回送测试结果 (0FFFH)，并确认异常内容。

图 6.8  自回送测试的测试结果存储内容

表 6.4  异常时的原因与处理

缓冲存储器

相应位 ON 时的原因 处理
地址 位位置

0FFFH

(4095)

b0

可编程控制器 CPU 中发生异常 应消除可编程控制器 CPU 中发生的出错内容。

电源容量不足。 应重新审核电源容量。

模块未正常安装。 应重新正确安装模块。

基板、扩展电缆、可编程控制器 CPU 及 QJ71MB91 中

发生异常

应确认各模块并消除发生的出错内容。

•应重新正确连接电缆。

•应重新正确安装模块。

b2 CH2 侧通信异常
应重新正确连接电缆。

应重新审核自回送测试用的电缆配线连接。
b3 CH1 侧通信异常

0/1 0/1 0/100

b0b1b2b3b4～b15
自回送测试结果
(0FFFH)

1: 可编程控制器CPU通信异常

1: CH2侧通信异常

1: CH1侧通信异常
6.4　单体测试
6.4.2　自回送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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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投运前的设置及步骤
(4) 自回送测试的结束

(a)正常结束时

结束测试后开始与对象设备进行数据通信的情况下，应进行以下处理，开始数据

通信。

 • 通过 GX Developer 进行智能功能模块开关设置。(  6.6 节 )

 • 将 QJ71MB91 安装站的电源置为 OFF，连接与对象设备的通信电缆。

 • 将 QJ71MB91 安装站的电源置为 ON。

(b)异常结束时

发生了异常的情况下，应按照表 6.4 消除出错原因，并在确认以下内容的基础上再

次进行测试。

 • 确认 QJ71MB91、电源模块、可编程控制器 CPU 是否正确安装到基板上。

 • 确认 QJ71MB91 的使用环境是否在可编程控制器 CPU 的一般规格的范围内。

(  QCPU 用户手册 ( 硬件设计 / 维护点检篇 ))

 • 确认电源容量是否足够。

 • 对于可编程控制器 CPU、基板，按照各模块的手册确认硬件是否正常。

确认上述内容后，再次进行了测试时仍然异常结束的情况下，可能是 QJ71MB91 的

硬件异常。

请附带故障内容的详细说明，向最近的分公司或代理店咨询。
6 - 10 6.4　单体测试
6.4.2　自回送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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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与对象设备的连接

本节对 QJ71MB91 与对象设备之间的配线有关内容进行说明。

作为配线注意事项且作为充分发挥 QJ71MB91 的功能以置为高可靠性的系统的条件之一，需

要进行不易受噪声影响的配线。

(1) 关于屏蔽

对于屏蔽，应进行一点接地。

(2) 通过 RS-232 线路与对象设备连接时

关于连接电缆的 QJ71MB91 侧，请参阅下述章节。

 3.2.1 项

(3) 通过 RS-422/485 线路与对象设备连接时

应注意以下几点进行连接。

(a)连接电缆

关于 RS-422/485 电缆，请参阅下述章节。

 3.3.2 项

(b)端子排的端子螺栓

RS-422/485 接口的端子排的端子螺栓使用 M3 螺栓。

应使用适合端子的压装端子。

(4) 关于对象设备侧的连接

应在确认对象设备的规格的基础上进行连接。

(5) 关于连接电缆的弯曲半径

关于连接电缆的弯曲半径，请参阅下述章节。

 附 3
6.5　与对象设备的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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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投运前的设置及步骤
6.5.1  RS-232 接口的连接方法

使用 QJ71MB91 的 RS-232 接口时的连接注意事项及连接示例如下所示。

(1) 连接时的注意事项

(a)关于连接电缆的 FG 信号与屏蔽

连接电缆的 FG 信号与屏蔽应按以下方式连接。

(b)连接图

应按以下方式进行配线连接。

1) 通过连接电缆的屏蔽，连接对象设备侧的 FG 端子与 QJ71MB91 侧。

2) 通过双绞线将 SG 以外的各信号与 SG 信号连接。

表 6.5  连接电缆的 FG 信号与屏蔽

项目 QJ71MB91 侧的连接 备注

连接电缆的 FG

信号
连接到 QJ71MB91 侧的连接器外壳部分

不要使连接电缆的 FG 信号与 SG

信号短路。

在对象设备侧的内部连接了 FG

信号与 SG 信号时，在 QJ71MB91

侧不要连接 FG 信号。
连接电缆的屏蔽

连接到对象设备侧的 FG 端子或 QJ71MB91 侧的

连接器外壳部分

图 6.9  RS-232 电缆的屏蔽

FG

RD

SD

SG

RD

SD

SG

屏蔽QJ71MB91侧 对象设备侧

到连接器
外壳部分

电缆脱落
检测用输出

电缆脱落
检测用输入
6 - 12 6.5　与对象设备的连接
6.5.1　RS-232 接口的连接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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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连接示例

要 点
对象设备侧的其它信号的配线应根据对象设备的使用说明书进行连接。

图 6.10  RS-232 电缆的连接示例

1-

-

-

-

2

3

4

5

6

7

8

9

RD

SD
RD

SD

信号名

SG SG

电缆脱落
检测用输出

电缆脱
落检测用输入

针编号

对象设备从站或主站

信号名

QJ71MB91(CH1)
主站或从站
6.5　与对象设备的连接
6.5.1　RS-232 接口的连接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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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投运前的设置及步骤
6.5.2  RS-422/485 接口的连接方法

使用 QJ71MB91 的 RS-422/485 接口时的连接注意事项及连接示例如下所示。

(1) 连接时的注意事项

(a)连接 SG 信号及 FG 信号时

将 QJ71MB91 侧的 SG 信号及 FG 信号连接至对象设备时，应根据对象设备的规格进

行连接。

(b)连接电缆的屏蔽

对于连接电缆的屏蔽，应连接到连接设备的某一方的 FG 端子上。

即使根据上述进行配线连接，也因来自于外部的噪声导致无法正常数据通信时，

应进行如下所示的配线连接。

1) 两个站的 FG 之间通过连接电缆的屏蔽进行连接。

但是，对于对象设备侧，将根据对象设备侧的使用说明书进行连接。

2) 将 QJ71MB91 侧的 (FG) 连接到 QJ71MB91 安装站的电源模块的 FG 端子或安装了

QJ71MB91 安装站可编程控制器的控制盘的 FG 端子上。

3) 成对连接连接电缆的各信号的 nnA 与 nnB。

*1   QJ71MB91 的 FG 端子可以连接任何一个。

(c)终端电阻

线路上的两端站需要进行终端电阻的设置 ( 或连接 )。

对于 QJ71MB91 侧，应根据对象设备的规格，按照本项进行终端电阻 ( 随 QJ71MB91

附带 ) 的连接。

对于对象设备侧，应根据对象设备的说明书进行终端电阻的连接或设置。

( 连接到 QJ71MB91 侧的终端电阻 )

 •通过 RS-422 进行通信时连接“330Ω1/4W” 的终端电阻

 •通过 RS-485 进行通信时连接“110Ω1/2W” 的终端电阻

*   终端电阻的区分方法

图 6.11  RS-422/485 电缆的屏蔽

图 6.12  终端电阻的区分方法

SDA

SDB

SDA

SDB

RDA
RDB
SG

RDA
RDB

SG

FG

SG

FG

FG

SDA

RDA

RDB

SDB

(FG)

(FG)

屏蔽

RS-422/485端子排与信号位置的对应

对象设备侧QJ71MB91侧

*1

*1

茶色橙色 橙色 茶色茶色茶色
330Ω 110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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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完全无法进行数据通信的情况下

完全无法与对象设备进行数据通信的情况下，应重新确认对象设备侧的极性。

QJ71MB91 与对象设备的极性不匹配的情况下，通过在任一设备侧将各信号的极性

反转后进行电缆连接，可能会实现数据通信。

要 点
连接至 QJ71MB91 的 RS-422/485 接口的设备需要以 RS-422 或 RS-485 进行统一。
6.5　与对象设备的连接
6.5.2　RS-422/485 接口的连接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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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投运前的设置及步骤
(2) 连接示例

(a) 1:1 通信时的连接

(b)本站为主站时的 1:n 通信时的连接

1) 以 4 线进行通信的情况下

2) 以 2 线进行通信的情况下

图 6.13  1:1 通信时的连接

图 6.14  本站为主站时的连接 (1:n 通信，4线 )

图 6.15  本站为主站时的连接 (1:n 通信，2 线 )

终端电阻 R
RDA

SG

FG

SDA

信号名

RDA

SG

FG

对象设备
从站或主站

SDA

终端电阻R

QJ71MB91(CH2)
主站或从站

信号名

SDB

RDB

RDB

SDB

终端电阻 R

RDA

SG

FG

SDA
终端电阻R

终端电阻R
RDA

SG

FG

QJ71MB91

SDA

终端电阻 R

SDB

RDB RDB

SDB

RDA

SG

FG

SDA

RDB

SDB

其他
公司从站

其他
公司从站

RDA

SG

FG

SDA

R R

SDB

RDB

RDA

SG

FG

SDA

SDB

RDB

RDA

SG

FG

SDA

SDB

RDB

QJ71MB91

终端电阻

其他
公司从站

其他
公司从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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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本站为从站时的 1:n 通信时的连接

1) 与其他公司主站 (RS-422/485 接口 ) 以 1:n 进行通信的情况下

< 以 4 线进行通信的情况下 >

< 以 2 线进行通信的情况下 >

图 6.16  本站为从站时的连接 (1:n 通信，4线 )

图 6.17  本站为从站时的连接 (1:n 通信，2 线 )

RDA

SG

FG

SDA
R

R

SDB

RDB

RDA

SG

FG

SDA

SDB

RDB

RDA

SG

FG

SDA

SDB

RDB

RDA

SG

FG

SDA

SDB

RDB

R

R

终端电阻 终端电阻

终端电阻

QJ71MB91 QJ71MB91

终端电阻

其他
公司主站

其他
公司从站

QJ71MB91QJ71MB91

R R
RDA

SG

FG

SDA

SDB

RDB

RDA

SG

FG

SDA

SDB

RDB

RDA

SG

FG

SDA

SDB

RDB

RDA

SG

FG

SDA

SDB

RDB
终端电阻

其他
公司主站

其他
公司从站
6.5　与对象设备的连接
6.5.2　RS-422/485 接口的连接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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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投运前的设置及步骤
2) 与其他公司主站 (RS-232 接口 ) 以 1:n 进行通信的情况下

( 联动设置 )

< 以 4 线进行通信的情况下 >

< 以 2 线进行通信的情况下 >

图 6.18  本站为从站时的连接 ( 联动设置，1:n 通信，4线 )

图 6.19  本站为从站时的连接 ( 联动设置，1:n 通信，2线 )

R R

RR
RDA

SG

FG

SDA

SDB

RDB
RDA

SG

FG

SDA

SDB

RDB

RDA

SG

FG

SDA

SDB

RDB

QJ71MB91

SG

SD

RD

SG

SD

RD

终端电阻 终端电阻

终端电阻

QJ71MB91

终端电阻

RS-232

其他
公司主站

联动设置

电缆脱落
检测用输出

电缆脱落
检测用输入

其他
公司从站

SG

SD

RD

RDA

SG

FG

SDA

SDB

RDB

QJ71MB91

QJ71MB91

R

RS-232

RDA

SG

FG

SDA

SDB

RDB

RDA

SG

FG

SDA

SDB

RDB
R

SG

SD

RD

终端电阻

QJ71MB91
其他

公司主站

电缆脱落
检测用输出

电缆脱落
检测用输入

联动设置
其他

公司从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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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智能功能模块开关设置

进行模式设置、通信速度设置 · 传送设置、站号设置。

(1) 设置步骤
1. 启动 GX Developer。

2. 双击 GX Developer 的工程窗口内的 “PLC 

parameter(PLC 参数 )”。

3. 点击 “I/O assignment(I/O 分配设置 )” 选项

卡，显示 I/O 分配设置画面。

在安装了 QJ71MB91 的插槽中，进行以下设置。

类型　　  : 选择 “Intelli( 智能 )”。

型号　　  : 输入模块的型号。

点数　　  : 选择 32 点。

起始XY　  : 输入 QJ71MB91的起始输入输出编号。

    详细设置  : 在多 CPU 系统时指定 QJ71MB91 的管

理 CPU。

4. 点击 I/O 分配设置画面的  ( 开关

设置 ) 按钮，显示左述的画面。

参阅本节 (2) 及以后，进行开关设置。

以 16 进制数输入时可以简单进行设置。

应将输入格式更改为 16 进制数后再进行输入。

图 6.20  智能功能模块开关设置的步骤 5. 设置后进行 PLC 写入，并将可编程控制器的电源

置为 OFF → ON，或复位可编程控制器 CPU。

Switch setting
6.6　智能功能模块开关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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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投运前的设置及步骤
(2) 设置内容

开关 1 ～ 5 的内容如下所示。

要 点
1. 通过智能功能模块开关设置的内容在电源 OFF → ON/ 可编程控制器 CPU 的复位

后变为有效。

此外，不可以在运行中进行设置更改。

2. 未进行智能功能模块开关的设置的情况下，将以各开关设置的初始值执行动作。

3. 使用联动功能的情况下，应在 2 个通道中进行相同的设置。

( 通信速度设置 · 传送设置 ( 开关 2、4) 的 MODBUS 软元件分配参数启动方法

除外。)

备 注

关于 GX Developer 的操作方法，请参阅下述手册。

 GX Developer 操作手册

表 6.6  智能功能模块开关

开关编号 内容 初始值 参照

开关 1

CH1

模式设置 0000H 本节 (2) (a)

开关 2 通信速度设置· 传送设置 0700H 本节 (2) (b)

开关 3
CH2

模式设置 0000H 本节 (2) (a)

开关 4 通信速度设置· 传送设置 0700H 本节 (2) (b)

开关 5 CH1、2 站号设置 0000H 本节 (2) (c)
6 - 20 6.6　智能功能模块开关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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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模式设置 ( 开关 1: CH1 侧、开关 3: CH2 侧 )

设置 QJ71MB91 的动作模式。

*1  设置了表中所示的设置值以外的值的情况下，将发生开关出错。

*2  联动动作 ( 从站功能 ) 时，应将开关 1、3 均设置为 “0002H”。

仅一方进行了设置的情况下，将发生开关出错。

表 6.7  模式设置

设置值*1 动作模式
内容

开关 1 开关 3 CH1 CH2

0000H 0000H 主站功能 主站功能

主站功能 : 作为主站进行通信。

从站功能 : 作为从站进行通信。

0000H 0001H 主站功能 从站功能

0001H 0000H 从站功能 主站功能

0001H 0001H 从站功能 从站功能

0002H 0002H 联动动作 ( 从站功能 )*2
使用联动功能在 CH1 与 CH2 之间对数据进行中继。

(  5.3.3 项 )

000DH 000DH 硬件测试
进行检查 QJ71MB91 的 RAM 及 ROM 的测试。

(  6.4.1 项 )

000EH 000DH 自回送测试 －
进行检查 QJ71MB91 的发送接收功能的动作及与可编程控制

器 CPU 的通信动作的测试。

(  6.4.2 项 )

000DH 000EH － 自回送测试

000EH 000EH 自回送测试 自回送测试
6.6　智能功能模块开关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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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投运前的设置及步骤
(b)通信速度设置· 传送设置 ( 开关 2: CH1 侧、开关 4: CH2 侧 )

进行与对象设备的通信速度设置及传送设置。

1) 传送设置

*1  应在登录 MODBUS 软元件分配参数后再向 QJ71MB91 发送请求报文。

登录前向 QJ71MB91 发送了请求报文的情况下，QJ71MB91 将发送响应报文 ( 异常完成 )。( 从站功能

不动作。)

*2  RTU 模式时，应设置为 OFF(8 位 )。

图 6.21  通信速度设置· 传送设置的配置

表 6.8  传送设置

位 项目 OFF(0) ON(1) 内容

b0

MODBUS 软元

件分配参数

启动方法

开关 2 以默认参数启动
以用户设置参数

启动 *1

对于 MODBUS 软元件分配参数启动方法，与使用的通道无关，仅对

开关 2 进行设置。

设置为以默认参数启动的情况下，将以默认分配参数进行启动。

(  7.3.1 项 (3))

设置为以用户设置参数启动的情况下，将以顺控程序或 GX 

Configurator-MB 中设置的 MODBUS 软元件分配参数进行启动。

(  7.3.1 项 (2))

通过 GX Configurator-MB 设置参数的情况下，应将 MODBUS 软元

件分配参数启动方法置为 ON。

开关 4 固定为 OFF(0) －

b1 数据位 *2 8 7 设置数据位。

b2 奇偶校验位的有无 有 无
设置奇偶校验位的有无。

将奇偶校验位设置为 “有 ”的情况下，进行垂直奇偶校验。

b3 奇数 / 偶数奇偶校验 偶数 奇数

设置奇数 / 偶数奇偶检验。

仅在 “ 奇偶校验位的有无 ”设置为“有 ” 的情况下，本设置

才有效。

b4 停止位 1 2 设置停止位。

b5 帧模式 RTU 模式 ASCII 模式 设置帧模式。(  4.2.1 项 )

b6 RUN 中写入 禁止 允许

设置在可编程控制器 CPU 为 RUN 中的情况下，允许 / 禁止通过来

自于主站的请求报文将数据写入至可编程控制器 CPU 中。

设置为 RUN 中写入禁止时，从主站接收了软元件写入的请求报文

的情况下，QJ71MB91 将异常响应。

仅在相应通道为从站功能的情况下，本设置才有效。

b7 未使用 固定为 OFF(0) －

b0b1b2b3b4b5b6b7b8b9

通信速度设置 传送设置

b15 b14 b13 b12 b11 b10
6 - 22 6.6　智能功能模块开关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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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通信速度设置*1*2

*1   2 个通道的通信速度的合计可以设置在 115200bps 之内。

*2   对于未使用通道的通信速度设置，应不设置或设置为 07H( 初始值 )。

(c) CH1/CH2 站号设置 ( 开关 5)

设置 QJ71MB91 的从站站号。

主站功能的情况下，应设置 00H。

从站站号的情况下，应设置以下值。

*1   设置了表中所示的设置值以外的值的情况下，将发生开关出错。

表 6.9  通信速度设置

通信速度

位位置

通信速度

位位置

b15 ～ b8 b15 ～ b8

300bps 00H 14400bps 06H

600bps 01H 19200bps 07H

1200bps 02H 28800bps 08H

2400bps 03H 38400bps 09H

4800bps 04H 57600bps 0AH

9600bps 05H 115200bps 0BH

图 6.22  CH1/CH2 站号设置的配置

表 6.10  站号设置

设置值*1 内容

1H ～ F7H 设置从站的站号 (1 ～ 247)。

b0b1b2b3b4b5b6b7b8b9b15 b14 b13 b12 b11 b10

CH2侧站号 CH1侧站号
6.6　智能功能模块开关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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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投运前的设置及步骤
6.7  维护、点检

本节对 QJ71MB91 的维护 · 点检及拆装方法有关内容进行说明。

6.7.1  维护、点检

对于 QJ71MB91，除以下确认事项以外，没有特别的点检项目。

除以下内容以外，应按照 QCPU 用户手册 ( 硬件设计 / 维护点检篇 ) 中记载的点检项目进行

维护，以便始终以最佳状态使用系统。

(QJ71MB91 的点检项目 )

1) 确认终端电阻及连接电缆中有无接触不良。

2) 确认模块固定螺栓及端子排安装螺栓的拧紧是否有松动。

要 点

进行 QJ71MB91 的维护 · 点检时，请阅读本手册开头所示的 安全注意事项 。

6.7.2  进行模块的拆装的情况下

进行模块的拆装时，应仔细阅读 “6.1　操作注意事项 ”，同时在充分注意安全的前提下

正确地操作。

模块的更换步骤如下所示。

<QJ71MB91 更换时的操作步骤 >

< 可编程控制器 CPU 更换时的操作步骤 >

( 步骤 1) 将 QJ71MB91 安装站的电源置为 OFF。

( 步骤 2) 卸下电缆与模块。

( 步骤 3) 更换模块，并按照“6.2　投运前的设置及步骤” 启动模块。

( 步骤 1) 使用 GX Developer 从可编程控制器 CPU 中读取 PLC 参数并保存。

( 步骤 2) 更换可编程控制器 CPU。( QCPU 用户手册 ( 硬件设计 / 维护点检篇 ))

( 步骤 3) 将 GX Developer 中保存的 PLC 参数重新登录至可编程控制器 CPU 中。
6 - 24 6.7　维护、点检
6.7.1　维护、点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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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章   参数设置

本章对参数的设置内容进行说明。

7.1  参数设置内容及设置步骤

(1) 参数的类型

(a)自动通信参数

将 QJ71MB91 作为主站，使用自动通信功能的情况下设置本参数。(  7.2 节 )

最多可以对各通道设置 32 个自动通信参数。

不使用自动通信功能的情况下，无需设置本参数。

(b) MODBUS 软元件分配参数

将 QJ71MB91 作为从站，使用 MODBUS 软元件分配功能的情况下设置本参数。

(  7.3 节 )

使用在 QJ71MB91 中预先设置的初始值的情况下，无需设置本参数。

(2) 参数设置方法

应通过以下方法之一将参数设置到 QJ71MB91 中。

(a)通过实用程序包进行设置

通过实用程序包的 GX Configurator-MB 进行设置。

(  第 8 章 )

(b)通过顺控程序进行设置

通过顺控程序进行设置。(  9.1 节～ 9.3 节 )

(c)通过 GX Woks2 进行设置

将 QJ71MB91 添加到 GX Woks2 的智能功能模块的数据中进行设置。

关于智能功能模块的数据操作，请参阅下述手册。

(  GX Works2 Version 1 操作手册 ( 智能功能模块操作篇 ))
7.1　参数设置内容及设置步骤
　

7 - 1



7 参数设置
要 点
1. 通过 GX Configurator-MB、GX Works2 设置参数的情况下，对于参数，在写入

至可编程控制器 CPU 中后，通过在将可编程控制器 CPU 的 RUN/STOP 开关置为

了 RUN 的状态下，进行电源 OFF → ON 或可编程控制器 CPU 的复位变为有效。

将 QJ71MB91 安装到 MELSECNET/H 远程 I/O 站中的情况下，远程 I/O 站接收了

远程主站的可编程控制器 CPU 从 STOP 状态变为了 RUN 状态的信息时参数将变

为有效。

2. 通过 GX Configurator-MB、GX Works2 设置参数的情况下，参数变为有效时，

MODBUS 软元件分配参数登录有无 (XA) 将变为 ON。

在 MODBUS 软元件分配参数登录有无 (XA) 变为 ON 之前，请勿通过顺控程序进

行至缓冲存储器的写入及 Y 信号的操作。

3. 通过 GX Configurator-MB、GX Works2 进行参数设置与通过顺控程序进行参数

设置同时使用的情况下，通过顺控程序进行的设置将变为有效。
7 - 2 7.1　参数设置内容及设置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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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参数设置步骤

按以下步骤设置参数。

图 7.1  参数设置步骤

YES

NO

NO

YES

YES

NO

创建要使用的功能的参数设置用的

顺控程序

•自动通信参数

•MODBUS软元件分配参数

将智能功能模块开关的MODBUS
软元件分配参数启动方法
(开关2的位0)设置为ON

更改MODBUS软元件分配

将智能功能模块开关的MODBUS软元件
分配参数启动方法(开关2的位0)设置
为ON

设置要使用的功能的参数
•自动通信参数

•MODBUS软元件分配参数

•自动刷新设置

①

参数设置开始

参数通过
GX Configurator-MB

设置

将参数写入到可编程控制器CPU中

在将可编程控制器CPU的RUN/STOP
开关置为了RUN的状态下，复位
可编程控制器CPU

在可编程控制器CPU
中未发生

SP.PARA ERROR

重新审核自动刷新参数、起始输入
输出编号等

(转下页)

将顺控程序写入到可编程控制器
CPU中后，复位可编程控制器CPU

将可编程控制器CPU置为RUN状态

 (  6.6 节 )

(  6.6 节 )

(  9.1.2 项、9.2.2 项 )

(  8.4.1 项 )

(  8.4.2 项 )

(  8.5 节 )

(  9.1.1 项、9.2.1 项 )
7.1　参数设置内容及设置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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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参数设置
*1   可以通过 GX Configurator-MB 确认 X 信号的状态。(  8.6.1 项 )

图 7.1 参数设置步骤 ( 续 )

参照缓冲存储器的自动通信参数用出错代码存
储区(地址: OC16H/OC18H)与自动通信参数登录
结果存储区(地址: OC17H/0C19H)，对自动通信
参数进行修改

参照缓冲存储器的MODBUS软元件分配参数用出
错代码存储区(地址: 0C13H)与MODBUS软元件分
配参数登录结果存储区(地址: OC14H～0C15H)，
对MODBUS软元件分配参数进行修改

ERR. LED处于亮灯状态

使用自动通信功能

使用的通道的自动
通信功能动作状态(X6/XE)

是否为ON

MODBUS软元件分配参数登录
有无(XA)是否为ON

①

①

(接上页)

参数设置完成

*1

*1
7 - 4 7.1　参数设置内容及设置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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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自动通信参数

将 QJ71MB91 作为主站，使用自动通信功能的情况下设置本参数。

(  5.2.1 项 )

最多可以对各通道设置 32 个自动通信参数。

7.2.1  自动通信参数的内容

( 接下页 )

表 7.1  自动通信参数一览

地址
参数名 设置范围 初始值 参照

CH1 CH2

0200H ～

0201H

(512 ～

513)

0380H ～

0381H

(896 ～

897)

自动通信

参数 1

设置有无
00000000H: 无效

00000001H: 有效
00000000H 本项 (1)

0202H

(514)

0382H

(898)
对象站号

0: 广播

1 ～ 247: 对象从站站号
1 本项 (2)

0203H

(515)

0383H

(899)
下一个请求间隔定时器值

0: 

接收来自于从站的响应报文后，立即

发出下一个请求报文

2 ～ 65535: 

从 QJ71MB91 发送请求报文后，到发送

下一个请求报文为止的时间 ( 设置时

间 ＝ 设置值 ×10ms)

0 本项 (3)

0204H

(516)

0384H

(900)

响应监视定时器值 / 广播延迟

值

[ 响应监视定时器值 ( 在对象站号中设

置 1 ～ 247 时 )]

0 : 30 秒

2 ～ 65535: 响应监视定时器 ( 设置时

间 ＝ 设置值 ×10ms)

[ 广播延迟值 ( 在对象站号中设置 0

时 )]

0: 400ms

2 ～ 65535: 延迟时间 ( 设置时间 ＝ 

设置值 ×10ms)

0 本项 (4)

0205H

(517)

0385H

(901)
对象 MODBUS 软元件类型指定

0000H: 无指定

0100H: 线圈读取

0200H: 输入读取

0400H: 输入寄存器读取

0500H: 保持寄存器读取

0001H: 线圈写入

0005H: 多个寄存器写入

0505H: 多个寄存器的读取·写入

0000H 本项 (5)

0206H

(518)

0386H

(902)

读取

设置
起始缓冲存储器地址

0000H: 无读取对象

1000H ～ 1FFFH: 

CH1 侧读取数据存储位置

2000H ～ 2FFFH: 

CH2 侧读取数据存储位置

0000H 本项 (6)
7.2　自动通信参数
7.2.1　自动通信参数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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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参数设置
(1) 设置有无

设置自动通信参数的有效 / 无效。

(2) 对象站号

在对象站号中，指定发送请求报文的从站。

对象站号是至通信对象的从设备的请求报文的地址字段中存储的站号。

(  4.2 节 )

(3) 下一个请求间隔定时器值

下一个请求间隔定时器是在自动通信功能中发送请求报文的间隔。

计测从 QJ71MB91 发送请求报文后到发送下一个请求报文为止的时间。

表 7.1 自动通信参数一览 ( 续 )

地址
参数名 设置范围 初始值 参照

CH1 CH2

0207H

(519)

0387H

(903)

自动通信

参数 1

读取

设置

对象 MODBUS

软元件起始编号
0 ～ 65535 0 本项 (7)

0208H

(520)

0388H

(904)
访问点数 0 ～ 2000 0 本项 (8)

0209H

(521)

0389H

(905)

写入

设置

起始缓冲存储器地址

0000H: 无写入对象

3000H ～ 3FFFH: 

CH1 侧写入数据存储位置

4000H ～ 4FFFH: 

CH2 侧写入数据存储位置

0000H 本项 (6)

020AH

(522)

038AH

(906)

对象 MODBUS

软元件起始编号
0 ～ 65535 0 本项 (7)

020BH

(523)

038BH

(907)
访问点数 0 ～ 1968 0 本项 (8)

020CH ～

037FH

(524 ～

895)

038CH ～

04FFH

(896 ～

1279)

自动通信

参数 2 ～ 32
( 与自动通信参数 1 相同 )

图 7.2  下一个请求间隔定时器

下一个请求间隔定时器

主站
(QJ71MB91)

从站

请求报文
响应报文
的接收

请求报文
响应报文
的接收

响应报文请求报文
的处理

响应报文请求报文
的处理
7 - 6 7.2　自动通信参数
7.2.1　自动通信参数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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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响应监视定时器值 / 广播延迟值

(a)响应监视定时器值 ( 在对象站号中设置 1 ～ 247 时 )

响应监视定时器是监视在 QJ71MB91 发送请求报文后，到接收来自于从站的响应报

文为止的时间的定时器。

对于 QJ71MB91，在响应监视定时器时间到之前无法从从站接收响应报文的情况下，

将通信目标的从站判断为异常。

可以通过以下区域确认响应监视定时器是否时间到。

1) 缓冲存储器的自动通信功能动作状态存储区的相应区 ( 地址 : 0C20H ～ 0C21H/

0C22H ～ 0C23H) 将变为 ON。

2) 在缓冲存储器的自动通信功能出错代码存储区 ( 地址 : 0C28H ～ 0C47H/0C48H ～

0C67H) 中将存储出错代码。

(  11.4.1 项 )

要 点
1. 响应监视定时器值应小于下一个请求间隔定时器值。

响应监视定时器值大于下一个请求间隔定时器值的情况下，将发生下一个请求

间隔定时器超时出错 ( 出错代码 : 737BH)。

对于响应监视定时器，应考虑对象从设备的处理时间，并设置足够的值。

2. 响应监视定时器中，不通过 MBRW 指令、MBREQ 指令发送请求报文。

在同一通道中使用自动通信功能与 MBRW 指令、MBREQ 指令的情况下，应创建

自动通信参数及顺控程序，以便能够确保可执行 MBRW 指令、MBREQ 指令的时

机。(  9.2.3 项 )

图 7.3  响应监视定时器

主站
(QJ71MB91)

从站1

响应监视定时器

请求报文
响应报文
的接收

响应报文请求报文
的处理

*1 请求报文的发送目标为站号1～247的情况下

*1
7.2　自动通信参数
7.2.1　自动通信参数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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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参数设置
(b)广播延迟值 ( 在对象站号中设置 0 时 )

监视广播发送时的请求报文的发送间隔。

要 点
1. 由于对所有从设备请求广播，因此对于广播延迟值，应考虑所有从设备各自的

处理时间，设置足够的值。

存在没有足够广播延迟的从设备的情况下，至该从设备的下一个请求可能会发

生出错。

2. 广播延迟值应小于下一个请求间隔定时器值。

广播延迟值大于下一个请求间隔定时器值的情况下，将以下一个请求间隔定时

器值的间隔发送请求报文。

3. 广播延迟中，不通过 MBRW 指令、MBREQ 指令发送请求报文。

在同一通道中使用自动通信功能与 MBRW 指令、MBREQ 指令的情况下，应创建

自动通信参数及顺控程序，以便能够确保可执行 MBRW 指令、MBREQ 指令的时

机。(  9.2.3 项 )

图 7.4  广播延迟

主站
(QJ71MB91)

从站1

从站2

从站3

下一个请求间隔定时器

广播延迟

*1
请求报文 请求报文

请求报文
的处理

请求报文
的处理

请求报文
的处理

*1 请求报文的发送目标为站号0(广播)的情况下
7 - 8 7.2　自动通信参数
7.2.1　自动通信参数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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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对象 MODBUS 软元件类型指定

设置读取 / 写入对象的 MODBUS 软元件的类型。

(a)设置范围

可设置的读取 / 写入对象的组合如下表所示。

不可以设置下表以外的组合。

*1  只进行读取或写入的情况下，应在以下各项目中设置“0”。

· 起始缓冲存储器地址 (  本项 (6))

· 对象 MODBUS 软元件起始编号 (  本项 (7))

· 访问点数 (  本项 (8))

*2  只有在 0505H( 多个寄存器的读取 / 写入 ) 的情况下，才可通过 1 次的指令同时执行读取与写入。

*3  只有在 0001H( 多个线圈写入 ) 与 0005H( 多个寄存器写入 ) 的情况下，才可进行广播。

图 7.5  对象 MODBUS 软元件类型指定的配置

表 7.2  对象 MODBUS 软元件类型指定的设置值

设置值 对象 MODBUS 软元件类型

00H 无指定

01H 线圈

02H 输入

04H 输入寄存器

05H 保持寄存器

表 7.3  对象 MODBUS 软元件类型指定的设置范围

对象 MODBUS 软元件类型指定

发出的功能代码
设置值 读取对象 写入对象

0100H 线圈

无指定*1

01 线圈读取

0200H 输入 02 输入读取

0400H 输入寄存器 04 输入寄存器读取

0500H 保持寄存器 03 保持寄存器读取

0001H

无指定 *1
线圈 *3 15 多个线圈写入

0005H 保持寄存器*3 16 多个寄存器写入

0505H 保持寄存器*2 保持寄存器 23 多个寄存器的读取 / 写入

b15 b8 b7 b0

读取对象 写入对象
7.2　自动通信参数
7.2.1　自动通信参数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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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参数设置
(6) 起始缓冲存储器地址 ( 读取设置 /写入设置 )

对于起始缓冲存储器地址，指定存储从从站读取的数据或写入至从站的数据的缓冲存

储器的起始地址。

设置时，应确保起始缓冲存储器地址在自动通信参数 1 ～ 32 中不重复。

(7) 对象 MODBUS 软元件起始编号 ( 读取设置 / 写入设置 )

对于对象 MODBUS 软元件起始编号，设置读取对象或写入对象的 MODBUS 软元件的起始

编号。

(a)起始编号的指定

对于对象 MODBUS 软元件起始编号，设置 “(实际的软元件编号低 5 位数 )-1”。

例 : 保持寄存器 400018 的情况下设置 “17”。

(b)在顺控程序中指定 32768(8000H) 及以上的值的情况下

在顺控程序中指定 32768(8000H) 及以上的值的情况下，应以 16 进制数进行设置。

(8) 访问点数 ( 读取设置 / 写入设置 )

设置写入至 MODBUS 软元件的点数、从 MODBUS 软元件读取的点数。

根据对象 MODBUS 软元件类型指定，访问点数有所不同。
表 7.4  访问点数

对象 MODBUS 软元件类型指定 访问点数可设置范围

设置值 读取对象 写入对象 读取点数 写入点数

0100H 线圈

无指定

1 ～ 2000 点 ――

0200H 输入 1 ～ 2000 点 ――

0400H 输入寄存器 1 ～ 125 点 ――

0500H 保持寄存器 1 ～ 125 点 ――

0001H

无指定

线圈 ―― 1 ～ 1968 点

0005H 保持寄存器 ―― 1 ～ 123 点

0505H 保持寄存器 保持寄存器 1 ～ 125 点 1 ～ 121 点
7 - 10 7.2　自动通信参数
7.2.1　自动通信参数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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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点
访问从站的位软元件 ( 线圈 · 输入 ) 的情况下，小数位的处理如下所示。

 • 位软元件读取

 • 位软元件写入

自动通信参数 : 读取设置

对象 MODBUS

软元件类型指定

起始缓冲

存储器地址

对象 MODBUS

软元件起始编号
访问点数

0200H( 输入 ) 1000H(4096) 16628 35

自动通信参数 : 写入设置

对象 MODBUS

软元件类型指定

起始缓冲

存储器地址

对象 MODBUS

软元件起始编号
访问点数

0001H( 线圈 ) 3000H(12288) 1305 5

～

剩余的区域以0掩盖

读取
b0b0～

116629

116663

<QJ71MB91缓冲存储器> <对象从站软元件区域>

1000H

1001H

1002H

b15 b15
116640～116625

116656～116641

116672～116657

写入 ～ b0～ 001306

001310

<QJ71MB91缓冲存储器>

b15 b0 b15

剩余的区域被忽略

001312～0012973000H

<对象从站软元件区域>
7.2　自动通信参数
7.2.1　自动通信参数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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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参数设置
7.3  MODBUS 软元件分配参数

MODBUS 软元件分配参数是用于将 MODBUS 软元件与可编程控制器 CPU 的软元件存储器相关

联的参数。

由此，可以从 MODBUS 对应的主设备直接访问可编程控制器 CPU 的软元件。

图 7.6  MODBUS 软元件与可编程控制器 CPU 的软元件

D300

D299 400499

D300 400500
D301 400501

1234H

软元件存储器软元件

可编程控制器CPU

不需要顺控程序
MODBUS软元件分配参数

QJ71MB91(从站功能)

MODBUS软元件

RS-232，RS-422或RS-485

请求报文(将1234H写入到保持寄存器400500中的
请求)

MODBUS 
主设备
7 - 12 7.3　MODBUS 软元件分配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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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BUS 软元件分配参数的设置示意图 ]

图 7.7  MODBUS 软元件分配参数的设置图

M8191

Y1FFF

L4

L8191

SD2047

D999

D6000

D12287

M4700

M1201

M0

Y0

L0

SD0

D0

8192

2048

1000

6288

3500

3500

8192

5
5

2048

1000

6288

012191

065536

400001

465536

436287

000001

003500

004000

065000
065004

401000

404047

402000

430000

1201

3500

0

3999

8192

64999

2048

1000

6000

29999

6288

M(0090H)

Y(009DH)

L(0092H)

SD(00A9H)

D(00A8H)

D(00A8H)

0

0

0

0

5

1999

0

线圈

分配点数

可编程控制器CPU软元件

内部继电器(M)

输出(Y)

锁存继电器(L)

特殊寄存器(SD)

数据寄存器(D)

MODBUS软元件

保持寄存器

MODBUS软元件
分配参数设置示例

线圈分配1

软元件代码

起始软元件编号

起始线圈编号

分配点数

线圈分配2

软元件代码

起始软元件编号

起始线圈编号

分配点数

线圈分配3

软元件代码

起始软元件编号

起始线圈编号

保持寄存器分配1

软元件代码

起始软元件编号

起始保持寄存器编号

分配点数

保持寄存器分配2

软元件代码

起始软元件编号

起始保持寄存器编号

分配点数

保持寄存器分配3

软元件代码

起始软元件编号

起始保持寄存器编号

分配点数
7.3　MODBUS 软元件分配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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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参数设置
7.3.1  将 MODBUS 软元件分配到可编程控制器 CPU 的软元件存储器中

(1) MODBUS 软元件大小

QJ71MB91 可使用的 MODBUS 软元件如下所示。

*1  扩展文件寄存器的读取 / 写入可否取决于可编程控制器 CPU 的文件寄存器 (ZR) 的读取 / 写入可否。

例如，文件寄存器 (ZR) 的存储位置为 Flash 卡的情况下，由于文件寄存器 (ZR) 只可读取，因此扩

展文件寄存器也只可读取。

 使用的 CPU 模块的用户手册 ( 功能解说 / 程序基础篇 )

*2  扩展文件寄存器的最大访问点数、最大文件编号取决于可编程控制器 CPU 的文件寄存器 (ZR) 的分

配大小。

 使用的 CPU 模块的用户手册 ( 功能解说 / 程序基础篇 )

备 注

关于扩展文件寄存器与可编程控制器 CPU 的文件寄存器 (ZR) 的分配，请参阅下述

章节。

 7.3.2 项

表 7.5  MODBUS 软元件大小

MODBUS 软元件类型 读取 / 写入 访问点数 MODBUS 软元件编号

线圈 读取 / 写入 65536 点 000001 ～ 065536

输入 读取 65536 点 100001 ～ 165536

输入寄存器 读取 65536 点 300001 ～ 365536

保持寄存器 读取 / 写入 65536 点 400001 ～ 465536

扩展文件寄存器 (*1) 4184064 点 *2 文件编号 : 0 ～ 418*2

600000 ～ 609999
7 - 14 7.3　MODBUS 软元件分配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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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设置内容

(a)在进行设置之前

应通过智能功能模块开关将 MODBUS 软元件分配参数启动方法 ( 开关 2 的位 0) 置为

ON。(  6.6 节 )

设置为 OFF 的情况下，将以默认分配参数执行动作。

(  本项 (3))

(b)设置参数一览

( 接下页 )

表 7.6  MODBUS 软元件分配参数一览

地址 参数名 设置范围 初始值 参照

0900H

(2304)

线圈

线圈分配 1

软元件代码
0000H        : 无软元件代码分配

0000H 以外 : 软元件代码

0000H

本项(2) (b) 

1) ～ 4)

0901H

(2305)
起始软元件编号 0000H ～ FFFFH

0902H

(2306)
起始线圈编号 0000H ～ FFFFH

0903H

(2307)
分配点数 0000H ～ FFFFH

0904H ～

093FH

(2308 ～

2367)

线圈分配 2 ～ 16 ( 与线圈分配 1 相同 )

0940H

(2368)

输入

输入分配 1

软元件代码
0000H      　: 无软元件代码分配

0000H 以外 : 软元件代码

0000H

0941H

(2369)
起始软元件编号 0000H ～ FFFFH

0942H

(2370)
起始输入编号 0000H ～ FFFFH

0943H

(2371)
分配点数 0000H ～ FFFFH

0944H ～

097FH

(2372 ～

2431)

输入分配 2 ～ 16 ( 与输入分配 1 相同 )
7.3　MODBUS 软元件分配参数
7.3.1　将 MODBUS 软元件分配到可编程控制器 CPU 的软元件存储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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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6 MODBUS 软元件分配参数一览 ( 续 )

地址 参数名 设置范围 初始值 参照

0980H

(2432)

输入

寄存器

输入寄存器分配 1

软元件代码
0000H        : 无软元件代码分配

0000H 以外 : 软元件代码

0000H

本项(2) (b) 

1) ～ 4)

0981H

(2433)
起始软元件编号 0000H ～ FFFFH

0982H

(2434)
起始输入寄存器编号 0000H ～ FFFFH

0983H

(2435)
分配点数 0000H ～ FFFFH

0984H ～

09BFH

(2436 ～

2495)

输入寄存器分配

2 ～ 16
( 与输入寄存器分配 1 相同 )

09C0H

(2496)

保持

寄存器

保持寄存器分配 1

软元件代码
0000H      　: 无软元件代码分配

0000H 以外 : 软元件代码

0000H

09C1H

(2497)
起始软元件编号 0000H ～ FFFFH

09C2H

(2498)
起始保持寄存器编号 0000H ～ FFFFH

09C3H

(2499)
分配点数 0000H ～ FFFFH

09C4H ～

09FFH

(2500 ～

2559)

保持寄存器分配

2 ～ 16
( 与保持寄存器分配 1 相同 )
7 - 16 7.3　MODBUS 软元件分配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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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软元件代码

设置分配到 MODBUS 软元件中的可编程控制器 CPU 的软元件及 QJ71MB91 的缓冲

存储器。

对于软元件代码，根据 MODBUS 软元件，设置可否有所不同。

关于软元件代码的设置可否，请参阅下表。

( 接下页 )

表 7.7  软元件代码一览

分类 软元件名 软元件符号
软元件

代码*5

可分配 MODBUS 软元件

线圈 输入
输入

寄存器

保持

寄存器

扩展

文件

寄存器

内部系统软元件

特殊继电器 SM*3 0091H ○ ○

特殊寄存器 SD*3 00A9H ○ ○

内部用户软元件

输入 X*3 009CH ○ ○

输出 Y*3 009DH ○ ○

内部继电器 M*3 0090H ○ ○

锁存继电器 L 0092H ○ ○

报警器 F 0093H ○ ○

变址继电器 V 0094H ○ ○

链接继电器 B*3*4 00A0H ○ ○

数据寄存器 D*3*6 00A8H ○ ○

链接寄存器
W*3*4

*6
00B4H ○ ○

定时器

线圈 TC 00C0H ○ ○

触点 TS 00C1H ○ ○

当前值 TN 00C2H ○ ○

累计定时器

线圈 SC 00C6H ○ ○

触点 SS 00C7H ○ ○

当前值 SN 00C8H ○ ○

内部用户软元件

计数器

线圈 CC 00C3H ○ ○

触点 CS 00C4H ○ ○

当前值 CN 00C5H ○ ○

链接特殊继电器 SB*3 00A1H ○ ○

链接特殊寄存器 SW*3 00B5H ○ ○

步进继电器 S 0098H ○ ○
7.3　MODBUS 软元件分配参数
7.3.1　将 MODBUS 软元件分配到可编程控制器 CPU 的软元件存储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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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对扩展文件寄存器的分配固定在文件寄存器 (ZR)。

(  7.3.2 项 )

*2  关于至 QJ71MB91 缓冲存储器的分配，请参阅下述章节。

 7.3.3 项

*3  将 QJ71MB91 安装到 MELSECNET/H 远程 I/O 站中，且访问目标为 MELSECNET/H 远程 I/O 站的情况下，

仅支持本软元件。

分配除此以外的软元件，并从主站接收了访问请求的情况下，将发生出错。(  7.3.5 项 )

*4  在 MELSECNET/H 远程 I/O 站中相当于 LB、LW。

*5  通过 GX Configurator-MB 设置时，应输入起始软元件。

*6  扩展数据寄存器 D65536 及以后以及扩展链接寄存器 W10000 及以后不可以分配为输入寄存器、保持

寄存器。

对于扩展数据寄存器 D65536 及以后以及扩展链接寄存器 W10000 及以后的分配，应通过文件寄存器

(ZR) 指定代替。

关于扩展数据寄存器以及扩展链接寄存器的文件寄存器 (ZR) 指定，请参阅下述手册。

使用的 CPU 模块的用户手册 ( 功能解说 / 程序基础篇 )

通过文件寄存器 (ZR) 指定代替的情况下，应使用扩展文件寄存器的读取 (FC: 20)、扩展文件寄存

器的写入 (FC: 21)。

表 7.7 软元件代码一览 ( 续 )

分类 软元件名 软元件符号
软元件

代码*5

可分配 MODBUS 软元件

线圈 输入
输入

寄存器

保持

寄存器

扩展

文件

寄存器

直接软元件

直接输入 DX 00A2H ○ ○

直接输出 DY 00A3H ○ ○

变址寄存器 变址寄存器 Z 00CCH ○ ○

文件寄存器 文件寄存器

R 00AFH ○ ○

ZR*1 00B0H ○

QJ71MB91

缓冲存储器*2*3
用户自由区 ― F000H ○ ○
7 - 18 7.3　MODBUS 软元件分配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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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起始软元件编号

对于起始软元件编号，设置分配到 MODBUS 软元件中的可编程控制器 CPU 软元件

存储器的起始软元件编号或 QJ71MB91 缓冲存储器的起始地址。

3) 起始 MODBUS 软元件编号 ( 起始线圈编号 / 起始输入编号 / 起始输入寄存器编

号 / 起始保持寄存器编号 )

对于起始 MODBUS 软元件编号，设置分配目标 (QJ71MB91) 的 MODBUS 软元件的起

始编号。

通过以下公式求出起始 MODBUS 软元件编号的设置值。

起始 MODBUS 软元件编号 ＝ 设置对象 MODBUS 软元件编号低 5 位数 -1

例 : MODBUS 软元件编号 105140 的情况下，将为 “5139”。

对于起始 MODBUS 软元件编号，在分配 1 ～ 16 中不可以重复设置。

设置时，应确保起始 MODBUS 软元件编号不重复。

QJ71MB91 中重复设置的情况下，从站功能不动作。

4) 分配点数

对于分配点数，设置分配到 MODBUS 软元件中的可编程控制器 CPU 的软元件存储

器或 QJ71MB91 缓冲存储器的软元件点数。

要 点
对于 QJ71MB91，在从主站对可编程控制器 CPU 范围外软元件访问的请求及对

QJ71MB91 缓冲存储器的用户自由区外访问的请求的情况下，将向主站返回异常响

应。
7.3　MODBUS 软元件分配参数
7.3.1　将 MODBUS 软元件分配到可编程控制器 CPU 的软元件存储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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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参数设置
(3) 默认分配参数

MODBUS 软元件与可编程控制器 CPU 的软元件的分配中，预先准备了默认分配参数作为

初始值。

(a)在使用默认分配参数之前

应通过智能功能模块开关将 MODBUS 软元件分配参数启动方法 ( 开关 2 的位 0) 置为

OFF。(  6.6 节 )

设置为 ON 的情况下，将以设置的分配参数执行动作。(  本项 (2))

(b)默认分配参数中的 MODBUS 软元件的分配图

默认分配参数中的 MODBUS 软元件的分配图与 QJ71MB91 的缓冲存储器中设置的默认

分配参数的设置值如下所示。

[ 默认分配参数中的 MODBUS 软元件的分配 ]

图 7.8  默认分配参数

000001

8192
Y

008192
008193

8192
M

016384

020481
2048

SM

022528
022529

8192
L

030720
030721

8192
B

038912
038913

2048
F

040960
040961

2048
SB

043008
043009

2048
V

045056

045057

8192
S

053248
053249

2048
TC

055296
055297

2048
TS

057344

057345
2048

SC

059392

059393
2048

SS

061440
061441

2048
CC

063488

063489
2048

CS

065536

100001

8192
X

108192

300001

365536

400001

12288
D

412288

465536

(空余)

(空余)

(空余)

(空余)

(空余)

(空余)

(空余)

(空余)

(空余)

(空余)
165536

420481
2048

SD

422528
422529

4096

426624

430721

8192

438912

W

440961
2048

SW

443008

461441
2048

CN

463488

457345
2048

SN

459392

453249
2048

TN

455296

线圈
(000001～ 065536)

线圈分配1

线圈分配2

线圈分配3

线圈分配5

线圈分配6

线圈分配7

线圈分配8

线圈分配9

线圈分配10

线圈分配11

线圈分配12

线圈分配13

线圈分配14

线圈分配15

输入分配1

(0～1FFF)

(0～8191)

(0～2047)

(0～8191)

(0～1FFF)

(0～2047)

(0～2047)

(0～7FF)

(0～1FFF)

(0～2047)

(0～2047)

(0～2047)

(0～2047)

(0～2047)

(0～2047)

输入
(100001～165536)

(0～1FFF)

输入寄存器
(300001～365536)

保持寄存器
(400001～465536)

(0～12287)

保持寄存器分配1

(0～2047)
保持寄存器分配2

QJ71MB91
用户自由区

(5000～5FFF)
保持寄存器分配3

(0～1FFF)

保持寄存器分配4

(0～7FF)
保持寄存器分配5

(0～2047)

(0～2047)

(0～2047)

保持寄存器分配6

保持寄存器分配7

保持寄存器分配8

线圈分配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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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默认分配参数的设置值

*1  通过以下公式求出起始 MODBUS 软元件编号的设置值。

起始 MODBUS 软元件编号＝设置对象 MODBUS 软元件编号低 5 位数 -1

( 接下页 )

表 7.8  默认分配参数的设置值

分配名称
缓冲存储器

地址

默认分配参数设置项目

软元件代码

( 软元件符号 )

起始

软元件编号

起始 MODBUS

软元件编号*1
分配点数

线圈分配 1
0900H ～ 0903H

(2304 ～ 2307)
009DH (Y) 0000H 0 8192

线圈分配 2
0904H ～ 0907H

(2305 ～ 2311)
0090H (M) 0000H 8192 8192

线圈分配 3
0908H ～ 090BH

(2312 ～ 2315)
0091H (SM) 0000H 20480 2048

线圈分配 4
090CH ～ 090FH

(2316 ～ 2319)
0092H (L) 0000H 22528 8192

线圈分配 5
0910H ～ 0913H

(2320 ～ 2323)
00A0H (B) 0000H 30720 8192

线圈分配 6
0914H ～ 0917H

(2324 ～ 2327)
0093H (F) 0000H 38912 2048

线圈分配 7
0918H ～ 091BH

(2328 ～ 2331)
00A1H (SB) 0000H 40960 2048

线圈分配 8
091CH ～ 091FH

(2332 ～ 2335)
0094H (V) 0000H 43008 2048

线圈分配 9
0920H ～ 0923H

(2336 ～ 2339)
0098H (S) 0000H 45056 8192

线圈分配 10
0924H ～ 0927H

(2340 ～ 2343)
00C0H (TC) 0000H 53248 2048

线圈分配 11
0928H ～ 092BH

(2344 ～ 2347)
00C1H (TS) 0000H 55296 2048

线圈分配 12
092CH ～ 092FH

(2348 ～ 2351)
00C6H (SC) 0000H 57344 2048

线圈分配 13
0930H ～ 0933H

(2352 ～ 2355)
00C7H (SS) 0000H 59392 2048

线圈分配 14
0934H ～ 0937H

(2356 ～ 2359)
00C3H (CC) 0000H 61440 2048

线圈分配 15
0938H ～ 093BH

(2360 ～ 2363)
00C4H (CS) 0000H 63488 2048

线圈分配 16
093CH ～ 093FH

(2364 ～ 2367)
0000H － 0000H 0 0
7.3　MODBUS 软元件分配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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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参数设置
*1  通过以下公式求出起始 MODBUS 软元件编号的设置值。

起始 MODBUS 软元件编号＝设置对象 MODBUS 软元件编号低 5 位数 -1

要 点
可编程控制器 CPU 的软元件范围对各可编程控制器 CPU 有所不同。

 使用的 CPU 模块的用户手册 ( 功能解说 / 程序基础篇 )

根据可编程控制器 CPU，默认分配参数的部分范围可能无法使用。

在此情况下，应通过以下方法之一避免访问超出范围的软元件。

 • 设置 MODBUS 软元件分配参数。(  本项 (2))

设置时，请在所使用的可编程控制器 CPU 的软元件范围内进行设置。

 • 使用默认分配参数时，请勿访问超出范围的软元件。

表 7.8 默认分配参数的设置值 ( 续 )

分配名称
缓冲存储器

地址

默认分配参数设置项目

软元件代码

( 软元件符号 )

起始

软元件编号

起始 MODBUS

软元件编号 *1
分配点数

输入分配 1
0940H ～ 0943H

(2368 ～ 2371)
009CH (X) 0000H 0 8192

输入分配 2 ～ 16
0944H ～ 097FH

(2372 ～ 2431)
0000H － 0000H 0 0

输入寄存器分配 1 ～ 16
0980H ～ 09BFH

(2432 ～ 2495)
0000H － 0000H 0 0

保持寄存器分配 1
09C0H ～ 09C3H

(2496 ～ 2499)
00A8H (D) 0000H 0 12288

保持寄存器分配 2
09C4H ～ 09C7H

(2500 ～ 2503)
00A9H (SD) 0000H 20480 2048

保持寄存器分配 3
09C8H ～ 09CBH

(2504 ～ 2507)
F000H － 5000H 22528 4096

保持寄存器分配 4
09CCH ～ 09CFH

(2508 ～ 2511)
00B4H (W) 0000H 30720 8192

保持寄存器分配 5
09D0H ～ 09D3H

(2512 ～ 2515)
00B5H (SW) 0000H 40960 2048

保持寄存器分配 6
09D4H ～ 09D7H

(2516 ～ 2519)
00C2H (TN) 0000H 53248 2048

保持寄存器分配 7
09D8H ～ 09DBH

(2520 ～ 2523)
00C8H (SN) 0000H 57344 2048

保持寄存器分配 8
09DCH ～ 09DFH

(2524 ～ 2527)
00C5H (CN) 0000H 61440 2048

保持寄存器分配 9 ～ 16
09E0H ～ 09FFH

(2528 ～ 2559)
0000H － 0000H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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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2  将 MODBUS 扩展文件寄存器分配到可编程控制器 CPU 的文件寄存器中

将 MODBUS 扩展文件寄存器分配至可编程控制器 CPU 固定在文件寄存器 (ZR)。

按如下所示分配到可编程控制器 CPU 的文件寄存器 (ZR) 中。

(1) 超出范围的读取 /写入的请求

对于 QJ71MB91，在从主站至 QJ71MB91 安装站的可编程控制器 CPU 中不存在的文件寄

存器 (ZR) 的读取 / 写入的请求时将返回异常响应。

(2) MODBUS 扩展文件寄存器的大小

MODBUS 扩展文件寄存器的大小取决于 QJ71MB91 安装站的可编程控制器 CPU 中设置的

文件寄存器 (ZR) 的大小。

要 点
在可编程控制器 CPU 的文件寄存器 (ZR) 处于只读 ( 例 : 文件寄存器 (ZR) 的存储

位置为 Flash 卡 ) 的状态下，即使从站 (QJ71MB91) 接收扩展文件寄存器的写入

(FC: 21)，也会正常响应。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不进行扩展文件寄存器的写入。

进行扩展文件寄存器的写入的情况下，应预先确认可编程控制器 CPU 的文件寄存器

(ZR) 是否可以写入。

备 注

关于可编程控制器 CPU 的文件寄存器 (ZR)，请参阅下述手册。

 使用的 CPU 模块的用户手册 ( 功能解说 / 程序基础篇 )

图 7.9  扩展文件寄存器的分配

600000

609999
600000

609999
600000

609999

600000

604063

ZR0

ZR9999
ZR10000

ZR19999
ZR20000

ZR29999

ZR4180000

ZR4184063

ZR4179999

ZR30000

10000 文件编号0

10000 文件编号1

10000 文件编号2

4064 文件编号418

可编程控制器CPU
文件寄存器(ZR)

MODBUS扩展
文件寄存器
7.3　MODBUS 软元件分配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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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参数设置
7.3.3  QJ71MB91 缓冲存储器的分配

QJ71MB91 可以将 MODBUS 软元件与 QJ71MB91 的缓冲存储器相关联。

通过将 QJ71MB91 的缓冲存储器分配到 MODBUS 软元件中，MODBUS 软元件的访问处理将不受

顺控程序扫描的影响。

由此，QJ71MB91 可以更快地响应主站。

(1) 为了将 QJ71MB91 的缓冲存储器分配到 MODBUS 软元件中

(a)使用 MODBUS 软元件分配参数时

设置 MODBUS 软元件分配参数时，将软元件代码设置为 F000H。

(  7.3.1 项 (2))

(b)使用默认分配参数时

使用 MODBUS 软元件的 422529 ～ 426624。

(  7.3.1 项 (3))

(2) MODBUS 软元件的分配范围

可进行 MODBUS 软元件的分配的 QJ71MB91 的缓冲存储器如下所示。
表 7.9  可使用的缓冲存储器

缓冲存储器

地址
大小 名称

自动刷新

设置可否

5000H ～ 5FFFH

(20480 ～ 24575)
4096 用户自由区 可以设置
7 - 24 7.3　MODBUS 软元件分配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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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QJ71MB91 从主站接收 “ 保持寄存器 400500 读取 ” 请求报文。

2) QJ71MB91 根据 MODBUS 软元件分配参数的设置值，从 QJ71MB91 的缓冲存储器进

行读取。

此时，由于不受顺控程序扫描的影响，因此可更快速地执行处理。

3) QJ71MB91 创建响应报文并将其发送到主站中。

要 点
可以将可编程控制器 CPU 的软元件存储器的值存储到 QJ71MB91 的缓冲存储器中，且

可以将 QJ71MB91 的缓冲存储器的值存储到可编程控制器 CPU的软元件存储器中。

通过以下任一操作进行数据的存储。

 • GX Configurator-MB 的自动刷新设置 (  8.5 节 )

 • 通过智能功能模块软元件 (Un\G □ ) 进行传送

使用的 CPU 模块的用户手册 ( 功能解说 / 程序基础篇 )

图 7.10  MODBUS 软元件与缓冲存储器

D300
400499

400500
400501

1234H

可编程控制器CPU

不需要顺控程序

软元件存储器

自动刷新

QJ71MB91(从站功能)

MODBUS软元件分配参数

缓冲存储器 MODBUS软元件

用户自由区

3)
至主站的响应
报文的创建

请求报文(保持寄存器400500读取请求)

响应报文(保持寄存器400500＝1234H)

MODBUS 
主设备

RS-232，RS-422或RS-485
7.3　MODBUS 软元件分配参数
7.3.3　QJ71MB91 缓冲存储器的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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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参数设置
7.3.4  异常状态用软元件的指定

从主站接收异常状态读取 (FC: 07) 时，指定从站 (QJ71MB91) 作为异常状态读取的数据。

(1) 为了指定异常状态用的软元件

在以下中，指定读取对象的软元件。

从以下中指定的位软元件起 8 点将为异常状态用的软元件。

图 7.11  异常状态与异常状态用软元件的关系

表 7.10  异常状态用软元件的设置目标

地址 参数名 设置范围 初始值

000AH

(10)

异常状态用软元件指定

软元件代码
0000H 　　　 : 无软元件代码分配

0000H 以外 : 软元件代码
F000H

000BH

(11)
起始软元件编号 0000H ～ FFFFH 0000H

M100

M107
01H M100～M107

软元件

可编程控制器CPU

不需要顺控程序

QJ71MB91(从站功能)

异常状态用软元件的指定

软元件存储器

异常状态

发送请求报文(异常状态读取(FC: 07))

接收响应报文(异常状态01H)

MODBUS 
主设备

RS-232，RS-422或RS-485
7 - 26 7.3　MODBUS 软元件分配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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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软元件代码

设置分配到 MODBUS 软元件中的可编程控制器 CPU 的软元件及 QJ71MB91 的缓冲存储

器。

可设置为异常状态用软元件的软元件代码如下所示。

*1  将 QJ71MB91 安装到 MELSECNET/H 远程 I/O 站中，且访问目标为 MELSECNET/H 远程 I/O 站的情况下，

仅支持本软元件。

分配上述以外的软元件，从主站进行了异常状态读取 (FC: 07) 的情况下将发生出错。

(  7.3.5 项 )

*2  在 MELSECNET/H 远程 I/O 站中相当于 LB。

*3  通过 GX Configurator-MB 设置时，应输入起始软元件。

表 7.11  可设置为异常状态用软元件的软元件代码

分类 软元件名 软元件符号
软元件代码

*3

内部系统软元件 特殊继电器 SM*1 0091H

内部用户软元件

输入 X*1 009CH

输出 Y*1 009DH

内部继电器 M*1 0090H

锁存继电器 L 0092H

报警器 F 0093H

变址继电器 V 0094H

链接继电器 B*1*2 00A0H

定时器
线圈 TC 00C0H

触点 TS 00C1H

累计定时器

线圈 SC 00C6H

触点 SS 00C7H

计数器

线圈 CC 00C3H

触点 CS 00C4H

链接特殊继电器 SB*1 00A1H

步进继电器 S 0098H

直接软元件

直接输入 DX 00A2H

直接输出 DY 00A3H

QJ71MB91 缓冲存储器
异常状态用缓冲

存储器 ( 地址 : 000FH)
― F000H
7.3　MODBUS 软元件分配参数
7.3.4　异常状态用软元件的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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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起始软元件编号

指定分配到 MODBUS 软元件中的可编程控制器 CPU 软元件存储器的起始软元件编号。

设置的上限为从各软元件的上限减去 8 点的编号。

要 点
在软元件代码中指定了 F000H( 缓冲存储器 ) 的情况下，异常状态用缓冲存储器

( 地址 : 000FH) 将为异常状态的读取对象。( 不可以指定其它缓冲存储器。)

在此情况下，应按以下方式进行设置。

 • 在起始软元件编号 ( 地址 : 000BH) 中应指定 “0000H”。

 • 异常状态应存储到异常状态用缓冲存储器 ( 地址 : 000FH)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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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5  安装到 MELSECNET/H 远程 I/O 站中时的访问目标的指定

指定 QJ71MB91 被安装到 MELSECNET/H 远程 I/O 站中时的访问目标。

(1) 为了更改访问目标

在以下中，指定访问目标。

(a)将访问目标设置为远程 I/O 站的情况下 ( 设置为 “0000H”)

QJ71MB91 接收来自于主站的请求报文时，将访问 MELSECNET/H 远程 I/O 站的软元

件。

(b)将访问目标设置为远程主站的情况下 ( 设置为 “0001H”)

QJ71MB91 接收来自于主站的请求报文时，将访问 MELSECNET/H 远程主站的管理 CPU

的软元件。

QJ71MB91 未被安装到 MELSECNET/H 远程 I/O 中的情况下，请勿进行设置。( 发生出

错。)

表 7.12  安装到 MELSECNET/H 远程 I/O 站时的访问目标的设置目标

地址 参数名 设置范围 初始值

000EH

(14)
安装到 MELSECNET/H 远程 I/O 站时访问目标指定

0000H: 远程 I/O 站

0001H: 远程主站
0000H
7.3　MODBUS 软元件分配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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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6  CPU 响应监视定时器的指定

QJ71MB91 接收来自于主站的请求报文，且可编程控制器 CPU 开始处理时，QJ71MB91 等待来

自于可编程控制器 CPU 的响应的时间为 CPU 响应监视定时器值。

根据 CPU 响应监视定时器的设置，QJ71MB91 在可编程控制器 CPU 的异常发生时未向主站侧

返回响应报文的情况下，可以解除主站侧的响应等待状态。

(1) CPU 响应监视定时器的处理

(a) CPU 响应监视定时器的启动

QJ71MB91 在从主站接收了请求报文时，启动 CPU 响应监视定时器。(图中 1))

CPU 响应监视定时器监视可编程控制器 CPU 的处理，直到 QJ71MB91 开始向主站发

送响应报文。( 图中 2))

(b) CPU 响应监视定时器时间到的情况下

CPU 响应监视定时器时间到的情况下，QJ71MB91 将进行以下处理。( 图中 3))

1) 发出出错代码 : 7380H。(  11.4.3 项 )

2) 将异常响应代码 : 04H 发出到主站侧。(  11.4.2 项 )

图 7.12  CPU 响应监视定时器的动作

复位开始

1） 2）

时间到开始

3）

×

主设备

QJ71MB91
CPU响应监视定时器

可编程控制器CPU

请
求
报
文

正
常
响
应
报
文

请
求
报
文

异
常
响
应
报
文

处理中 异常发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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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为了设置 CPU 响应监视定时器值

在以下中，指定 CPU 响应监视定时器值。

要 点
CPU 响应监视定时器值为 “0” 的情况下，QJ71MB91 将继续等待直到可编程控制器

CPU 的处理完成。(无限等待。)

表 7.13  CPU 响应监视定时器的设置目标

地址 参数名 设置范围 初始值

000DH

(13)
CPU 响应监视定时器值

0　　　 : 无限等待

1 ～ 2400: CPU 响应监视定时器值

　　　　　( 设置时间 ＝ 设置值×500ms)

10

(5 秒 )
7.3　MODBUS 软元件分配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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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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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章   实用程序包 (GX Configurator-MB)

GX Configurator-MB 是支持 QJ71MB91 的参数设置、自动刷新、监视 / 测试的工具。

通过顺控程序进行参数设置、自动刷新的情况下，请参阅下述章节。

 第 9 章

8.1  实用程序包的功能

实用程序包的功能一览如下所示。
表 8.1  实用程序包的功能一览

项目 内容 参照

初始设置

设置需要初始设置的以下项目。

•自动通信参数

•MODBUS 软元件分配参数

初始设置的数据被登录到可编程控制器 CPU 的参数中，并在可编程控制器 CPU 变为 RUN 状态

时，自动被写入到 QJ71MB91 中。

8.4 节

自动刷新设置

设置自动刷新的 QJ71MB91 的缓冲存储器。

•自动通信功能缓冲输入区

•自动通信功能缓冲输出区

•自动通信功能动作状态存储区

•用户自由区 ( 输入 / 输出 )

自动刷新设置的 QJ71MB91 的缓冲存储器在执行可编程控制器 CPU 的 END 指令时自动被

读取 / 写入到指定的软元件中。

8.5 节

监视 / 测试

对 QJ71MB91 的缓冲存储器及输入输出信号进行监视 / 测试。

•动作模式设置状态

•通信速度 · 传送设置状态

•站号设置状态

•各种模块状态

•X·Y 监视 / 测试

•MODBUS 软元件分配参数状态

•自动通信状态

•出错日志

•通信状态

8.6 节
8.1　实用程序包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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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实用程序包 (GX Configurator-MB)
8.2  实用程序包的安装 · 卸载

关于实用程序包的安装及卸载操作，请参阅随实用程序包附带的 “ 关于 MELSOFT 系列的安

装方法 ”。

8.2.1  使用注意事项

以下对使用 GX Configurator-MB 时的注意事项有关内容进行说明。

(1) 为了安全使用

由于 GX Configurator-MB 是添加到 GX Developer 中使用的软件，因此请参阅使用的

GX Developer 操作手册的 “ 安全注意事项 ” 以及基本操作。

(2) 关于安装

对于 GX Configurator-MB，添加到 GX Developer Version4 及以后的产品中使其启动。

应将 GX Configurator-MB 安装到已经安装 GX Developer Version4 及以后的产品的个

人计算机中。

(3) 关于使用智能功能模块实用程序时的显示画面异常

由于系统资源的不足，使用智能功能模块实用程序时画面可能会不正常显示。

在此情况下，应关闭智能功能模块实用程序之后再关闭 GX Developer( 程序、注释等 )

与其它应用程序，并再次从 GX Developer 启动智能功能模块实用程序。

(4) 启动智能功能模块实用程序时

(a)关于在 GX Developer 中设置的 PLC 系列

应在 GX Developer 中将 PLC 系列选择为 “QCPU(Q 模式 )” 后，再设置工程。

如果将 PLC 系列选择为 “QCPU(Q 模式 )” 以外，或未设置工程，将无法启动智能

功能模块实用程序。

(b)多个智能功能模块实用程序的启动

可以启动多个智能功能模块实用程序。

但是，只有 1 个智能功能模块实用程序，可以进行智能功能模块参数的 [Open 

parameters( 打开 )]/[Save parameters( 保存 )] 的操作。

其它智能功能模块实用程序只可以进行 [Monitor/test( 监视 / 测试 )] 的操作。
8 - 2 8.2　实用程序包的安装 ·卸载
8.2.1　使用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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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启动了 2 个及以上的智能功能模块实用程序时的画面切换方法

无法并排显示 2 个及以上的智能功能模块实用程序的画面的情况下，最前面显示的智

能功能模块实用程序应通过任务栏进行切换。

(6) 关于可通过 GX Configurator-MB 设置的参数设置个数

安装了多个智能功能模块的情况下，应设置参数以防止超出以下设置个数。

例如，将多个智能功能模块安装到 MELSECNET/H 远程 I/O 站中的情况下，应进行 GX 

Configurator 的设置，以防止所有智能功能模块的参数设置个数的合计超出

MELSECNET/H 远程 I/O 站的最大参数设置个数。

分别在初始设置与自动刷新设置中计算参数设置个数的合计。

图 8.1  启动多个实用程序时的任务栏

表 8.2  最大参数设置个数

智能功能模块的

安装对象

最大参数设置个数

初始设置 自动刷新设置

Q00J/Q00/Q01CPU 512 256

Q02/Q02H/Q06H/Q12H/Q25HCPU 512 256

Q02PH/Q06PH/Q12PH/Q25PHCPU 512 256

Q12PRH/Q25PRHCPU 512 256

Q00UJ/Q00U/Q01UCPU 512 256

Q02UCPU 2048 1024

Q03UD/Q04UDH/Q06UDH/Q10UDH/Q13UDH/

Q20UDH/Q26UDH/Q03UDE/Q04UDEH/

Q06UDEH/Q10UDEH/Q13UDEH/Q20UDEH/

Q26UDEHCPU

4096 2048

MELSECNET/H 远程 I/O 站 512 256
8.2　实用程序包的安装 ·卸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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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实用程序包 (GX Configurator-MB)
在 GX Configurator-MB 中每 1 个模块可设置的参数设置个数如下所示。

例 ) 自动刷新设置的参数设置个数的计数方法

表 8.3  每 1 个模块可设置的参数设置个数

对象模块 初始设置 自动刷新设置

QJ71MB91 3( 固定 ) 8( 最大设置数 )

图 8.2  自动刷新设置的设置个数的计数方法

在这1行中将设置个数计数为1个。
空栏不计数在个数内。
加上此设置画面的全部设置项目，
并与其它智能功能模块的个数相加。
8 - 4 8.2　实用程序包的安装 ·卸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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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2  运行环境

以下对使用 GX Configurator-MB 的个人计算机的运行环境有关内容进行说明。

*1  应将 GX Configurator-MB 安装到同一语言的 GX Developer Version 4 及以后中。

GX Developer( 日文版 ) 与 GX Configurator-MB( 英文版 ) 不可以组合使用，且 GX Developer( 英

文版 ) 与 GX Configurator-MB( 日文版 ) 不可以组合使用。

*2  GX Configurator-MB 不可以添加到 GX Developer Version 3 及以前中使用。

*3　使用 Windows Vista 或 Windows 7 时，建议分辨率 1024×768 点及以上。

*4　使用 Windows  7(32 位版 ) 时，应将 GX Configurator-MB Version 1.09K 及以后添加到

GX Developer Version 8.91V 及以后中使用。

使用 Windows  7(64 位版 ) 时，应将 GX Configurator-MB Version 1.09K 及以后添加到

GX Developer Version 8.98C 及以后中使用。

表 8.4  运行环境

项目 外围设备

 安装 ( 添加 ) 目标 *1 添加到 GX Developer Version 4( 英文版 ) 及以后。*2

 电脑本体 Windows 运行的个人电脑。

CPU

参阅表 8.5 使用的 OS 与个人计算机本体所需的性能。

所需存储器

 硬盘

 空余容量

安装时 65MB 及以上。

运行时 10MB 及以上。

 显示器 分辨率 800×600 点及以上。*3

OS

Microsoft  Windows 95 Operating System( 英文版 )

Microsoft  Windows 98 Operating System( 英文版 )

Microsoft  Windows Millennium Edition Operating System( 英文版 )

Microsoft  Windows NT  Workstation Operating System Version 4.0( 英文版 )

Microsoft  Windows 2000 Professional Operating System( 英文版 )

Microsoft  Windows XP Professional Operating System( 英文版 )

Microsoft  Windows XP Home Edition Operating System( 英文版 )

Microsoft  Windows Vista Home Basic Operating System( 英文版 )

Microsoft  Windows Vista Home Premium Operating System( 英文版 )

Microsoft  Windows Vista Business Operating System( 英文版 )

Microsoft  Windows Vista Ultimate Operating System( 英文版 )

Microsoft  Windows Vista Enterprise Operating System( 英文版 )

Microsoft  Windows  7 Starter Operating System( 英文版 )* 4

Microsoft  Windows  7 Home Premium Operating System( 英文版 )* 4

Microsoft  Windows  7 Professional Operating System( 英文版 )* 4

Microsoft  Windows  7 Ultimate Operating System( 英文版 )* 4

Microsoft  Windows  7 Enterprise Operating System( 英文版 )* 4
8.2　实用程序包的安装 ·卸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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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点

(1) 使用 Windows XP、Windows Vista 及 Windows  7 的情况下，不可以使用如

下所示的功能。

使用了如下所示的功能的情况下，本产品可能会不正常动作。

 • 在 Windows 兼容模式下的应用程序启动

 • 用户简易切换

 • 远程桌面

 • 大字体 ( 画面属性的详细设置 )

 • 100% 以外的 DPI 设置

此外，不支持 64 位版的 Windows XP、Windows Vista 。

(2) 在 Windows Vista 及 Windows  7 中，应由 USER 权限及以上的用户使用。

(3) 使用 Windows  7 的情况下，不可以使用如下所示的功能。

 • Windows XP Mode

 • Windows Touch

表 8.5  使用的 OS 与个人计算机本体所需的性能

OS

个人计算机本体所需的性能

CPU 所需存储器

Windows 95(Service Pack 1 及以上 ) Pentium 133MHz 及以上 32MB 及以上

Windows 98 Pentium 133MHz 及以上 32MB 及以上

Windows Me Pentium 150MHz 及以上 32MB 及以上

Windows NT Workstation 4.0(Service Pack 3 及以上 ) Pentium 133MHz 及以上 32MB 及以上

Windows 2000 Professional Pentium 133MHz 及以上 64MB 及以上

Windows XP Pentium 300MHz 及以上 128MB 及以上

Windows Vista Pentium 1GHz 及以上 1GB 及以上

Windows  7 Pentium 1GHz 及以上
1GB 及以上 (32 位版的情况下 )

2GB 及以上 (64 位版的情况下 )
8 - 6 8.2　实用程序包的安装 ·卸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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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实用程序包的操作说明

8.3.1  实用程序的通用操作方法

(1) 可使用的控制键

在实用程序操作中可使用的特殊键与用途如下表所示。
表 8.6  实用程序中可使用的控制键一览

键名称

用途

DOS/V PC9800

在单元格内输入数据时，取消新输入的值。

关闭窗口。

在窗口内的控件之间移动。

在选择测试中选择多个单元格时，组合鼠标使用。

删除光标位置的字符。

选择单元格时，清除所有设置内容。

删除光标位置的字符。

移动光标。

将光标向上移动 1 页。

将光标向下移动 1 页。

确定在单元格内输入的值。

Esc ESC

Tab TAB

Ctrl CNTL

Delete DEL

Back
Space

BS

Page
Up

ROOL
DOWN

Page
Down

ROOL
UP

Enter
8.3　实用程序包的操作说明
8.3.1　实用程序的通用操作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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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通过实用程序包创建的数据

通过实用程序包创建的以下数据 / 文件也可以在 GX Developer 的操作中处理。

在哪个操作中处理各自的数据 / 文件如下所示。

(a)智能功能模块参数

初始设置与自动刷新设置被保存到通过 GX Developer 创建的工程内的智能功能模

块参数文件中。

(b)文本文件

通过初始设置、自动刷新设置、监视 / 测试画面中的  ( 文

本文件创建 ) 的操作创建的文本文件。

该文件可以用于用户的文档创建。

图 8.3  实用程序包的数据构成

图 8.4  实用程序包的数据的流程

工程

程序

参数

网络参数

PLC参数

智能功能模块参数

Make text file

A

工程

A

工程

A

磁盘

B

个人计算机

1)

2)

3)

  GX Developer/
GX Configurator-MB

可编程
控制器CPU

A: 表示智能功能模块参数。
B: 表示通过文本文件创建保存的数据。
8 - 8 8.3　实用程序包的操作说明
8.3.1　实用程序的通用操作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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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以下操作进行图中所示 1) ～ 3)。

1) 从 GX Developer 执行操作。

[Project( 工程 )] → [Open project( 打开工程 )]/[Save( 保存工程 )]/

[Save as( 将工程另存为 )]

2) 从实用程序的智能功能模块参数设置模块选择画面执行操作。

[Intelligent function module parameter( 智能功能模块参数 )] → [Open 

parameters( 打开 )]/[Save parameters( 保存 )]

3) 从 GX Developer 执行操作。

[Online( 在线 )] → [Read from PLC(PLC 读取 )]/[Write to PLC(PLC 写入 )]

→ “Intelligent function module parameter( 智能功能模块参数 )”

或者，可以从实用程序的智能功能模块参数设置模块选择画面执行操作。

[Online( 在线 )] → [Read from PLC(PLC 读取 )]/[Write to PLC(PLC 写入 )]
8.3　实用程序包的操作说明
8.3.1　实用程序的通用操作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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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实用程序包 (GX Configurator-MB)
8.3.2  操作概要

图 8.5  实用程序包的操作概要

(初始设置) (自动刷新)

GX Developer画面

[Tools(工具)]-[Intelligent function utility(智能功能模块实用程序)]-[Start(启动)]

智能功能模块参数设置模块选择画面

初始设置画面 自动刷新设置画面

输入“Start I/O No.(起始I/O No.)”，
选择“Module type(模块类型)”及“Module model name(模块型号)”。

1

Initial setting Auto refresh

 8.3.3 项

 8.4 节  8.5 节
8 - 10 8.3　实用程序包的操作说明
8.3.2　操作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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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5 实用程序包的操作概要 ( 续 )

①

监视/测试模块选择画面

选择要监视/测试的模块。

监视/测试画面

[Online(在线)]-[Monitor/Test(监视/测试)]

  8.6 节
8.3　实用程序包的操作说明
8.3.2　操作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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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3  智能功能模块实用程序的启动

[ 启动步骤 ]

智能功能模块实用程序从 GX Developer 启动。

[Tools( 工具 )] → [Intelligent function utility( 智能功能模块实用程序 )] →

[Start( 启动 )]

[ 设置画面 ]

[ 项目说明 ]

(1) 各画面的启动操作

从智能功能模块实用程序显示以下画面。

(a)初始设置画面

“Start I/O No.( 起始 I/O No.)*1” → “Module type( 模块类型 )” →

“Module model name( 模块型号 )” →  ( 初始设置 )

(b)自动刷新设置画面

“Start I/O No.( 起始 I/O No.)*1” → “Module type( 模块类型 )” →

“Module model name( 模块型号 )” → ( 自动刷新 )

(c)监视 / 测试模块选择画面

[Online( 在线 )] → [Monitor/Test( 监视 / 测试 )]
*1   应以 16 进制数输入起始 I/O No.。

图 8.6  智能功能模块实用程序

Initial setting

Auto refresh
8 - 12 8.3　实用程序包的操作说明
8.3.3　智能功能模块实用程序的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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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画面指令按钮说明

(删除 )

删除智能功能模块参数设置栏中选择的模块的初始设置及自动刷新设置。

( 结束 )

结束智能功能模块实用程序。

Delete

End
8.3　实用程序包的操作说明
8.3.3　智能功能模块实用程序的启动

8 -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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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文件项目

(b)在线项目

对于文件操作，通过 GX Developer 打开的工程的智能功能模块参数为对象。

[Open parameters

( 打开 )]

: 读取参数文件。

[Close parameters

( 关闭 )]

:关闭参数文件。

如果有修改，则将显示是否保存文件的对话框。

[Save parameters

( 保存 )]

:保存参数文件。

[Delete parameters

(删除 )]

:删除参数文件。

[Exit( 结束 )] :结束智能功能模块实用程序。

[Monitor/Test

( 监视 / 测试 )]

:启动监视 / 测试模块选择画面。

[Readfrom PLC

(PLC 读取 )]

:从可编程控制器 CPU 读取智能功能模块参数。

[Write to PLC

(PLC 写入 )]

:将智能功能模块参数写入至可编程控制器 CPU。
8 - 14 8.3　实用程序包的操作说明
8.3.3　智能功能模块实用程序的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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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点
1. 智能功能模块参数的文件保存

由于智能功能模块参数无法通过 GX Developer 的工程保存操作进行文件保

存，因此应在参数设置模块选择画面中进行文件保存。

2. 通过 GX Developer 的智能功能模块参数的 PLC 读取、PLC 写入的操作

 • 对智能功能模块参数进行文件保存后，可以进行 PLC 读取、PLC 写入的操

作。

 • 对象可编程控制器 CPU 应通过 GX Developer 的 [Online( 在线 )] →

[Transfer setup( 连接目标指定 )] 设置。

多 CPU 系统中的智能功能模块参数的 PLC 写入应仅对 QJ71MB91 的管理 CPU

进行。

 • 将 QJ71MB91 安装到 MELSECNET/H 远程 I/O 站中的情况下，应通过

GX Developer 进行 PLC 读取、PLC 写入。

3. 所需实用程序的确认

在智能功能模块实用程序的设置画面中，显示起始 I/O　No.，但是型号可能

会以 “*” 显示。

这是未安装所需的实用程序，或无法从 GX Developer 启动的实用程序的情况

下。

应通过 GX Developer 的 [Tools( 工具 )] － [Intelligent function utility

( 智能功能模块实用程序 )] － [Utility list...( 所需实用程序一览 )] 确认

所需的实用程序后再进行设置。
8.3　实用程序包的操作说明
8.3.3　智能功能模块实用程序的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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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实用程序包 (GX Configurator-MB)
8.4  初始设置

[ 设置目的 ]

在初始设置画面中，进行参数的设置。

通过在初始设置画面中设置参数，将无需通过顺控程序进行参数设置。

初始设置如下所示。

 • 自动通信参数

 • MODBUS 软元件分配参数

[ 启动步骤 ]

“Start I/O No.( 起始 I/O No.)” → “Module type( 模块类型 )” → “Module 

model name( 模块型号 )” →  ( 初始设置 )

[ 设置画面 ]

[ 项目说明 ]

(1) 参数的设置

选择设置 ( 值 ) 栏的按钮，并在各画面中实施参数的设置。

 • 自动通信参数 (  8.4.1 项 )

 • MODBUS 软元件分配参数 (  8.4.2 项 )

(2) 指令按钮的说明

图8.7  初始设置画面

( 文本文件创建 )

将画面的内容写入至文本文件格式的文件中。

( 设置结束 ) 确定设置的内容并结束。

( 取消 ) 确定设置的内容并结束。

Initial setting

Make text file

End setup

Cancel
8 - 16 8.4　初始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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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点
1. 初始设置被存储到智能功能模块参数中。

在将智能功能模块参数写入至可编程控制器 CPU 中后，将可编程控制器 CPU 的

RUN/STOP 开关置为了 RUN 的状态下，通过电源 OFF → ON 或可编程控制器 CPU

的复位初始设置将变为有效。

将 QJ71MB91 安装到 MELSECNET/H 远程 I/O 站中的情况下，远程 I/O 站接收了

远程主站的可编程控制器 CPU 从 STOP 状态变为了 RUN 状态的信息时初始设置

将变为有效。

2. 如果初始设置变为有效，则 MODBUS 软元件分配参数登录有无 (XA) 将变为 ON。

在 MODBUS 软元件分配参数登录有无 (XA) 变为 ON 之前，请勿通过顺控程序进

行至缓冲存储器的写入及 Y 信号的操作。

3. 通过顺控程序写入初始设置的内容的情况下，由于在可编程控制器 CPU 从

STOP 状态变为了 RUN 状态时写入初始设置的值，因此应进行编程以确保通过

顺控程序重新执行初始设置。

4. 通过初始设置进行参数设置与通过顺控程序进行参数设置同时使用的情况下，

通过顺控程序进行的设置将变为有效。
8.4　初始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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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1  自动通信参数

[ 设置目的 ]

在自动通信参数画面进行自动通信参数的设置。

[ 启动步骤 ]

初始设置画面→  ( 自动通信参数 )

[ 设置画面 ]

图 8.8  自动通信参数设置画面

Automatic communication
8 - 18 8.4　初始设置
8.4.1　自动通信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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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置项目 ]

对于自动通信参数的设置，在设置 ( 值 ) 栏中设置各项目的数据格式、设置范围的

值，并点击  ( 设置结束 ) 按钮后确定设置值。

要 点
在将自动通信参数写入至可编程控制器 CPU 中后，将可编程控制器 CPU 的 RUN/

STOP 开关置为了 RUN 的状态下，通过电源 OFF → ON 或可编程控制器 CPU 的复位自

动通信功能将执行动作。

表 8.7  自动通信参数设置画面的设置项目

设置项目

缓冲存储器地址

参照

CH1 CH2

自动通信

参数 1

设置有无
0200H ～ 0201H

(512 ～ 513)

0380H ～ 0381H

(896 ～ 897)

7.2 节

对象站号 0202H(514) 0382H(898)

下一个请求间隔定时器值 0203H(515) 0383H(899)

响应监视定时器值 / 广播延迟值 0204H(516) 0384H(900)

对象 MODBUS 软元件类型指定 0205H(517) 0385H(901)

读取设置

起始缓冲存储器地址 0206H(518) 0386H(902)

对象 MODBUS 软元件起始编号 0207H(519) 0387H(903)

访问点数 0208H(520) 0388H(904)

写入设置

起始缓冲存储器地址 0209H(521) 0389H(905)

对象 MODBUS 软元件起始编号 020AH(522) 038AH(906)

访问点数 020BH(523) 038BH(907)

自动通信

参数

2 ～ 32

( 与自动通信参数 1 相同 )
020CH ～ 037FH

(524 ～ 895)

038CH ～

04FFH(908 ～

1279)

End setup
8.4　初始设置
8.4.1　自动通信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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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2  MODBUS 软元件分配参数

[ 设置目的 ]

在 MODBUS 软元件分配参数画面进行 MODBUS 软元件分配参数的设置。

[ 启动步骤 ]

初始设置画面→  (MODBUS 软元件分配 )

[ 设置画面 ]

图 8.9  MODBUS 软元件分配参数设置画面

MODBUS device assignment
8 - 20 8.4　初始设置
8.4.2　MODBUS 软元件分配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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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置项目 ]

对于 MODBUS 软元件分配参数的设置，在设置 ( 值 ) 栏中设置各项目的数据格式、设置

范围的值，并点击  ( 设置结束 ) 按钮后确定设置值。

*1  MODBUS 软元件为输入寄存器、保持寄存器的情况下，也可进行 QJ71MB91 缓冲存储器 (用户自由区 : 

5000H ～ 5FFFH) 的设置。

设置缓冲存储器的情况下，将输入 “H*”。

例 ) 设置缓冲存储器地址 5500H 的情况下，将输入“H5500”。

( 接下页 )

表 8.8  MODBUS 软元件分配参数设置画面的设置项目

设置项目 缓冲存储器地址 参照

线圈分配 1

软元件
0900H ～ 0901H

(2304 ～ 2305)

7.3.1 项

7.3.3 项

起始线圈编号
0902H

(2306)

分配点数
0903H

(2307)

线圈分配 2 ～ 16 ( 与线圈分配 1 相同 )
0904H ～ 093FH

(2308 ～ 2367)

输入分配 1

软元件
0940H ～ 0941H

(2368 ～ 2369)

起始输入编号
0942H

(2370)

分配点数
0943H

(2371)

输入分配 2 ～ 16 ( 与输入分配 1 相同 )
0944H ～ 097FH

(2372 ～ 2431)

输入寄存器分配 1

软元件 *1
0980H ～ 0981H

(2432 ～ 2433)

起始输入寄存器编号
0982H

(2434)

分配点数
0983H

(2435)

输入寄存器分配 2 ～ 16 ( 与输入寄存器分配 1 相同 )
0984H ～ 09BFH

(2436 ～ 2495)

保持寄存器分配 1

软元件 *1
09C0H ～ 09C1H

(2496 ～ 2497)

起始保持寄存器编号
09C2H

(2498)

分配点数
09C3H

(2499)

保持寄存器分配 2 ～ 16 ( 与保持寄存器分配 1 相同 )
09C4H ～ 09FFH

(2500 ～ 2559)

End setup
8.4　初始设置
8.4.2　MODBUS 软元件分配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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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设置 QJ71MB91 的缓冲存储器的情况下，应输入 “H0”。

( 不可以设置其它值。)

此时，应在“异常状态用缓冲存储器” 中设置异常状态读取 (FC: 07) 时要返回到主站的值。

*3  “ 异常状态用缓冲存储器” 仅在异常状态用软元件的分配目标中设置了 QJ71MB91 的缓冲存储器的

情况下才有效。(  7.3.4 项 )

表 8.8 MODBUS 软元件分配参数设置画面的设置项目 ( 续 )

设置项目 缓冲存储器地址 参照

异常状态用软元件*2
000AH ～ 000BH

(10 ～ 11)
7.3.4 项

异常状态用缓冲存储器*3
000FH

(15)

安装到 MELSECNET/H 远程 I/O 站时访问目标指定
000EH

(14)
7.3.5 项

CPU 响应监视定时器值
000DH

(13)
7.3.6 项
8 - 22 8.4　初始设置
8.4.2　MODBUS 软元件分配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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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自动刷新设置

[ 设置目的 ]

自动刷新设置是用于将 QJ71MB91 的缓冲存储器存储至可编程控制器 CPU 的指定软元件

中，或将可编程控制器 CPU 的软元件自动存储至 QJ71MB91 的缓冲存储器中的设置。

[ 启动步骤 ]

“Start I/O No.( 起始 I/O No.)”→ “Module type( 模块类型 )”→ “Module 

model name( 模块型号 )” ( 自动刷新 )

[ 设置画面 ]

图 8.10  自动刷新设置画面

Auto refresh
8.5　自动刷新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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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说明 ]

(1) 显示内容

(a)设置项目
表 8.9  自动刷新设置画面的设置项目

设置项目

缓冲存储器地址

参照
CH1 CH2

自动通信功能缓冲输入区

1000H ～

1FFFH(4096 ～

8191)

2000H ～

2FFFH(8192 ～

12287)
5.2.1 项

自动通信功能缓冲输出区

3000H ～

3FFFH(12288 ～

16383)

4000H ～

4FFFH(16384 ～

20479)

自动通信功能动作状态 (1 ～ 32)

0C20H ～

0C21H(3104 ～

3105)

0C22H ～

0C23H(3106 ～

3107)

11.4.1 项 (5)

用户自由区 ( 输入 / 输出 )
5000H ～ 5FFFH

(20480 ～ 24575)
7.3.3 项
8 - 24 8.5　自动刷新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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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显示项目

1) 模块侧缓冲大小

显示设置项目的可传送的缓冲存储器大小。

2) 模块侧传送字数

显示要传送的字数。

3) 模块侧缓冲偏置

显示要传送的缓冲存储器的偏置值。

4) 传送方向

“<-” 表示将软元件的数据写入至缓冲存储器。

“->” 表示将数据从缓冲存储器读取到软元件中。

5) CPU 侧软元件

输入要自动刷新的可编程控制器 CPU 侧的软元件。

可使用的软元件为 X、Y、M、L、B、T、C、ST、D、W、R、ZR。

使用位软元件的 X、Y、M、L、B的情况下，应设置可除以 16 点的编号 ( 例 : 

X10、Y120、M16 等 )。

此外，缓冲存储器的数据被存储到从设置的软元件编号起 16 点的区域。

例如，设置 X10 时，数据将被存储到 X10 ～ X1F 中。

MELSECNET/H 远程 I/O 模块中可使用的软元件为 X、Y、M、B、D、W。

(2) 指令按钮的说明

要 点
1. 自动刷新设置被存储到智能功能模块参数中。

在将智能功能模块参数写入到可编程控制器 CPU 中后，将可编程控制器 CPU 的

RUN/STOP 开关置为了 RUN 的状态下，通过电源 OFF → ON 或可编程控制器 CPU

的复位自动刷新设置将变为有效。

2. 无法从顺控程序更改自动刷新设置。

但是，通过顺控程序的 FROM/TO 指令，可以添加相当于自动刷新的处理。

( 文本文件创建 )

将画面的内容写入至文本文件格式的文件中。

( 设置结束 ) 确定设置的内容并结束。

( 取消 ) 废弃设置的内容并结束。

Make text file

End setup

Cancel
8.5　自动刷新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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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监视 / 测试

[ 监视 / 测试目的 ]

从该画面启动 QJ71MB91 的动作状态监视 / 测试、输入输出信号的监视 / 测试、参数登

录状态、自动通信状态、出错日志、通信状态。

[ 启动步骤 ]

监视 / 测试模块选择画面→ “Start I/O No.( 起始 I/O No.)*1” → “Module type

( 模块类型 )” → “Module model name( 模块型号 )” →  ( 监视 /

测试 ) 

*1   应以 16 进制数输入起始 I/O No.。

也可以从 GX Developer Version6 及以后的系统监视启动。

(  GX Developer 操作手册 )

[ 监视 / 测试画面 ]

图 8.11  监视 / 测试画面

Monitor/Test
8 - 26 8.6　监视 /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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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监视 / 测试项目 ]

*1   对于出错消除请求，在设置 ( 值 ) 栏中选择相应请求。(  11.5 节 )

*2   要移动至各子画面时，点击设置 ( 值 ) 栏的按钮。

表 8.10  监视 / 测试画面的设置项目

监视 / 测试项目
缓冲存储器地址

参照

CH1 CH2

动作模式设置状态
0C00H

(3072)

0C02H

(3074)

6.6 节

通信速度 ·传送设置状态

0C01H

(3073)

0C03H

(3075)

MODBUS 软元件分配参数启动方法

数据位

奇偶校验位的有无

奇数 / 偶数奇偶校验

停止位

帧模式

RUN 中写入

通信速度

站号设置状态
0C04H

(3076)

模块 READY －

11.5 节

看门狗定时器出错 －

CH 通用 /CH1 出错 －

CH 通用 /CH1 出错消除请求*1 －

CH2 出错 －

CH2 出错消除请求*1 －

X·Y 监视 / 测试 *2 － 8.6.1 项

MODBUS 软元件分配参数状态*2 － 8.6.2 项

自动通信状态 *2 － 8.6.3 项

出错日志*2 － 8.6.4 项

通信状态*2 － 8.6.5 项
8.6　监视 / 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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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监视 / 测试画面 ( 包括子画面 ) 的通用规格 ]

以下对各画面通用的规格进行说明。

(1) 显示内容

设置项目　: 显示输入输出信号及缓冲存储器名称。

当前值　　: 监视输入输出信号的状态及缓冲存储器的当前值。

设置 ( 值 ) : 输入或选择通过测试操作写入的数据。

(2) 指令按钮

( 当前值显示 )

显示选择的项目的当前值。( 在确认当前值栏中无法显示

的字符时使用，但是在本包中显示栏中不存在无法显示

的项目。)

( 文本文件创建 )

将画面的内容写入至文本文件格式的文件中。

/

( 监视开始 )/( 监视停止 )

选择当前值栏的监视 / 不监视。

( 选择测试 )

进行选择的项目的测试。

应在按压  键的同时选择多个项目。

( 关闭 ) 关闭当前打开的画面并返回到上 1 个画面。

Current value display

Make text file

Start monitor Stop monitor

Execute test

Ctrl

Close
8 - 28 8.6　监视 /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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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监视 / 测试画面－子画面过渡 ]

图 8.12  从监视 / 测试画面过渡到子画面

①

X/Y Monitor/test (X･Y监视/测试)

(软元件分配)

(自动通信状态)

MODBUS device

Automatic communication

 8.6.2 项

 8.6.1 项  8.6.3 项
8.6　监视 / 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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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12 从监视 / 测试画面过渡到子画面 ( 续 )

①

Error log

Communication status

(出错日志)

(通信状态)

 8.6.4 项

 8.6.5 项
8 - 30 8.6　监视 /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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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1  X·Y 监视 / 测试

[ 监视 / 测试目的 ]

进行输入输出信号的监视、输出信号的测试。

[ 启动步骤 ]

 监视 / 测试画面 →  (X·Y 监视 / 测试 ) 

[ 监视 / 测试画面 ]

图 8.13  X·Y 监视 / 测试画面

X/Y Monitor/test
8.6　监视 / 测试
8.6.1　X·Y 监视 / 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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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监视 / 测试项目 ]

(1) X: 输入信号

(2) Y: 输出信号

对于输出信号的测试，选择设置 ( 值 ) 栏的项目后，点击  ( 选择测

试 ) 按钮。

表 8.11  X·Y 监视 / 测试画面的设置项目 ( 输入信号 )

监视 / 测试项目 缓冲存储器地址 参照

X00: 模块 READY －

9.1.1 项

X04: CH1 自动通信参数登录正常完成 －

X05: CH1 自动通信参数登录异常完成 －

X06: CH1 自动通信功能动作状态 －

X07: CH1 自动通信功能异常状态 －

X08: MODBUS 软元件分配参数登录正常完成 －

9.1.2 项X09: MODBUS 软元件分配参数登录异常完成 －

X0A: MODBUS 软元件分配参数登录有无 －

X0C: CH2 自动通信参数登录正常完成 －

9.1.1 项

X0D: CH2 自动通信参数登录异常完成 －

X0E: CH2 自动通信功能动作状态 －

X0F: CH2 自动通信功能异常状态 －

X1B: CH 通用 /CH1 出错 －

11.5 节
X1C: CH2 出错 －

X1F: 看门狗定时器出错 － －

表 8.12  X·Y 监视 / 测试画面的设置项目 ( 输出信号 )

监视 / 测试项目 缓冲存储器地址 参照

Y04: CH1 自动通信参数登录 / 自动通信功能启动请求 －

9.1.1 项
Y06: CH1 自动通信功能停止请求 －

Y08: MODBUS 软元件分配参数登录请求 － 9.1.2 项

Y0C: CH2 自动通信参数登录 / 自动通信功能启动请求 －
9.1.1 项

Y0E: CH2 自动通信功能停止请求 －

Y1B: CH 通用 /CH1 出错消除请求 －

11.5 节

Y1C: CH2 出错消除请求 －

Execute test
8 - 32 8.6　监视 /测试
8.6.1　X·Y 监视 / 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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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2  MODBUS 软元件分配参数状态

[ 监视目的 ]

监视 MODBUS 软元件分配参数的登录状态。

[ 启动步骤 ]

监视 / 测试画面 →   ( 软元件分配 )

[ 监视画面 ]

[ 监视项目 ]

图 8.14  MODBUS 软元件分配参数状态画面

表 8.13  MODBUS 软元件分配参数状态画面的设置项目

监视项目 缓冲存储器地址 参照

MODBUS 软元件分配参数登录有无 －

11.4.1 项

MODBUS 软元件分配参数用出错代码存储区
0C13H

(3091)

MODBUS 软元件分配

参数登录结果存储区

异常发生软元件类型
0C14H

(3092)

异常发生分配组编号
0C15H

(3093)

MODBUS device
8.6　监视 / 测试
8.6.2　MODBUS 软元件分配参数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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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3  自动通信状态

[ 监视 / 测试目的 ]

监视自动通信功能的通信状态。

[ 启动步骤 ]

监视 / 测试画面 →  ( 自动通信状态 )

[ 监视 / 测试画面 ]

图 8.15  自动通信状态画面

Automatic communication status
8 - 34 8.6　监视 /测试
8.6.3　自动通信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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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监视 / 测试项目 ]

*1  对于自动通信功能启动请求、自动通信功能停止请求的测试，选择设置 ( 值 ) 栏的相应项目后，点

击  ( 选择测试 ) 按钮。

要 点
进行自动通信功能启动请求、自动通信功能停止请求的 “Being requested( 请求

中 )” 测试的情况下，必须在当前值栏为 “Not requested( 无请求 )” 的状态下

进行。

在当前值为 “Being requested( 请求中 )” 的状态下，不可以实施 “Being 

requested( 请求中 )” 测试。

当前值为 “Being requested( 请求中 )”的情况下，应设置为 “Not requested

( 无请求 )” 之后再进行 “Being requested( 请求中 )”测试。

表 8.14  自动通信状态画面的设置项目

监视 / 测试项目
缓冲存储器地址

参照

CH1 CH2

自动通信功能动作状态 －

11.4.1 项

自动通信功能异常状态 －

自动通信参数用出错代码存储区
0C16H

(3094)

0C18H

(3096)

自动通信参数登录结果存储区
0C17H

(3095)

0C19H

(3097)

自动通信参数登录 / 自动通信功能启动请求*1 －

自动通信功能停止请求*1 －

参数 1 ～ 32

自动通信功能设置有无状态存储区
0CA8H ～ 0CA9H

(3240 ～ 3241)

0CAAH ～ 0CABH

(3242 ～ 3243)

自动通信功能动作状态存储区
0C20H ～ 0C21H

(3104 ～ 3105)

0C22H ～ 0C23H

(3106 ～ 3107)

自动通信功能出错代码存储区
0C28H ～ 0C47H

(3112 ～ 3143)

0C48H ～ 0C67H

(3144 ～ 3175)

Execute test
8.6　监视 / 测试
8.6.3　自动通信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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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4  出错日志

[ 监视目的 ]

显示 QJ71MB91 中发生的出错。

将出错日志的内容按出错发生的降序 ( 将最新的出错置为 No.1) 排列显示。

[ 启动步骤 ]

监视 / 测试画面 →   ( 出错日志 )

[ 监视画面 ]

[ 监视项目 ]

图 8.16  出错日志画面

表 8.15  出错日志画面的设置项目

监视项目 缓冲存储器地址 参照

出错发生次数
0CFEH

(3326)

11.4.1 项No.1

详细出错代码 0D00H(3328)

异常响应代码 0D01H(3329)

功能代码 0D02H(3330)

CH 0D03H(3331)

站号 0D04H(3332)

功能 0D07H(3335)

No.2 ～ 32 ( 与 No.1 相同 )
0D08H ～ 0DFFH

(3336 ～ 3583)

Error log
8 - 36 8.6　监视 /测试
8.6.4　出错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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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5  通信状态

[ 监视目的 ]

监视通信状态。

[ 启动步骤 ]

监视 / 测试画面 →  ( 通信状态 )

[ 监视画面 ]

图 8.17  通信状态画面

Communication status
8.6　监视 / 测试
8.6.5　通信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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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监视项目 ]

( 接下页 )

表 8.16  通信状态画面的设置项目

监视项目
缓冲存储器地址

参照
CH1 CH2

主站· 从站用诊断用数据 －

11.3 节

总线信息计数器
0F00H

(3840)

0F40H

(3904)

总线通信出错计数器
0F01H

(3841)

0F41H

(3905)

字符溢出出错计数器
0F02H

(3842)

0F42H

(3906)

报文废弃计数器
0F03H

(3843)

0F43H

(3907)

数据废弃计数器
0F04H

(3844)

0F44H

(3908)

发送失败计数器
0F05H

(3845)

0F45H

(3909)

主站用诊断用数据 －

例外出错接收计数器
0F0EH

(3854)

0F4EH

(3918)

无从站响应计数器
0F0FH

(3855)

0F4FH

(3919)

广播发送计数器
0F10H

(3856)

0F50H

(3920)

NAK 接收计数器
0F11H

(3857)

0F51H

(3921)

忙接收计数器
0F12H

(3858)

0F52H

(3922)
8 - 38 8.6　监视 /测试
8.6.5　通信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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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16 通信状态画面的设置项目 ( 续 )

监视项目
缓冲存储器地址

参照
CH1 CH2

从站用诊断用数据 －

11.3 节

本站信息接收计数器
0F06H

(3846)

0F46H

(3910)

无响应计数器
0F07H

(3847)

0F47H

(3911)

NAK 响应计数器
0F08H

(3848)

0F48H

(3912)

忙响应计数器
0F09H

(3849)

0F49H

(3913)

例外出错计数器
0F0AH

(3850)

0F4AH

(3914)

通信事件计数器
0F0BH

(3851)

0F4BH

(3915)
4.12 节

接收结束代码第 2 字节
0F0CH

(3852)

0F4CH

(3916)
4.11.4 项

通信模式
0F0DH

(3853)

0F4DH

(3917)
4.11.5 项

通信事件日志个数
0F1FH

(3871)

0F5FH

(3935)

4.13 节

通信事件日志 1 ～ 64

0F20H ～

0F3FH(3872 ～

3903)

0F60H ～

0F7FH(3936 ～

3967)

异常响应代码存储有无
0006H

(6)

0007H

(7)
11.4.2 项

异常响应代码存储区
0002H

(2)

0004H

(4)

LED 信息 －

11.2 节

C/N

0006H

(6)

0007H

(7)

P/S

PRO.

SIO

NEU.

ACK.

NAK
8.6　监视 / 测试
8.6.5　通信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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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章   编程

本章对通过顺控程序进行参数设置时的参数登录方法与程序示例有关内容进行说明。

将本章中介绍的程序示例应用于实际系统的情况下，应充分验证对象系统中不存在控制方

面的问题。

此外，对于 QJ71MB91，通过使用实用程序包 (GX Configurator-MB)，可以在画面上设置参

数。(  第 8 章 )

9.1  参数的登录

9.1.1  自动通信参数

(1) 自动通信参数的登录方法

通过顺控程序进行自动通信参数设置的情况下，按以下步骤进行。

1) 将参数存储到缓冲存储器的自动通信参数区 ( 地址 : 0200H ～ 037FH/0380H ～

04FFH) 中。

2) 将自动通信参数登录请求 / 自动通信功能启动请求 (Y4/YC) 置为 ON。

(2) 自动通信参数登录中使用的输入输出信号

使用以下输入输出信号进行自动通信参数的登录。
表 9.1  自动通信参数的登录中使用的输入输出信号

信号

信号名称

CH1 CH2

X0

模块 READY

　ON : 可以访问

　OFF: 不可以访问

X4 XC

自动通信参数登录正常完成

　ON : 参数登录正常完成

　OFF: ――

X5 XD

自动通信参数登录异常完成

　ON : 参数登录异常完成

　OFF: ――

X6 XE

自动通信功能动作状态

　ON : 启动中

　OFF: 停止中

X10

智能功能模块开关设置更改状态

　ON : 设置更改中

　OFF: 设置更改未实施

Y4 YC

自动通信参数登录请求 / 自动通信功能启动请求

　ON : 参数登录请求中 / 启动请求中

　OFF: 无参数登录请求 / 无启动请求
9.1　参数的登录
9.1.1　自动通信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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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自动通信参数登录时的时序图

(a)登录正常完成时

图 9.1  自动通信参数登录时的时序图 ( 登录正常完成时 )

OFF

OFF

OFF

OFF

OFF

Y4/YC

X4/XC

X6/XE

X5/XD

X0
OFF

参数创建

模块READY

自动通信参数登录
请求/自动通信功能
启动请求

自动通信参数登录
正常完成

自动通信参数登录
异常完成

自动通信功能
动作状态

X10智能功能模块开关
设置更改状态

自动通信参数用出错
代码存储区

自动通信参数登录
结果存储区

0C16H

/0C18H

0C17H

/0C19H

ON

ON

自动通信
参数创建

自动通信参数登录
正常完成/自动通
信功能启动

ON

出错代码
与登录

结果清除

通过QJ71MB91实施

通过顺控程序实施

ON
9 - 2 9.1　参数的登录
9.1.1　自动通信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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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登录异常完成时

图 9.2  自动通信参数登录时的时序图 ( 登录异常完成时 )

OFF

OFF

OFF

OFF

X0
OFF

Y4/YC

X4/XC

X5/XD

X6/XE

参数创建

模块READY

自动通信参数登录
请求/自动通信功能
启动请求

自动通信参数登录
正常完成

自动通信参数登录
异常完成

自动通信功能动作
状态

自动通信参数用出错
代码存储区

自动通信参数登录
结果存储区

0C16H

/0C18H

0C17H

/0C19H

自动通信参数登录
异常完成

自动通信参数登录
正常完成/自动通信
功能启动

自动通信参数
创建(异常)

自动通信
参数修改

ON

ON

出错代码
与登录

结果存储

ON

ON

出错代码
与登录

结果清除

通过QJ71MB91实施

通过顺控程序实施

OFFX10智能功能模块开关
设置更改状态

ON

ON
9.1　参数的登录
9.1.1　自动通信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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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自动通信参数登录时的注意事项

(a)将自动通信参数登录请求 / 自动通信功能启动请求 (Y4/YC) 置为 ON 的情况下

应在输入信号满足了以下全部条件的状态下进行。

 •条件 1: 模块 READY(X0) 为 ON 的状态

 •条件 2: 智能功能模块开关设置更改状态 (X10) 为 OFF 的状态

(b)自动通信参数的登录异常完成的情况下

在缓冲存储器的自动通信参数登录结果存储区 ( 地址 : 0C17H/0C19H) 中存储异常

的自动通信参数，并在自动通信参数用出错代码存储区 ( 地址 : 0C16H/0C18H) 中

存储出错代码。

应特定存储的参数，确认出错代码的内容后进行处理，并再次进行参数的登录请

求。(  11.4 节 )

(c)自动通信功能缓冲的清除

在自动通信功能的启动时不清除缓冲存储器的写入 / 读取设置中使用的自动通信功

能缓冲输入区 ( 地址 : 1000H ～ 1FFFH/2000H ～ 2FFFH) 与自动通信功能缓冲输出区

( 地址 : 3000H ～ 3FFFH/4000H ～ 4FFFH)。

应根据需要通过顺控程序清除上述区域。
9 - 4 9.1　参数的登录
9.1.1　自动通信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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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2  MODBUS 软元件分配参数

(1) MODBUS 软元件分配参数的登录方法

通过顺控程序进行 MODBUS 软元件分配参数设置的情况下，按以下步骤进行。

1) 将 MODBUS 软元件分配参数存储到以下缓冲存储器中。

2) 将 MODBUS 软元件分配参数登录请求 (Y8) 置为 ON。

(2) MODBUS 软元件分配参数登录中使用的输入输出信号

使用以下输入输出信号进行 MODBUS 软元件分配参数的登录。

表 9.2  MODBUS 软元件分配参数的存储目标

地址 名称 参照

000AH ～ 000BH

(10 ～ 11)
异常状态用软元件指定 7.3.4 项

000DH

(13)
CPU 响应监视定时器值 7.3.6 项

000EH

(14)
安装到 MELSECNET/H 远程 I/O 站时访问目标指定 7.3.5 项

0900H ～ 09FFH

(2304 ～ 2559)
MODBUS 软元件分配参数 7.3.1 项

表 9.3  MODBUS 软元件分配参数的登录中使用的输入输出信号

信号 信号名称

X0

模块 READY

　ON : 可以访问

　OFF: 不可以访问

X8

MODBUS 软元件分配参数登录正常完成

　ON : 参数登录正常完成

　OFF: ――

X9

MODBUS 软元件分配参数登录异常完成

　ON : 参数登录异常完成

　OFF: ――

XA

MODBUS 软元件分配参数登录有无

　ON : 有参数登录

　OFF: 无参数登录

X10

智能功能模块开关设置更改状态

　ON : 设置更改中

　OFF: 设置更改未实施

Y8

MODBUS 软元件分配参数登录请求

　ON : 参数登录请求中

　OFF: 无参数登录请求
9.1　参数的登录
9.1.2　MODBUS软元件分配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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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编程
(3) MODBUS 软元件分配参数登录时的时序图

(a)登录正常完成时

图 9.3  MODBUS 软元件分配参数登录时的时序图 ( 登录正常完成时 )

OFF

OFF

OFF

OFF

OFF

ON

ON

ON

ON

OFF

MODBUS软元件分配参数
登录异常完成

MODBUS软元件
分配参数创建

(异常)

Y8

X8

XA

X9

X0

参数创建

模块READY

MODBUS软元件
分配参数登录请求

MODBUS软元件
分配参数登录正常完成

MODBUS软元件
分配参数登录异常完成

MODBUS软元件
分配参数登录有无

MODBUS软元件分配参数
用出错代码存储区

MODBUS软元件分配参数
登录结果存储区

0C13H

0C14H～0C15H

出错代码
与登录

结果存储

通过QJ71MB91实施

通过顺控程序实施

X10智能功能模块开关
设置更改状态
9 - 6 9.1　参数的登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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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登录异常完成时

图 9.4  MODBUS 软元件分配参数登录时的时序图 ( 登录异常完成时 )

OFF

OFF

OFF

OFF

OFF

ON

ON

ON

ON

ON

ON

OFF

MODBUS软元件分配参数
登录异常完成

MODBUS软元件
分配参数创建

(异常)

MODBUS软元件
分配参数修改

Y8

X8

XA

X9

X0

参数创建

模块READY

MODBUS软元件
分配参数登录请求

MODBUS软元件
分配参数登录正常完成

MODBUS软元件
分配参数登录异常完成

MODBUS软元件
分配参数登录有无

MODBUS软元件分配参数
用出错代码存储区

MODBUS软元件分配参数
登录结果存储区

0C13H

0C14H～0C15H

MODBUS软元件分配参数
登录正常完成

出错代码
与登录

结果存储

出错代码
与登录

结果清除

通过QJ71MB91实施

通过顺控程序实施

X10
智能功能模块开关
设置更改状态
9.1　参数的登录
9.1.2　MODBUS软元件分配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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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MODBUS 软元件分配参数登录时的注意事项

(a)在设置 MODBUS 软元件分配参数之前

在通过顺控程序设置 MODBUS 软元件分配参数的情况下，应在智能功能模块开关设

置中进行以下设置。(  6.6 节 )

1) 应将 MODBUS 软元件分配参数启动方法设置为以用户设置参数启动。

2) 应在模式设置中，将通道 1 或通道 2 的某个设置为从站功能。

在通道 1 及通道 2 这两者均为主站功能的情况下，如果将 MODBUS 软元件分配参

数登录请求 (Y8) 置为 ON，则发生动作模式出错 ( 出错代码 : 7353H)。

(b)将 MODBUS 软元件分配参数登录请求 (Y8) 置为 ON 的情况下

应在输入信号满足了以下全部条件的状态下进行。

 •条件 1: 模块 READY(X0) 为 ON 的状态

 •条件 2: 智能功能模块开关设置更改状态 (X10) 为 OFF 的状态

(c) MODBUS 软元件分配参数登录异常完成 (X9) 变为了 ON 的情况下

应按以下步骤修改参数。

1) 应参照 MODBUS 软元件分配参数登录结果存储区 ( 地址 : 0C14H ～ 0C15H)，特定

异常的参数。(  11.4.1 项 )

2) 应参照 MODBUS 软元件分配参数用出错代码存储区 ( 地址 : 0C13H) 确认异常内

容后修改参数。(  11.4.1 项 )

3) 应再次进行 MODBUS 软元件分配参数登录请求。

(d)关于 MODBUS 软元件分配参数登录有无 (XA)

在存在默认分配参数的情况下，MODBUS 软元件分配参数登录有无 (XA) 也变为 ON。

(e)登录正常完成前接收了请求报文的情况下

对于 QJ71MB91，在 MODBUS 软元件分配参数正常登录前从主站接收了至 MODBUS 软

元件的读取 / 写入的请求报文的情况下，将向主站发送异常响应 ( 异常响应代码 : 

04H)。

(f) MODBUS 软元件分配参数的重新登录

在 QJ71MB91 的电源投入后，可以在任意的时机进行顺控程序中的 MODBUS 软元件分

配参数的重新登录。
9 - 8 9.1　参数的登录
9.1.2　MODBUS 软元件分配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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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在通常的系统配置中使用时的程序示例

9.2.1  自动通信参数

(1) 系统配置

在以下系统配置中，登录自动通信参数的程序示例如下所示。

*1   设置对象的 QJ71MB91 被安装到基板的插槽 0 中，并将起始 I/O No. 设置为 “00H”。

(2) 通信内容

在设置对象的 QJ71MB91 与 MODBUS 从设备 ( 站号 1、站号 2) 之间通过自动通信功能进

行通信。

(a)自动通信参数设置图

自动通信参数应设置到设置对象的 QJ71MB91 中。

图 9.5  自动通信参数登录时的系统配置示例

图 9.6  自动通信参数登录时的通信内容

RS-485

GX Developer

设置对象

QJ71MB91*1

(主站功能)
MODBUS从设备

(站号1)

CH2

MODBUS从设备
(站号2)

000001

015001

016024

065536

400001

400100

465536

2000H

2100H

213FH

2FFFH

4000H

4A00H

4A63H

4FFFH

D1200

D1263

D1300

D1399

软元件 线圈

QJ71MB91

CH2自动通信
功能缓冲输入区

64字

MODBUS从设备
(站号1)

MODBUS从设备
(站号2)

100字

保持寄存器

CH2自动通信
功能缓冲输出区

64字

100字

设置对象

可编程控制器CPU

1*

*2
9.2　在通常的系统配置中使用时的程序示例
9.2.1　自动通信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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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自动通信功能缓冲与可编程控制器 CPU 的软元件之间的数据传送可以通过以下方法之一进行。

· 通过自动刷新设置进行传送 (  本项 (3)(c))

· 通过智能功能模块软元件 (Un\G □ ) 进行传送 (  本项 (4)(b))

* 2 自动通信参数通过 GX Configurator-MB 或顺控程序进行设置。

(b)设置内容

程序示例中设置的自动通信参数的设置内容如下所示。
表 9.4  自动通信参数的设置内容

设置项目 缓冲存储器地址 设置值

CH2

自动通信

参数 1

设置有无 0380H ～ 0381H (896 ～ 897) 1H

对象站号 0382H (898) 2

下一个请求间隔定时器值 0383H (899) 600(6 秒 )

响应监视定时器值 0384H (900) 500(5 秒 )

对象 MODBUS 软元件类型指定 0385H (901)
0100H

( 线圈读取 )

读取

设置

起始缓冲存储器地址 0386H (902) 2100H

对象 MODBUS 软元件起始编号 0387H (903) 15000

访问点数 0388H (904) 1024

CH2

自动通信

参数 2

设置有无 038CH ～ 038DH (908 ～ 909) 1H

对象站号 038EH (910) 1

下一个请求间隔定时器值 038FH (911)
0( 接收来自于从站的响应报文后，

立即发出请求报文 )

响应监视定时器值 0390H (912) 500(5 秒 )

对象 MODBUS 软元件类型指定 0391H (913)
0005H

( 保持寄存器写入 )

写入

设置

起始缓冲存储器地址 0395H (917) 4A00H

对象 MODBUS 软元件起始编号 0396H (918) 0

访问点数 0397H (919) 100
9 - 10 9.2　在通常的系统配置中使用时的程序示例
9.2.1　自动通信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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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参数设置内容

用于进行本项 (2) 中所示的通信所需的设置如下所示。

(a)智能功能模块开关设置

按以下方式将智能功能模块开关设置到设置对象的 QJ71MB91 中。(  6.6 节 )

1) 使用 GX Configurator-MB 的情况下

图 9.7  智能功能模块开关设置 ( 使用 GX Configurator-MB 的情况下 )

2) 不使用 GX Configurator-MB 的情况下

图 9.8  智能功能模块开关设置 ( 不使用 GX Configurator-MB 的情况下 )

(b)自动通信参数

1) 使用 GX Configurator-MB 的情况下

在 GX Configurator-MB 的初始设置中，设置 CH2 自动通信参数。

(  8.4.1 项 )

对于设置值，设置设置内容中显示的值。(  本项 (2)(b))

图 9.9  自动通信参数

2) 不使用 GX Configurator-MB 的情况下

通过顺控程序，设置自动通信参数。

(  本项 (4)(a))
9.2　在通常的系统配置中使用时的程序示例
9.2.1　自动通信参数

9 - 11



9 编程
(c)自动刷新设置

通过 GX Configurator-MB 按以下方式设置自动刷新设置。

图 9.10  自动刷新设置

备 注

不使用 GX Configurator-MB 的情况下，通过智能功能模块软元件进行相当于自动

刷新处理的处理。(  本项 (4)(b))
9 - 12 9.2　在通常的系统配置中使用时的程序示例
9.2.1　自动通信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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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程序示例

用于进行本项 (2) 中所示的通信所需的顺控程序的示例如下所示。

(a)自动通信参数登录的程序示例

程序示例如下所示。

通过 GX configurator-MB 设置了自动通信参数的情况下，无需本程序。

图 9.11  自动通信参数设置程序示例

登录
指令

模块
READY

CH2自动
通信功能
动作状态

初始化自动通信参数设置区

设置有无(1H)

对象站号(2)

下一个请求间隔定时器值(6秒)

响应监视定时器值(5秒)
CH2自动通信
参数1对象MODBUS软元件类型

指定(0100H)

对象MODBUS软元件
起始编号(15000)

对象MODBUS软元件
起始编号(0)

对象MODBUS软元件类型
指定(0005H)

起始缓冲存储器
地址(2100H)

访问点数(1024点)

设置有无(1H)

对象站号(1)

下一个请求间隔定时器值(0)

CH2自动通信
参数2

响应监视定时器值(5秒)

起始缓冲存储器
地址(4A00H)

访问点数(100点)

CH2自动通信参数登录请求/
自动通信功能启动请求

CH2自动通信参数登录正常完成

CH2自动通信参数登录异常完成

正常完成时的处理

异常完成时的处理

智能功能
模块开关
设置更改
状态

*1
9.2　在通常的系统配置中使用时的程序示例
9.2.1　自动通信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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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表示异常完成时的处理示例。

以下为将自动通信参数登录时的出错代码等从 QJ71MB91 的缓冲存储器 ( 地址 :0C18H ～ 0C19H) 获取

到可编程控制器 CPU 中的示例。

图 9.12  自动通信参数的登录异常完成时的程序示例

(b) QJ71MB91 与可编程控制器 CPU 之间的数据传送程序示例

程序示例如下所示。

在 GX Configurator-MB 的自动刷新设置中在 QJ71MB91 与可编程控制器 CPU 之间传

送了数据的情况下，无需本程序示例。

图 9.13  QJ71MB91 与可编程控制器 CPU 之间的数据传送程序示例

将出错代码等获取
到可编程控制器CPU
的软元件中

异常完成时的处理

可编程控制器CPU中存储的数据如下所示。

•D1500: CH2自动通信参数用出错代码

•D1501: CH2自动通信参数登录结果

//

/

自动通信功能缓冲输入区的刷新

自动通信功能缓冲输出区的刷新

模块
REDAY

CH2自动
通信功能
动作状态

模块
REDAY

CH2自动
通信功能
动作状态

智能功能
模块开关设
置更改状态

智能功能
模块开关设
置更改状态

//

/

9 - 14 9.2　在通常的系统配置中使用时的程序示例
9.2.1　自动通信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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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2  MODBUS 软元件分配参数

(1) 系统配置

在以下系统配置中，将 MODBUS 软元件分配参数登录到 QJ71MB91 中的程序示例如下所

示。

图 9.14  MODBUS 软元件分配参数登录时的系统配置示例

*1   设置对象的 QJ71MB91 被安装到基板的插槽 0 中，并将起始 I/O No. 设置为 “00H”。

(2) 通信内容

在本项中所示的程序示例中，对设置对象的 QJ71MB91 设置以下 MODBUS 软元件分配参

数。

(a) MODBUS 软元件分配参数分配图

图 9.15  MODBUS 软元件分配图

RS-422/485

QJ71MB91*1

(从站功能)(站号1) MODBUS主设备

设置对象

GX Developer
CH2

000001Y0
Y100

Y2FF

Y1FFF

065536

300001

303500D3500

D8999

D12287

365536

308999

400001

401024

465536

000512

D0

5000H

5500H

58FFH

5FFFH

输出(Y) 线圈

512点

数据寄存器(D)

5500点

QJ71MB91缓冲存储器

用户自由区

1024点

MODBUS软元件

512点

5500点

保持寄存器

输入寄存器

1024点

可编程控制器CPU软元件存储器

   
9.2　在通常的系统配置中使用时的程序示例
9.2.2　MODBUS软元件分配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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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设置内容
表 9.5  MODBUS 软元件分配参数的设置内容

设置项目 缓冲存储器地址 设置值

线圈分配 1

软元件代码 0900H (2304)
009DH

(Y: 输出 )

起始软元件编号 0901H (2305) 0100H

起始线圈编号 0902H (2306) 0 (000001)

分配点数 0903H (2307) 512( 点 )

输入寄存器分配 1

软元件代码 0980H (2432)
00A8H

(D: 数据寄存器 )

起始软元件编号 0981H (2433) 3500

起始输入寄存器编号 0982H (2434) 3499 (303500)

分配点数 0983H (2435) 5500( 点 )

保持寄存器分配 1

软元件代码 09C0H (2496)
F000H

( 用户自由区 )

起始软元件编号 09C1H (2497) 5500H

起始保持寄存器编号 09C2H (2498) 0 (400001)

分配点数 09C3H (2499) 1024( 点 )
9 - 16 9.2　在通常的系统配置中使用时的程序示例
9.2.2　MODBUS 软元件分配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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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参数设置内容

用于进行本项 (2) 中所示的设置所需的设置如下所示。

(a)智能功能模块开关设置

按以下方式将智能功能模块开关设置到设置对象的 QJ71MB91 中。(  6.6 节 )

图 9.16  智能功能模块开关设置

(b) MODBUS 软元件分配参数

1) 使用 GX Configurator-MB 的情况下

在 GX Configurator-MB 的初始设置中，设置 MODBUS 软元件分配参数。

(  8.4.2 项 )

对于设置值，设置设置内容中显示的值。(  本项 (2)(b))

图 9.17  MODBUS 软元件分配参数

2) 不使用 GX Configurator-MB 的情况下

通过顺控程序，设置 MODBUS 软元件分配参数。

(  本项 (4))
9.2　在通常的系统配置中使用时的程序示例
9.2.2　MODBUS软元件分配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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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程序示例

*1  表示异常发生时的处理示例。

以下为将 MODBUS 软元件分配参数登录时的出错代码等从 QJ71MB91 的缓冲存储器 ( 地址 : 0C13H ～

0C15H) 获取到可编程控制器 CPU 中的示例。

图 9.19  MODBUS 软元件分配参数登录异常完成时的程序示例

图 9.18  MODBUS 软元件分配参数设置程序示例

登录
指令

模块
READY

初始化MODBUS软元件分配参数设置区

软元件代码(009DH)

起始软元件编号(0100H)

线圈分配1

起始线圈编号(0)

分配点数(512点)

软元件代码(00A8H)

起始软元件编号(3500)

起始线圈编号(3499)

输入寄存器
分配1

保持寄存器
分配1

分配点数(5500点)

软元件代码(F000H)

起始软元件编号(5500H)

起始保持寄存器编号(0)

分配点数(1024点)

MODBUS软元件分配参数登录请求

MODBUS软元件分配参数登录请求
正常完成

MODBUS软元件分配参数登录请求
异常完成

智能功能
模块开关设
置更改状态

正常完成时的处理

异常完成时的处理*1

可编程控制器CPU中存储的数据如下所示。

•D2000: MODBUS软元件分配参数用出错代码
•D2001: 异常发生软元件类型
•D2002: 异常发生分配组编号

将出错代码等获取到
可编程控制器CPU的
软元件中

异常完成时的处理
9 - 18 9.2　在通常的系统配置中使用时的程序示例
9.2.2　MODBUS 软元件分配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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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3  在同一通道中使用通过自动通信功能与专用指令 (MBRW 指令、MBREQ 
指令 )进行通信的情况下

在本项中，对在同一通道中使用通过自动通信功能与专用指令 (MBRW 指令、MBREQ 指令 )

进行的通信时的设置以及编程有关内容进行说明。

(1) 系统配置

在以下系统配置中，在同一通道中使用自动通信参数与专用指令。

*1  设置对象的 QJ71MB91 被安装到基板的插槽 0 中，并将起始 I/O No. 设置为 “0”。

(2) 可执行专用指令的时机

可以在以下所示的时机执行专用指令。

在同一通道中使用自动通信功能与专用指令的情况下，应进行下一个请求间隔定时器

的设置及编程，以便能够确保可执行专用指令的时机。(  本项 (3))

例 : 设置了自动通信参数 1 ～ 3 的情况下

*1  对象从站无响应，响应监视定时器时间到的情况下。

图 9.20  在同一通道中使用自动通信功能与专用指令时的系统配置示例

图 9.21  可执行专用指令的时机

GX Developer

MODBUS从设备
(站号1)

设置对象

QJ71MB91*1

(主站功能)

CH2(RS-422/485)

通过自动通信功能+专用指令进行通信

可执行专用
指令的时机

下一个请求间隔定时器

响应监视定时器

(广播)

请求
报文

响应
报文

自动通信
参数
1

广播延迟

自动通信
参数
2

自动通信
参数
3

可执行专用
指令的时机

下一个请求间隔定时器

响应监视定时器

请求
报文

请求
报文

请求
报文

可执行专用
指令的时机

下一个请求间隔定时器

*1
9.2　在通常的系统配置中使用时的程序示例
9.2.3　在同一通道中使用通过自动通信功能与专用指令(MBRW指令、MBREQ 指令)进行通信的情况下

9 -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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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用于正常执行专用指令的方法

( 步骤 1)

对自动通信参数的至少 1 个进行设置，以便能够确保可执行专用指令的时间。

(  本项 (4)(a))

( 步骤 2)

进行编程，以确保在上述 ( 步骤 1) 中设置的自动通信的待机时执行专用指令。

(  本项 (4)(b))

(4) 用于正常执行专用指令的设置与编程

(a)自动通信参数的下一个请求间隔定时器的设置

设置下一个请求间隔定时器，以便能够确保可执行专用指令的时机。

应设置下一个请求间隔定时器，以满足以下条件。

下一个请求间隔定时器 [ms] ≥ Tarb + Tdrb + St + 10ms*1

*1  将 Tarb+Tdrb+St 的结果以 10ms 单位进行进位。

*2  应设置大于自动通信功能通信时间 (Tac) 的值。

(  附 2)

*3  应设置大于专用指令处理时间 (Trc) 的值。(  附 2)

*4  在确保的时间内连续执行多个专用指令的情况下，应加上执行的专用指令的响应监视定时器值 / 广

播延迟值。

表 9.6  下一个请求间隔定时器的计算项目

设置项目 内容 单位

Tarb 自动通信功能的响应监视定时器值 / 广播延迟值*2 ms

Tdrb 专用指令的响应监视定时器值 / 广播延迟值*3*4 ms

St 本站扫描时间 ms
9 - 20 9.2　在通常的系统配置中使用时的程序示例
9.2.3　在同一通道中使用通过自动通信功能与专用指令 (MBRW 指令、MBREQ 指令 ) 进行通信的情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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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点
下一个请求间隔定时器的设置仅通过想要执行专用指令的时机的自动通信参数进

行。

所有的自动通信参数的下一个请求间隔定时器无需满足本项 (4)(a) 的条件。

自动通信
参数
1

自动通信
参数
2

可执行专用
指令的时机

下一个请求间隔定时器

响应监视定时器

请求
报文

响应
报文

可执行专用
指令的时机

下一个请求间隔定时器

响应监视定时器

请求
报文

在该时机执行专用指令的情况下，仅设置自动通信参
数1的下一个请求间隔定时器，以满足本项(4)(a)条件。
9.2　在通常的系统配置中使用时的程序示例
9.2.3　在同一通道中使用通过自动通信功能与专用指令(MBRW指令、MBREQ 指令)进行通信的情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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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自动通信功能的待机状态时执行专用指令

应使用缓冲存储器的自动通信功能待机状态存储区 ( 地址 : 0CB0H/0CB2H ～ 0CB1H/

0CB3H) 进行编程，以确保在相应位的上升沿时执行专用指令。

1) 自动通信功能待机状态存储区

可以确认自动通信功能的待机状态。

*1  自动通信待机中是指本项 (2) 的图中所示的“ 可执行专用指令的时机”。

图 9.22  自动通信功能待机状态存储区的配置

编号表示自动通信参数的编号

0: 通过自动通信功能进行通信中、自动通信功能停止中

1: 自动通信待机中

b5 b4 b3 b2 b1 b0

32 31 30 29 28 27 22 21 20 19 18 17

0CB0H 16 15 14 13 12 11 6 5 4 3 2 1

b5 b4 b3 b2 b1 b0

32 31 30 29 28 27 22 21 20 19 18 17

16 15 14 13 12 11 6 5 4 3 2 1

b15 b13 b12 b11 b10b14

b15 b13 b12 b11 b10b14

(CH1自动通信功能待机状态存储区)

(CH2自动通信功能待机状态存储区)

0CB1H

0CB2H

0CB3H

*1
9 - 22 9.2　在通常的系统配置中使用时的程序示例
9.2.3　在同一通道中使用通过自动通信功能与专用指令 (MBRW 指令、MBREQ 指令 ) 进行通信的情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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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专用指令的程序示例

在通道 2的自动通信参数 1的自动通信处于待机中，执行专用指令 (MBRW 指令 )

的程序示例如下所示。

对于下页所示的程序示例的动作，对通道 2 的从站 ( 站号 1) 的保持寄存器执行

如下所示的软元件读取 / 写入。

( 接下页 )

图 9.23  程序示例的处理

400500

400531

411000

411099

D100

D199

W0000

W001F

QJ71MB91
(主站)

MODBUS
从设备
(站号1)

软元件存储器

QJ71MB91
(主站)

MODBUS
从设备

100点

32点

MODBUS软元件

32点

100点

读
取

写
入

CH2(RS-422/485)
9.2　在通常的系统配置中使用时的程序示例
9.2.3　在同一通道中使用通过自动通信功能与专用指令(MBRW指令、MBREQ 指令)进行通信的情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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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点

在同一通道中使用自动通信功能与专用指令的情况下，应将上述 的部分添

加到顺控程序中。( 使用 MBREQ 指令时也相同 )

图 9.24  通道 2 的自动通信参数 1 为待机中时执行专用指令的程序示例

在启动指令为上升沿指令的情况下被锁存

专用指令完成时，复位已锁存的启动指令

CH2自动通信
参数登录请求/
自动通信功能
启动请求

即使在自动通信功能停止时，
执行专用指令的情况下也会
添加X0E与Y0C

智能功能模块
开关设置更改
状态

CH2自动
通信功能
动作状态

CH2自动通信功能待机状态存储区
(自动通信参数1)

异常完成时的处理

正常完成时的处理

 10.2节、10.3节
9 - 24 9.2　在通常的系统配置中使用时的程序示例
9.2.3　在同一通道中使用通过自动通信功能与专用指令 (MBRW 指令、MBREQ 指令 ) 进行通信的情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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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在 MELSECNET/H 远程 I/O 网络中使用时的程序示例

9.3.1  自动通信参数

(1) 系统配置

在以下系统配置中，将自动通信参数登录到 MELSECNET/H 远程 I/O 站的 QJ71MB91 中的

程序示例如下所示。

*1   MELSECNET/H 远程主站被安装到基板的插槽 0中，并将起始 I/O No. 设置为 “00H”。

*2   设置对象的 QJ71MB91 被安装到基板的插槽 0 中，并将起始 I/O No. 设置为 “40H”。

备 注

关于 MELSECNET/H 远程 I/O 网络的构筑、参数设置的详细内容，请参阅下述手册。

 Q 系列 MELSECNET/H 网络系统参考手册 ( 远程 I/O 网络篇 )

图 9.25  自动通信参数登录时的系统配置示例

GX Developer

RS-485

MELSECNET/H远程主站

MELSECNET/H(远程I/O网络)

设置对象
MELSECNET/H
远程I/O站
(站号1)

CH2

QJ71MB91*2

(主站功能)

MODBUS从设备
(站号1)

MODBUS从设备
(站号2)

*1
9.3　在 MELSECNET/H 远程 I/O 网络中使用时的程序示例
9.3.1　自动通信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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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通信内容

在本项中所示的程序示例中，在设置对象的 QJ71MB91 与 MODBUS 从设备 ( 站号 1、站

号 2) 之间通过自动通信功能进行通信。

使用 GX Configurator-MB 时与不使用时的通信内容如下所示。

(a)自动通信参数设置图

1) 使用 GX Configurator-MB 的情况下

QJ71MB91 内的通信数据将按以下方式传送到 MELSECNET/H 远程主站的可编程控

制器 CPU 中。

图 9.26  通信内容 ( 使用 GX Configurator-MB 的情况下 )

000001

015001

016024

065536

400001

400100

465536

2000H

2100H

213FH

2FFFH

4000H

4A00H

4A63H

4FFFH

W1000H

W103FH

W1100H

W1163H

D1000

D1063

D1100

D1199

W1000H

W103FH

W1100H

W1163H

软元件 线圈

QJ71MB91

MELSECNET/H远程主站

可编程控制器CPU
MELSECNET/H
远程主站模块

MELSECNET/H
链接刷新

*1

MELSECNET/H
远程I/O模块

CH2自动通信功
能缓冲输入区

64字

MODBUS从设备
(站号1)

MODBUS从设备
(站号2)

MELSECNET/H 链接扫描*2

MELSECNET/H远程I/O站(设置对象)

100字

保持寄存器

CH2自动通信功
能缓冲输出区

64字

100字

64字

100字

64字

100字

*4

*4

*3
9 - 26 9.3　在 MELSECNET/H 远程 I/O 网络中使用时的程序示例
9.3.1　自动通信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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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MELSECNET/H 链接刷新通过网络参数的刷新参数设置。(  本项 (3) (b))

*2  MELSECNET/H 链接扫描通过网络参数的网络范围分配设置。(  本项 (3) (b))

*3  通过 GX Configurator-MB 的自动刷新设置，将自动通信功能缓冲区的数据传送到 MELSECNET/H 远程

I/O 模块中。(  本项 (3) (d))

*4  自动通信参数通过 GX Configurator-MB 设置。(  本项 (3) (c))
9.3　在 MELSECNET/H 远程 I/O 网络中使用时的程序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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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不使用 GX Configurator-MB 的情况下

QJ71MB91 内的自动通信功能缓冲区的数据将通过 REMTO/REMFR 指令传送到

MELSECNET/H 远程主站的可编程控制器 CPU 中。

输入输出信号通过 MELSECNET/H 链接刷新以及 MELSECNET/H 链接扫描传送。

*1  MELSECNET/H 链接刷新通过网络参数的刷新参数设置。(  本项 (3) (b))

*2  MELSECNET/H 链接扫描通过网络参数的网络范围分配设置。(  本项 (3) (b))

*3  自动通信参数通过顺控程序设置。(  本项 (4))

*4  QJ71MB91 内的自动通信功能缓冲区的数据将通过 REMTO/REMFR 指令传送到 MELSECNET/H 远程主站的

可编程控制器 CPU 中。(  本项 (4))

图 9.27  通信内容 ( 不使用 GX Configurator-MB 的情况下 )

000001

015001

016024

065536

400001

400100

465536

2000H

2100H

213FH

2FFFH

4000H

4A00H

4A63H

4FFFH

软元件 线圈

QJ71MB91

MELSECNET/H远程主站

可编程控制器CPU
MELSECNET/H
远程主站模块

MELSECNET/H
链接刷新

*1

MELSECNET/H
远程I/O模块

CH2自动通信功
能缓冲输入区

64字

MODBUS从设备
(站号1)

MODBUS从设备
(站号2)

MELSECNET/H 链接扫描*2

MELSECNET/H远程I/O站(设置对象)

100字

保持寄存器

CH2自动通信功
能缓冲输出区

*3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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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设置内容
表 9.7  自动通信参数的设置内容

设置项目 缓冲存储器地址 设置值

CH2

自动通信

参数 1

设置有无 0380H ～ 0381H (896 ～ 897) 1H

对象站号 0382H (898) 2

下一个请求间隔定时器值 0383H (899) 600(6 秒 )

响应监视定时器值 0384H (900) 500(5 秒 )

对象 MODBUS 软元件类型指定 0385H (901)
0100H

( 线圈读取 )

读取

设置

起始缓冲存储器地址 0386H (902) 2100H

对象 MODBUS 软元件起始编号 0387H (903) 15000

访问点数 0388H (904) 1024

CH2

自动通信

参数 2

设置有无 038CH ～ 038DH (908 ～ 909) 1H

对象站号 038EH (910) 1

下一个请求间隔定时器值 038FH (911)
0( 接收来自于从站的响应报文后，

立即发出请求报文 )

响应监视定时器值 0390H (912) 500(5 秒 )

对象 MODBUS 软元件类型指定 0391H (913)
0005H

( 保持寄存器写入 )

写入

设置

起始缓冲存储器地址 0395H (917) 4A00H

对象 MODBUS 软元件起始编号 0396H (918) 0

访问点数 0397H (919) 100
9.3　在 MELSECNET/H 远程 I/O 网络中使用时的程序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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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参数设置内容

用于进行本项 (2) 中所示的通信所需的设置如下所示。

(a)智能功能模块开关设置

按以下方式将智能功能模块开关设置到设置对象的 QJ71MB91 中。(  6.6 节 )

1) 使用 GX Configurator-MB 的情况下

2) 不使用 GX Configurator-MB 的情况下

(b)网络参数

对于 MELSECNET/H 远程主站的网络参数，通过 GX Developer 按以下方式设置。

1) 网络类型 : MNET/H( 远程主站 )

2) 起始 I/O No.: 0000H

3) 网络 No.: 1

4) 总 ( 从 ) 站数 : 1

5) 模式 : 在线

6) 网络范围分配

· 使用 GX Configurator-MB 的情况下

图 9.28  智能功能模块开关设置 ( 使用 GX Configurator-MB 的情况下 )

图 9.29  智能功能模块开关设置 ( 不使用 GX Configurator-MB 的情况下 )

图 9.30  网络范围分配 ( 使用 GX Configurator-MB 的情况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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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使用 GX Configurator-MB 的情况下

7) 刷新参数

· 使用 GX Configurator-MB 的情况下

· 不使用 GX Configurator-MB 的情况下

图 9.31  网络范围分配 ( 不使用 GX Configurator-MB 的情况下 )

图 9.32  刷新参数 ( 使用 GX Configurator-MB 的情况下 )

图 9.33  刷新参数 ( 不使用 GX Configurator-MB 的情况下 )
9.3　在 MELSECNET/H 远程 I/O 网络中使用时的程序示例
9.3.1　自动通信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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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自动通信参数

1) 使用 GX Configurator-MB 的情况下

在 GX Configurator-MB 的初始设置中，设置 CH2 自动通信参数。

(  8.4.1 项 )

对于设置值，设置设置内容中显示的值。(  本项 (2) (b))

2) 不使用 GX Configurator-MB 的情况下

通过顺控程序，设置自动通信参数。

(  本项 (4) (b))

(d)自动刷新设置

通过 GX Configurator-MB 按以下方式设置自动刷新设置。

图 9.34  CH2 自动通信参数设置

图 9.35  自动刷新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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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 注

不使用 GX Configurator-MB 的情况下，通过 REMTO/REMFR 指令进行相当于自动刷

新处理的处理。(  本项 (4) (c))
9.3　在 MELSECNET/H 远程 I/O 网络中使用时的程序示例
9.3.1　自动通信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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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程序示例

用于进行本项 (2) 中所示的通信所需的顺控程序的示例如下所示。

(a) MELSECNET/H 的互锁用程序示例

应根据 MELSECNET/H 远程主站 ( 本站 ) 及 MELSECNET/H 远程 I/O 站 ( 其它站 ) 的链

接状态采取互锁。

以下示例为使用了 MELSECNET/H 远程主站的链接状态 (SB47、SB49) 与 MELSECNET/

H 远程 I/O 站 ( 站号 1) 的链接状态 (SW70、SW74、SW78) 的通信程序的互锁。

对于定时器常数 K □，应设置如下所示的值。

设置为上述值的原因是即使在由于电缆及噪声等的状况导致网络检测出瞬间异常的情

况下也不停止控制。

此外，4倍及 3 倍为大致参考值。

要 点
关于 MELSECNET/H 远程主站与 MELSECNET/H 远程 I/O 站的互锁用程序的详细内容，

请参阅下述手册。

 Q 系列 MELSECNET/H 网络系统参考手册 ( 远程 I/O 网络篇 )

图 9.36  MELSECNET/H 的互锁用程序示例

表 9.8  定时器常数 K 的值

令牌传递状态

(T0、T2)
( 顺控程序扫描时间 ×4) 及以上

循环传送状态

参数通信状态

(T1、T3、T4)

( 顺控程序扫描时间 ×3) 及以上

SB47: 本站的令牌传递状态

SB49: 本站数据链接状态

SW70: 各站令牌传递状态

SW74: 各站循环传送状态

SW78: 各站参数通信状态

SB20: 模块状态

自动通信功能用程序: 参阅本项(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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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自动通信参数登录的程序示例

程序示例如下所示。

通过 GX Configurator-MB 设置了自动通信参数的情况下，无需本程序。

图 9.37  安装到 MELSECNET/H 远程 I/O 时的自动通信参数登录程序示例

登录
指令

CH2自动
通信功能
动作状态

模块
READY

初始化自动通信参数设置区

设置有无(1H)

对象站号(2)

下一个请求间隔定时器值(6秒)

响应监视定时器值(5秒)
CH2自动
通信参数1对象MODBUS软元件类型

指定(0100H)

对象MODBUS软元件类型
指定(0005H)

对象MODBUS软元件
起始编号(0)

起始缓冲存储器
地址(2100H)

对象MODBUS软元件
起始编号(15000)

访问点数(1024点)

设置有无(1H)

对象站号(1)

下一个请求间隔定时器值(0)

CH2自动
通信参数2

响应监视定时器值(5秒)

起始缓冲存储器
地址(4A00H)

访问点数(100点)

通过REMTO指令写入参数

REMTO指令正常完成的情况下

REMTO指令异常完成的情况下

CH2自动通信参数登录正常完成

CH2自动通信参数登录异常完成

ZP.REMTO指令异常完成时的处理

自动通信参数登录正常完成时的处理

自动通信参数登录异常完成时的处理

智能功能
模块开关设
置更改状态

*1
9.3　在 MELSECNET/H 远程 I/O 网络中使用时的程序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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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表示异常完成时的处理示例。

以下为将自动通信参数登录时的出错代码等从 QJ71MB91 的缓冲存储器 ( 地址 : 0C18H ～ 0C19H) 获

取到 MELSECNET/H 远程主站的可编程控制器 CPU 中的示例。

(c) QJ71MB91 与可编程控制器 CPU 之间的数据传送程序示例

程序示例如下所示。

在 GX Configurator-MB 的自动刷新设置及网络参数中在 QJ71MB91 与可编程控制器

CPU 之间传送了数据的情况下，无需本程序。

图 9.38  自动通信参数的登录异常完成时的程序示例

图 9.39  安装到 MELSECNET/H 远程 I/O 时的数据传送程序示例

REMFR指令完成时的处理异常完成时的处理

正常完成时的处理

MELSECNET/H远程主站的可编程控制器CPU中存储的数据如下所示。
•D250: CH2自动通信参数用出错代码
•D251: CH2自动通信参数登录结果

异常完成时的处理

自动通信功能缓冲输入区的刷新

自动通信功能缓冲输出区的刷新

模块

REDAY

CH2自动

通信功能

动作状态

模块

REDAY

REMFR

指令完成

REMTO

指令完成

REMFR

指令结果

REMTO

指令完成

REMFR

指令完成

REMFR

指令完成

CH2自动

通信功能

动作状态

REMTO

指令完成

REMTO

指令完成

智能功能

模块开关设

置更改状态

智能功能

模块开关设

置更改状态

请参阅Q系列MELSECNET/H网络系统参考手册(远程I/O网络篇)，
对异常完成进行处理。

请参阅Q系列MELSECNET/H网络系统参考手册(远程I/O网络篇)，

对异常完成进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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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点
1. 执行 REMFR/REMTO 指令后，在实际的数据的读取 / 写入完成之前需要数个扫

描。

REMFR/REMTO 指令的完成可以通过指令的完成软元件确认。

2. 进行参数设置的情况下，应通过 REMTO 指令将设置值写入至缓冲存储器中后，

在 REMTO 指令的完成软元件变为 ON 之后再进行参数登录请求。

备 注

关于 REMTO 指令的详细内容与指令异常完成时的故障排除，请参阅下述手册。

 Q 系列 MELSECNET/H 网络系统参考手册 ( 远程 I/O 网络篇 )
9.3　在 MELSECNET/H 远程 I/O 网络中使用时的程序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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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2  MODBUS 软元件分配参数

(1) 系统配置

在以下系统配置中，将 MODBUS 软元件分配参数登录到 MELSECNET/H 远程 I/O 站的

QJ71MB91 中的程序示例如下所示。

图 9.40  MODBUS 软元件分配参数登录时的系统配置示例

*1   MELSECNET/H 远程主站被安装到基板的插槽 0 中，并将起始 I/O No. 设置为 “00H”。

*2   设置对象的 QJ71MB91 被安装到基板的插槽 0 中，并将起始 I/O No. 设置为“00H”。

备 注

关于 MELSECNET/H 远程 I/O 网络的构筑、参数设置的详细内容，请参阅下述手册。

 Q 系列 MELSECNET/H 网络系统参考手册 ( 远程 I/O 网络篇 )

RS-422/485

MELSECNET/H远程主站*1

MODBUS主设备

QJ71MB91(从站功能)
     (站号1)*2

MELSECNET/H(远程I/O网络)

MELSECNET/H
远程I/O站
(站号1)

GX Developer

设置对象

CH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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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通信内容

在本项中所示的程序示例中，对设置对象的 QJ71MB91 设置以下 MODBUS 软元件分配参

数。

(a) MODBUS 软元件分配参数分配图

图 9.41  MODBUS 软元件参数设置内容

000001Y0
Y100

Y2FF

Y1FFF

065536

300001

303500D3500

D8999

D12287

365536

308999

400001

401024

465536

000512

D0

5000H

5500H

58FFH

5FFFH

输出(Y) 线圈

MELSECNET/H远程I/O站的软元件

512点

数据寄存器(D)

5500点

QJ71MB91缓冲存储器

用户自由区

1024点

MODBUS软元件

512点

5500点

保持寄存器

输入寄存器

1024点
9.3　在 MELSECNET/H 远程 I/O 网络中使用时的程序示例
9.3.2　MODBUS 软元件分配参数

9 - 39



9 编程
(b)设置内容
表 9.9  MODBUS 软元件分配参数的设置内容

设置项目 缓冲存储器地址 设置值

线圈分配 1

软元件代码 0900H (2304) 009DH(Y: 输出 )

起始软元件编号 0901H (2305) 0100H

起始线圈编号 0902H (2306) 0 (000001)

分配点数 0903H (2307) 512( 点 )

输入寄存器分配 1

软元件代码 0980H (2432) 00A8H(D: 数据寄存器 )

起始软元件编号 0981H (2433) 3500

起始输入寄存器编号 0982H (2434) 3499 (303500)

分配点数 0983H (2435) 5500( 点 )

保持寄存器分配 1

软元件代码 09C0H (2496) F000H( 用户自由区 )

起始软元件编号 09C1H (2497) 5500H

起始保持寄存器编号 09C2H (2498) 0 (400001)

分配点数 09C3H (2499) 1024( 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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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参数设置内容

用于进行本项 (2) 中所示的设置所需的设置如下所示。

(a)智能功能模块开关设置

按以下方式将智能功能模块开关设置到设置对象的 QJ71MB91 中。(  6.6 节 )

图 9.42  智能功能模块开关设置

(b)网络参数

对于 MELSECNET/H 远程主站的网络参数，通过 GX Developer 按以下方式设置。

1) 网络类型 : MNET/H( 远程主站 )

2) 起始 I/O No.: 0000H

3) 网络 No.: 1

4) 总 ( 从 ) 站数 : 1

5) 模式 : 在线

6) 网络范围分配

图 9.43  网络范围分配

7) 刷新参数

图 9.44  刷新参数
9.3　在 MELSECNET/H 远程 I/O 网络中使用时的程序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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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MODBUS 软元件分配参数

1) 使用 GX Configurator-MB 的情况下

在 GX Configurator-MB 的初始设置中，设置 MODBUS 软元件分配参数。

(  8.4.2 项 )

对于设置值，设置设置内容中显示的值。(  本项 (2) (b))

2) 不使用 GX Configurator-MB 的情况下

通过顺控程序，设置 MODBUS 软元件分配参数。

(  本项 (4))
9 - 42 9.3　在 MELSECNET/H 远程 I/O 网络中使用时的程序示例
9.3.2　MODBUS 软元件分配参数



9 编程

9

编
程

10

专
用

指
令

11

故
障

排
除

附

索

(4) 程序示例

用于进行本项 (2) 的设置所需的顺控程序的示例如下所示。

(a) MELSECNET/H 互锁用程序示例

应根据 MELSECNET/H 远程主站 ( 本站 ) 及 MELSECNET/H 远程 I/O 站 ( 其它站 ) 的链

接状态采取互锁。

以下示例为使用了 MELSECNET/H 远程主站的链接状态 (SB47、SB49) 与 MELSECNET/

H 远程 I/O 站 ( 站号 1) 的链接状态 (SW70、SW74、SW78) 的通信程序的互锁。

对于定时器常数 K □，应设置如下所示的值。

设置为上述值的原因是即使在由于电缆及噪声等的状况导致网络检测出瞬间异常的情

况下也不停止控制。

此外，4倍及 3 倍为大致参考值。

要 点
关于 MELSECNET/H 远程主站与 MELSECNET/H 远程 I/O 站的互锁用程序的详细内容，

请参阅下述手册。

 Q 系列 MELSECNET/H 网络系统参考手册 ( 远程 I/O 网络篇 )

图 9.45  MELSECNET/H 的互锁用程序示例

表 9.10  定时器常数 K 的值

令牌传递状态

(T0、T2)
( 顺控程序扫描时间 ×4) 及以上

循环传送状态

参数通信状态

(T1、T3、T4)

( 顺控程序扫描时间 ×3) 及以上

SB47: 本站的令牌传递状态

SB49: 本站数据链接状态

SW70: 各站令牌传递状态

SW74: 各站循环传送状态

SW78: 各站参数通信状态

SB20: 模块状态

MODBUS软元件分配用程序: 参阅本节(4)(b)
9.3　在 MELSECNET/H 远程 I/O 网络中使用时的程序示例
9.3.2　MODBUS 软元件分配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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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编程
(b) MODBUS 软元件分配参数登录的程序示例

程序示例如下所示。

图 9.46  安装到 MELSECNET/H 远程 I/O 时的 MODBUS 软元件分配参数登录程序示例

起始软元件编号(0100H)

分配点数(512点)

初始化MODBUS软元件分配参数设置区

软元件代码(009DH)

起始线圈编号(0)

起始软元件编号(3500)

分配点数(5500点)

软元件代码(00A8H)

起始软元件编号(5500H)

分配点数(1024点)

软元件代码(F000H)

起始保持寄存器编号(0)

MODBUS软元件分配参数登录请求

正常完成

MODBUS软元件分配参数登录请求

异常完成

线圈分配1

输入寄存器
分配1

保持寄存器
分配1

通过REMTO指令将设置值写入到
QJ71MB91的缓冲存储器中

REMTO指令异常完成

起始输入寄存器编号(3499)

智能功能
模块开关设
置更改状态

登录
指令

模块
READY

异常完成时的处理

正常完成时的处理

*1

REMTO指令正常完成时，将MODBUS
软元件分配参数登录请求置为ON
9 - 44 9.3　在 MELSECNET/H 远程 I/O 网络中使用时的程序示例
9.3.2　MODBUS 软元件分配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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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表示异常发生时的处理示例。

以下为将 MODBUS 软元件分配参数登录时的出错代码等从 QJ71MB91 的缓冲存储器 ( 地址 : 0C13H ～

0C15H) 获取到 MELSECNET/H 远程主站的可编程控制器 CPU 中的示例。

图 9.47  MODBUS 软元件分配参数登录异常完成时的程序示例

要 点
1. 执行 REMFR/REMTO 指令后，在实际的数据读取 / 写入完成之前需要数个扫描。

REMFR/REMTO 指令的完成可以通过指令的完成软元件确认。

2. 进行参数设置的情况下，应通过 REMTO 指令将设置值写入至缓冲存储器中后，

在 REMTO 指令的完成软元件变为 ON 之后再进行参数登录请求。

备 注

关于 REMTO 指令的详细内容与指令异常完成时的故障排除，请参阅下述手册。

 Q 系列 MELSECNET/H 网络系统参考手册 ( 远程 I/O 网络篇 )

REMFR指令完成时的处理

正常完成时的处理

异常完成时的处理

MELSECNET/H远程主站的可编程控制器CPU中存储的数据如下所示。

•D10000: MODBUS软元件分配参数用出错代码

•D10001: 异常发生软元件类型

•D10002: 异常发生分配组编号

异常完成时的处理
9.3　在 MELSECNET/H 远程 I/O 网络中使用时的程序示例
9.3.2　MODBUS 软元件分配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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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在冗余系统中使用时的程序示例

关于编程时的注意事项及程序示例，请参阅冗余 CPU 的手册。

 QnPRHCPU 用户手册 ( 冗余系统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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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0章   专用指令

专用指令是为了使用于使用智能功能模块的功能的编程容易进行的指令。

10.1  专用指令一览与可使用软元件

(1) 专用指令一览

QJ71MB91 支持的专用指令一览如下所示。

(2) 可使用软元件

专用指令中可使用的软元件如下所示。

*1  字软元件的位指定可以作为位数据使用。

字软元件的位指定通过 ( 字软元件 ) . ( 位 No.) 进行指定。

( 位 No. 的指定为 16 进制数。)

例如，D0 的位 10 以 进行指定。

但是，定时器 (T)、累计定时器 (ST)、计数器 (C) 不可以进行位指定。

表 10.1  专用指令一览

专用指令 功能概要 参照

MBRW 对从站进行 MODBUS 软元件的读取及写入。 10.2 节

MBREQ 以任意的协议数据部分的请求报文格式与从站进行通信。 10.3 节

UINI
更改 QJ71MB91 的智能功能模块开关设置 ( 模式设置、通信速度设置 ·

传送设置、站号 )。
10.4 节

表 10.2  可使用软元件

内部软元件

文件寄存器 常数

位*1 字

X、Y、M、L、F、

V、B
T、ST、C、D、W R、ZR -

Word device Bit No.

D0.A
10.1　专用指令一览与可使用软元件
　

10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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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Z(P).MBRW

对从站进行 MODBUS 软元件的读取及写入。

图 10.1  MBRW 指令的配置
*1  本站为基本型 QCPU( 功能版本 B 及以后 )、通用型 QCPU 的情况下，可以省略第 1 个参数的 “”

( 双引号 )。

(1) 设置数据

*1  设置方如下所示。

· 用户 : 在专用指令执行前由用户设置的数据。

· 系统 : 可编程控制器 CPU 存储专用指令的执行结果。

*2   在对象 MODBUS 软元件类型指定 ((S1)+8) 中，在读取 / 写入对象的 MODBUS 软元件的类型中指定

“00H: 无指定 ” 的情况下，应指定虚拟的软元件。

*3   对于数据，与帧模式 (RTU 模式 /ASCII 模式 ) 无关，将以 RTU 格式 ( 二进制 ) 存储。

局部软元件与各程序的文件寄存器不可以作为设置数据中使用的软元件使用。

表 10.3  MBRW 指令中可使用的软元件

设置

数据

可使用软元件

内部软元件

( 系统、用户 ) 文件

寄存器

链接直接

软元件 J □ \ □

智能

功能模块

软元件

U □ \G □

变址

寄存器

Zn

常数

其它

位 字 位 字 K、H $

(S1) ― ○ ―

(D1) ― ○ ―

(S2) ― ○ ―

(D2) ○ ―

表 10.4  MBRW 指令的设置数据

设置数据 设置内容 设置方 *1 数据类型

”Un”/Un
模块的起始输入输出编号

(00H ～ FEH: 将输入输出编号以 3 位数表示时的高位 2 位数 )
用户 字符串 /BIN16 位

(S1) 存储控制数据的软元件的起始编号 用户、系统

BIN16 位
(D1)*2*3 读取数据存储软元件 系统

(S2)*2*3 写入数据存储软元件 用户

(D2)
指令完成时使其 1 个扫描 ON 的软元件

异常完成时 (D2)+1 也变为 ON。
系统 位

ZP.MBRW

Z.MBRW
Z.MBRW "Un"

指令

指令

(D1) (D2)(S2)(S1)

ZP.MBRW "Un" (D1) (D2)(S2)(S1)

[指令符号] [执行条件]

*1

*1
10 - 2 10.2　Z(P).MBR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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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控制数据

( 接下页 )

表 10.5  MBRW 指令的控制数据

软元件 项目 设置数据 设置范围 设置方
*1

(S1)+0 － 指定 0。 0 用户

(S1)+1
完成

状态

存储指令完成时的状态。

　0　 　: 正常完成

　0以外 : 异常完成 (出错代码 )(  11.4.3 项 )

― 系统

(S1)+2

MODBUS

异常响应

代码

存储来自于从站的异常响应代码。

　0     : 从站处理正常完成

　0以外 : 从站处理异常完成 (异常响应代码 )(  11.4.2 项 )

― 系统

(S1)+3 通道

指定对象通道。

　1: RS-232

　2: RS-422/485

1、2 用户

(S1)+4 － 指定 0。 0 用户

(S1)+5 对象站号

指定对象从站的站号。

　0      : 广播

　1～ 247: 对象从站站号

0～ 247 用户

(S1)+6 － 指定 0。 0 用户

(S1)+7
响应监视定时器

值 /广播延迟值

[响应监视定时器值 (在对象站号中设置 1～ 247 时 )]

指定监视来自于对象设备 ( 从站 ) 的响应的时间。(10ms 单位 )

　0        : 30 秒

　2 ～ 65535: 设置值 (响应监视定时器值 ＝ 设置值 ×10ms)

[ 广播延迟值 (在对象站号中设置 0时 )]

指定广播发送后的等待时间。(10ms 单位 )

　0        : 400ms

　2 ～ 65535: 设置值 ( 广播延迟值 ＝ 设置值 ×10ms)

关于响应监视定时器值 /广播延迟值的详细内容，请参阅下述章节。

 7.2.1 项 (4)

0

2 ～ 65535*2
用户

(S1)+8

对象 MODBUS

软元件

类型指定

指定读取 /写入对象的 MODBUS 软元件的类型。

(  本节 (2) (a))

0001H

0005H

0007H

0100H

0200H

0400H

0500H

0505H

0700H

用户

设置值 对象 MODBUS 软元件类型

00H 无指定

01H 线圈

02H 输入

04H 输入寄存器

05H 保持寄存器

07H 扩展文件寄存器

b15 b0
写入对象读取对象

b8 b7
10.2　Z(P).MBR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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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专用指令
表 10.5 MBRW 指令的控制数据 ( 续 )

软元件 项目 设置数据 设置范围 设置方
*1

(S1)+9

读

取

设

置

对象文件编

号
对象 MODBUS 软元件为扩展文件寄存器的情况下，指定文件编号。 0 ～ 65535*2*3 用户

(S1)+10

对象

MODBUS 软

元件起始编

号

指定读取对象的 MODBUS 软元件的起始编号。

对于软元件起始编号，指定软元件起始编号的低 5位数。

对于软元件起始编号，指定“( 实际的软元件编号 )-1”。

(但是，扩展文件寄存器的文件编号及软元件编号除外。)

( 例 ) 访问输入 100032 的情况下将指定 “31”。

0 ～ 65535*2*3 用户

(S1)+11 访问点数

设置 MODBUS 软元件的读取点数。

设置的访问点数的单位以如下所示的单位进行设置。

0～ 2000*3 用户

对象 MODBUS 软元件类型指定 设置的单位 可设置的访问点数

01H: 线圈

02H: 输入
位单位

 本节 (2) (a)
04H: 输入寄存器

05H: 保持寄存器

07H: 扩展文件寄存器

字单位

(S1)+12
读取数据存

储大小
设置参数 (D1) 及以后中存储的读取数据的字大小。 ― 系统

(S1)+13

写

入

设

置

对象文件编

号
对象 MODBUS 软元件为扩展文件寄存器的情况下，指定文件编号。 0 ～ 65535*2*4 用户

(S1)+14

对象

MODBUS 软

元件起始编

号

指定写入对象的 MODBUS 软元件的起始编号。

对于软元件起始编号，指定软元件起始编号的低 5位数。

对于软元件起始编号，指定“( 实际的软元件编号 )-1”。

(但是，扩展文件寄存器的文件编号及软元件编号除外。)

( 例 ) 访问保持寄存器 400032 的情况下将指定 “31”。

0 ～ 65535*2*4 用户

(S1)+15
访问

点数

设置 MODBUS 软元件的写入点数。

设置的访问点数的单位以如下所示的单位进行设置。

0～ 1968*4 用户

对象 MODBUS 软元件类型指定 设置的单位 可设置的访问点数

01H: 线圈

02H: 输入
位单位

 本节 (2) (a)
04H: 输入寄存器

05H: 保持寄存器

07H: 扩展文件寄存器

字单位

(S1)+16
写入数据存

储大小

设置参数 (S2) 及以后中存储的写入数据的字大小。

只进行读取的情况下，设置“1”。

访问对象的 MODBUS 软元件 ( 对象 MODBUS 软元件类型指定 ) 为 “01H: 线圈” 或

“02H: 输入” 的情况下，设置时应注意以下几点。

•在写入数据存储大小中设置“ 访问点数 /16( 小数点以后进位 )”。

•写入点数为小数的情况下，剩余的区域将被忽略。

(参阅要点 )

1 ～ 125 用户
10 - 4 10.2　Z(P).MBRW
　



10 专用指令

9

编
程

10

专
用

指
令

11

故
障

排
除

附

索

*1  设置方如下所示。

· 用户 : 在专用指令执行前由用户设置的数据。

· 系统 : 可编程控制器 CPU 存储专用指令的执行结果。

*2  在顺控程序中指定 32768(8000H) 及以上的值的情况下，应以 16 进制数进行设置。

*3  只进行写入的情况下，应设置“0”。

*4  只进行读取的情况下，应设置“0”。

要 点
访问从站的位软元件 ( 线圈、输入 ) 的情况下，小数位的处理如下所示。

[ 读取 ]

读取访问点数为 35 点的情况下

[ 写入 ]

写入访问点数为 5 点的情况下

～
读取

b0b0～
D100

D101

D102

b15

<读取数据存储软元件(D1)> <对象从站软元件区域>

b15
116640～116625

116656～116641

116672～116657

剩余的区域以0掩盖

写入 ～ b0～ b0

<写入数据存储软元件(S2)> <对象从站软元件区域>

b15 b15

122544～122529D300

剩余的区域被忽略
10.2　Z(P).MBR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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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对象 MODBUS 软元件类型指定

对象 MODBUS 软元件类型指定 ((S1)+8) 中可设置的组合、访问点数的可设置范围如

下所示。

对于下述以外的组合，不可以在对象 MODBUS 软元件类型指定 ((S1)+8) 中设置。

*1  对于扩展文件寄存器的读取 (FC: 20) 及扩展文件寄存器的写入 (FC: 21)，虽然可以在 1 次通信中

访问多个区域，但是通过本专用指令在 1 次通信中只可以访问 1 个区域。

*2  广播的情况下，只可以设置 0001H( 多个线圈写入 )、0005H( 多个寄存器写入 )、0007H( 扩展文件寄

存器的写入 )。

*3  只有在 0505H( 多个寄存器的读取 / 写入 ) 的情况下，才可通过 1 次的指令同时执行读取与写入。

表 10.6  对象 MODBUS 软元件类型指定的组合

对象 MODBUS 软元件类型指定

发出的功能代码

访问点数可设置范围

设置值 读取对象 写入对象 读取点数 写入点数

0100H 线圈

无指定

01 线圈读取 1 ～ 2000 点 ――

0200H 输入 02 输入读取 1 ～ 2000 点 ――

0400H 输入寄存器 04 输入寄存器读取 1 ～ 125 点 ――

0500H 保持寄存器 03 保持寄存器读取 1 ～ 125 点 ――

0700H 扩展文件寄存器*1 20 扩展文件寄存器的读取 1 ～ 124 点 ――

0001H

*2

无指定

线圈 15 多个线圈写入 ―― 1 ～ 1968 点

0005H

*2
保持寄存器 16 多个寄存器写入 ―― 1 ～ 123 点

0007H

*2
扩展文件寄存器*1 21 扩展文件寄存器的写入 ―― 1 ～ 122 点

0505H

*3
保持寄存器 保持寄存器 23 多个寄存器的读取 / 写入 1 ～ 125 点 1 ～ 121 点
10 - 6 10.2　Z(P).MBR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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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功能

以下对 MBRW 指令的功能有关内容进行说明。

(a)处理内容

对通过控制数据的对象站号指定的从站进行 MODBUS 软元件的读取及写入。

可以在任意的时机从顺控程序进行自动通信功能的通信处理。

(b)可同时执行个数

专用指令的可同时执行个数为每 1 个通道 1 个指令。

应创建顺控程序，以确保专用指令的同时执行数不超出每 1 个通道 1 个指令。

执行了超出 1 个指令的专用指令的情况下，将变为如下所示。

1) 超出 1 个指令时执行了本指令的情况下

执行的指令被忽略。

2) MBREQ 指令、UINI 指令执行中执行了本指令的情况下

执行本指令时将发生出错。

(c)帧模式的设置

帧模式 (RTU 模式 /ASCII 模式 ) 通过智能功能模块开关设置。(  6.6 节 )

(d)协议数据部分的 Start、地址字段、出错检查、END

QJ71MB91 自动添加协议数据部分的 Start、地址字段、出错检查、END。

(  4.2.1 项 )

(e)关于读取 / 写入数据存储软元件中存储的数据

数据与帧模式 (RTU 模式 /ASCII 模式 ) 无关，以 RTU 格式 ( 二进制 ) 存储。
10.2　Z(P).MBR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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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在同一通道中使用自动通信功能与 MBRW 指令的情况下

自动通信功能的响应监视定时器 / 广播延迟中，不执行 MBRW 指令。

在同一通道中使用自动通信功能与 MBRW 指令的情况下，应创建自动通信参数及顺

控程序，以便能够确保可执行 MBRW 指令的时机。(  9.2.3 项 )

(g)执行状态的确认

MBRW 指令执行中及正常 / 异常完成可以通过 MODBUS 异常响应代码 ((S1)+2)、设置

数据中指定的完成软元件 (D2) 以及异常完成软元件 ((D2)+1) 确认。

完成软元件 (D2) 在 MBRW 指令完成的扫描的 END 处理中变为 ON，在下一个 END 处

理中变为 OFF。

异常完成软元件 ((D2)+1) 在 MBRW 指令异常完成的扫描的 END 处理中变为 ON，在

下一个 END 处理中变为 OFF。( 正常完成时保持为 OFF 不变。)

图 10.2  MBRW 指令的时序图

OFF

ON
MBRW指令的执行完成

正常完成时

OFF

OFF

ON

END处理 END处理 END处理 END处理

ON异常完成时

完成软元件
(D2)

异常完成软元件
(D2)+1 1个扫描

MBRW指令

顺控程序
10 - 8 10.2　Z(P).MBR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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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出错

(a)专用指令异常完成的情况下

专用指令的异常完成时，异常完成软元件 (D2)+1 将变为 ON，出错代码将被存储到

完成状态 (S1)+1 中。

(b)从站中的处理异常完成的情况下

从站中的处理异常完成的情况下，异常响应代码将被存储到 (S1)+2 中。

(c)异常内容的确认

应根据以下内容确认出错代码及异常响应代码，并进行出错内容的确认 / 处理。
表 10.7  执行 MBRW 指令时的出错代码及异常响应代码

项目 参照

出错代码

03E8H ～ 4FFFH
QCPU 用户手册

( 硬件设计 / 维护点检篇 )

7300H ～ 11.4.3 项

异常响应代码 11.4.2 项
10.2　Z(P).MBR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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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专用指令
(5) 程序示例

对通道 1 的从站 ( 站号 1) 的保持寄存器执行如下所示的软元件读取 / 写入的程序。

帧模式设置为 RTU 模式。

QJ71MB91 的输入输出信号设置为 X/Y00 ～ X/Y1F。

图 10.3  执行 MBRW 指令时的配置示例

400500

400531

411000

411099

D100

D199

W0000

W001F

QJ71MB91
(主站)

MODBUS
从设备
(站号1)

软元件存储器

QJ71MB91
(主站)

MODBUS
从设备

100点

32点

MODBUS软元件

32点

100点

读
取

写
入

CH1(RS-232)
10 - 10 10.2　Z(P).MBR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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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4  MBRW 指令的程序示例

读取设置

写入设置

固定为0

将完成状态清零

将MODBUS异常响应代码清零

指定对象通道

固定为0

对象站号(站号1)

固定为0

响应监视定时器值(30秒)

对象MODBUS软元件类型指定
(0505H: 保持寄存器读取/写入)

对象文件编号

对象MODBUS软元件起始编号

访问点数(100点)

将读取数据存储大小清零

对象文件编号

对象MODBUS软元件起始编号

访问点数(32点)

写入数据存储大小(32点)

专用指令的执行
指令
完成

正常完成(M0: ON、M1: OFF)

异常完成(M0: ON、M1: ON)

专用指令
启动指令

模块
READY

智能功能
模块开关
设置更改
状态

正常完成时的处理

异常完成时的处理
10.2　Z(P).MBR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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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专用指令
备 注

在本样本程序中，与从站的通信中发送接收的 MODBUS 的帧如下所示。

请求报文格式 ( 主站 (QJ71MB91) →从站 )

响应报文格式 ( 从站→主站 (QJ71MB91))

数据

(H) (L) (H) (L) (H) (L) (H) (L) (H) (L)(H) (L)

地址字段 功能代码

对象站号
(01H)

功能代码
(17H)

读取起始保持
寄存器编号
(2AF7H)

读取点数
n

(0064H)

写入起始保持
寄存器编号
(01F3H)

写入点数
m

(0020H)

字节数
m×2

(0040H)

写入软元件数据
1

(W0000的值)

写入软元件数据
m

(W001F的值)

(字节数m×2)

数据

(H) (L) (H) (L)

地址字段 功能代码

本站站号
(01H)

功能代码
(17H)

(字节数n×2)

字节数
n×2
(C8H)

读取软元件数据
1

(411000的值)

读取软元件数据
n

(411099的值)
10 - 12 10.2　Z(P).MBR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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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Z(P).MBREQ

以任意的协议数据部分的请求报文格式与从站进行通信。

图 10.5  MBREQ 指令的配置
*1  本站为基本型 QCPU( 功能版本 B 及以后 )、通用型 QCPU 的情况下，可以省略第 1 个参数的 “”

( 双引号 )。

表 10.8  MBREQ 指令中可使用的软元件

设置

数据

可使用软元件

内部软元件

( 系统、用户 ) 文件

寄存器

链接直接

软元件 J □ \ □

智能

功能模块

软元件

U □ \G □

变址

寄存器

Zn

常数

其它

位 字 位 字 K、H $

(S1) ― ○ ―

(S2) ― ○ ―

(D1) ― ○ ―

(D2) ○ ―

"Un"

指令

指令

(S2) (D2)(D1)(S1)

"Un" (S2) (D2)(D1)(S1)

[指令符号]    [执行条件] 

Z.MBREQ

ZP.MBREQ

Z.MBREQ

ZP.MBREQ

*1

*1
10.3　Z(P).MBREQ
　

10 - 13



10 专用指令
(1) 设置数据

*1  设置方如下所示。

· 用户 : 在专用指令执行前由用户设置的数据。

· 系统 : 可编程控制器 CPU 存储专用指令的执行结果。

*2  数据与帧模式 (RTU 模式 /ASCII 模式 ) 无关，以 RTU 格式 ( 二进制 ) 存储。

局部软元件与各程序的文件寄存器不可以作为设置数据中使用的软元件使用。

备 注

关于协议数据部分的详细内容，请参阅下述章节。

 4.2 节

表 10.9  MBREQ 指令的设置数据

设置数据 设置内容 设置方 *1 数据类型

”Un”/Un
模块的起始输入输出编号

(00H ～ FEH: 将输入输出编号以 3 位数表示时的高位 2 位数 )
用户 字符串 /BIN16 位

(S1) 存储控制数据的软元件的起始编号 用户、系统

BIN16 位(S2) 请求报文存储起始软元件 *2 用户

(D1) 响应报文存储起始软元件 *2 系统

(D2)
指令完成时使其 1 个扫描 ON 的软元件

异常完成时 (D2)+1 也变为 ON。
系统 位
10 - 14 10.3　Z(P).MBRE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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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控制数据

*1  设置方如下所示。

· 用户 : 在专用指令执行前由用户设置的数据。

· 系统 : 可编程控制器 CPU 存储专用指令的执行结果。

*2  关于可广播的功能代码，请参阅下述章节。

 4.1 节

*3  在顺控程序中指定 32768(8000H) 及以上的值的情况下，应以 16 进制数进行设置。

表 10.10  MBREQ 指令的控制数据

软元件 项目 设置数据 设置范围 设置方 *1

(S1)+0 － 指定 0。 0 用户

(S1)+1
完成

状态

存储指令完成时的状态。

　0　　 : 正常完成

　0 以外 : 异常完成 ( 出错代码 )(  11.4.3 项 )

― 系统

(S1)+2 － 指定 0。 0 用户

(S1)+3 通道

指定对象通道。

　1: RS-232

　2: RS-422/485

1、2 用户

(S1)+4 － 指定 0。 0 用户

(S1)+5 对象站号

指定对象从站的站号。

　0      : 广播 *2

　1 ～ 247: 对象从站站号

0 ～ 247 用户

(S1)+6 － 指定 0。 0 用户

(S1)+7

响应监视

定时器值 / 广

播延迟值

[ 响应监视定时器值 ( 在对象站号中设置 1 ～ 247 时 )]

指定监视来自于对象设备 ( 从站 ) 的响应的时间。(10ms 单位 )

　0        : 30 秒

　2 ～ 65535: 设置值 ( 响应监视定时器值 ＝ 设置值×10ms)

[ 广播延迟值 ( 在对象站号中设置 0 时 )]

指定广播发送后的等待时间。(10ms 单位 )

　0        : 400ms

　2 ～ 65535: 设置值 ( 广播延迟值 ＝ 设置值 ×10ms)

关于响应监视定时器值 / 广播延迟值的详细内容，请参阅下述章节。

 7.2.1 项 (4)

0

2 ～ 65535

*3

用户
10.3　Z(P).MBRE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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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专用指令
(3) 请求报文存储软元件

*1　设置方如下所示。

· 用户 : 在专用指令执行前由用户设置的数据。

· 系统 : 可编程控制器 CPU 存储专用指令的执行结果。

表 10.11  请求报文存储软元件

软元件 项目 设置数据 设置范围 设置方*1

(S2)+0
请求报文

大小

以字节单位设置要发送的请求报文的大小 ( 功能代码 + 数据 )。

大小与帧模式 (RTU 模式 /ASCII 模式 ) 无关，应设置在 RTU 模式下发送时

的大小。

1 ～ 253 用户

(S2)+1

～

(S2)+n

请求报文

设置要发送的请求报文的内容 ( 功能代码 + 数据 )。

数据与帧模式 (RTU 模式 /ASCII 模式 ) 无关，应以 RTU 格式 ( 二进制 ) 存

储。

( 例 ) 发送通过保持寄存器读取 (FC: 03)，读取保持寄存器 440001 ～

440002 的数据的请求报文的情况下

< 要发送的请求报文的帧 (ASCII 模式的情况下 )>

图 10.6  请求报文示例

< 存储在请求报文存储软元件中的内容与顺序 >

图 10.7  存储在请求报文存储软元件中的内容与顺序

左述 用户

数据

(H) (L)(H) (L)

0 3 9 C 4 0 0 0 0 2

功能代码

功能代码 起始保持寄存器编号 读取点数

(30H) (33H) (39H) (43H) (34H) (30H) (30H) (30H) (30H) (32H)
发送顺序

5字节
(与帧模式无关，以在RTU模式下发送时的大小计算)

b0b15 b7b8

b0b15 b7b8

b0b15 b7b8

b0b15 b7b8

＜(S2)+0＞

＜(S2)+1＞

＜(S2)+2＞

＜(S2)+3＞

00H 05H

9CH 03H

00H 40H

02H00H(被忽略)

请求报文大小(＝5字节)

请求报文

发送数据存储顺序

(从软元件编号的小编号开始，按低位→高位
 字节的顺序发送请求报文。)
10 - 16 10.3　Z(P).MBRE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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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点
1. 存储在请求报文存储软元件 “(S2)+1 ～ (S2)+n” 中的请求报文的数据从软元

件编号的小编号开始按 L( 低位 ) → H( 高位 ) 字节的顺序发送。

2. 请求报文大小为奇数的情况下，最后的请求报文存储软元件的高位字节将被忽

略。(不发送数据。)
10.3　Z(P).MBRE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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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专用指令
(4) 响应报文存储软元件

*1  设置方如下所示。

· 用户 : 在专用指令执行前由用户设置的数据。

· 系统 : 可编程控制器 CPU 存储专用指令的执行结果。

*2  读取字节数为 2( 读取点数 )× 2 ＝ 4 字节。

表 10.12  响应报文存储软元件

软元件 项目 设置数据 设置范围 设置方*1

(D1)+0
响应报文

大小

以字节单位设置接收的响应报文的大小 ( 功能代码 + 数据 )。

大小与帧模式 (RTU 模式 /ASCII 模式 ) 无关，存储 RTU 模式时的大小。
－ 系统

(D1)+1

～

(D1)+m

响应报文

设置接收的响应报文的内容 ( 功能代码 + 数据 )。

数据与帧模式 (RTU 模式 /ASCII 模式 ) 无关，以 RTU 格式 ( 二进制 ) 存储。

( 例 ) 接收了保持寄存器读取 (FC: 03) 的响应报文的情况下

< 接收的响应报文帧 (ASCII 模式的情况下 )>

图 10.8  响应报文示例

< 存储在响应报文存储软元件中的内容与顺序 >

图 10.9  存储在响应报文存储软元件中的内容与顺序

左述 系统

数据

(H)

1 2

(L)

*2

0 3

(H) (L) (H) (L)

0 4 0 0 0 5 2 3 41

功能代码

功能代码 读取字节数 软元件数据 软元件数据

(30H) (33H) (30H) (34H) (30H) (30H) (30H) (35H) (31H) (32H) (33H) (34H)

(与帧模式无关，以在RTU模式下接收时的大小计算)

6字节

接收顺序

b0b15 b7b8

b0b15 b7b8

b0b15 b7b8

b0b15 b7b8

＜(D1)+0＞

＜(D1)+1＞

＜(D1)+2＞

＜(D1)+3＞

响应报文大小(＝6字节)

响应报文

接收数据存储顺序

(从软元件编号的小编号开始，按低位→高位
 字节的顺序存储响应报文。)

00H 06H

04H 03H

05H 00H

34H 12H
10 - 18 10.3　Z(P).MBRE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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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点
1. 接收的响应报文从响应报文存储软元件 “(D1)+1 ～ (D1)+n” 的软元件编号的

小编号开始按 L( 低位 ) → H( 高位 ) 字节的顺序存储。

2. 响应报文大小为奇数的情况下，最后的响应报文存储软元件的高位字节将被 0

覆盖。

(5) 功能

(a)处理内容

以任意的协议数据部分的请求报文格式与通过控制数据的对象站号指定的从站进

行通信。

(b)可同时执行个数

专用指令的可同时执行个数为每 1 个通道 1 个指令。

应创建顺控程序，以确保专用指令的同时执行数不超出每 1 个通道 1 个指令。

执行了超出 1 个指令的专用指令的情况下，将变为如下所示。

1) 超出 1 个指令时执行了本指令的情况下

执行的指令被忽略。

2) MBRW 指令、UINI 指令执行中执行了本指令的情况下

执行本指令时将发生出错。

(c)帧模式的设置

帧模式 (RTU 模式 /ASCII 模式 ) 通过智能功能模块开关设置。(  6.6 节 )

(d)协议数据部分的 Start、地址字段、出错检查、END

QJ71MB91 自动添加协议数据部分的 Start、地址字段、出错检查、END。

(  4.2.1 项 )

(e)关于请求报文 / 响应报文存储软元件中存储的数据

数据与帧模式 (RTU 模式 /ASCII 模式 ) 无关，以 RTU 格式 ( 二进制 ) 存储。
10.3　Z(P).MBRE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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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专用指令
(f)在同一通道中使用自动通信功能与 MBREQ 指令的情况下

自动通信功能的响应监视定时器 / 广播延迟中，不执行 MBREQ 指令。

在同一通道中使用自动通信功能与 MBREQ 指令的情况下，应创建自动通信参数及顺

控程序，以便能够确保可执行 MBREQ 指令的时机。(  9.2.3 项 )

(g)执行状态的确认

MBREQ 指令执行中及正常 / 异常完成可以通过设置数据中指定的完成软元件 (D2)

以及异常完成软元件 ((D2)+1) 确认。

图 10.10  MBREQ 指令的时序图

完成软元件 (D2) 在 MBREQ 指令完成的扫描的 END 处理中变为 ON，在下一个 END 处

理中变为 OFF。

异常完成软元件 ((D2)+1) 在 MBREQ 指令异常完成的扫描的 END 处理中变为 ON，在

下一个 END 处理中变为 OFF。( 正常完成时保持为 OFF 不变。)

顺控程序

MBREQ指令 OFF

ON
MBREQ指令的执行完成

正常完成时

OFF

OFF

ON

完成软元件
(D2)

异常完成软元件
(D2)+1

END处理 END处理 END处理 END处理

ON异常完成时

1个扫描
10 - 20 10.3　Z(P).MBRE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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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出错

(a)专用指令异常完成的情况下

专用指令的异常完成时，异常完成软元件 (D2)+1 将变为 ON，出错代码将被存储到

完成状态 (S1)+1 中。

(b)异常内容的确认

应根据出错代码在以下内容中确认，并进行出错内容的确认 / 处理。

要 点
1. 在本指令中，在缓冲存储器的出错日志 ( 地址 : 0CFEH ～ 0DFFH) 中不存储异

常响应代码及功能代码。

异常响应代码及功能代码应通过响应报文存储软元件中存储的响应报文确认。

(  本节 (4))

2. 本指令即使在对象的从设备异常响应的情况下也会正常完成。

指令正常完成的情况下，应根据响应报文的功能代码的最高位，判断是正常响

应还是异常响应。(异常响应的情况下，接收数据第 1 字节的最高位将变为

ON。)

异常响应的情况下，应确认响应报文的异常响应代码 (接收数据的第 2字节 )，

并进行处理。(  11.4.2 项 )

3. 在本指令中，详细 LED 状态的 ACK. 及 NAK 状态不变化。

通信处理是正常完成还是异常完成应通过响应报文存储软元件中存储的响应报

文确认。(  本节 (4))

4. 将无响应报文的请求报文*1 发送到从站中的情况下，应注意以下几点。( 广播

除外 )

 • 应在响应监视定时器值 (S1)+7 中指定足够的时间，以便从站处理请求报

文。

 • 即使在指令正常完成时也会发生响应监视定时器超时出错 ( 出错代码 : 

7379H)。

发生响应监视定时器超时出错 ( 出错代码 : 7379H) 时，应视为正常完成。

*1 无响应报文的请求报文如下所示。(MODBUS 标准功能的情况下 )

· 至只听模式的过渡 ( 4.11.5 项 )

· 只听模式中的从站的通信重启选项 ( 4.11.2 项 )

表 10.13  执行 MBREQ 指令时的出错代码

项目 参照

出错代码
03E8H ～ 4FFFH

QCPU 用户手册

( 硬件设计 / 维护点检篇 )

7300H ～ 11.4.3 项
10.3　Z(P).MBRE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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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专用指令
(7) 程序示例

发送对通道 2 的从站 ( 站号 1) 的保持寄存器 400003 写入通过 0008H 进行了 OR 掩码的

值的请求报文 ( 保持寄存器的掩码写入 (FC: 22)) 的程序。

(a)程序示例的动作

(b)通过 MBREQ 指令发送 / 接收的帧 (RTU 模式的情况下 )

1) 请求报文格式 ( 主站 (QJ71MB91) →从站 )

2) 响应报文格式

< 正常完成时 >

图 10.11  执行 MBREQ 指令时的配置示例

图 10.12  发送的请求报文格式示例

图 10.13  接收的响应报文格式 ( 正常完成时 )

000000000000000

4

2

5

3

1

6
7

(FG)

(FG)

RS-232

/485RS-422CH2

RDB

RDA

SDB
SG
SDA

CH1

QJ71MB91
RUN

RD

NEU.
SD
NEU.

RD
SDCH1 CH2

ERR.

b15 b5

1
b15 b5

1

b3 b0 b3 b0

QJ71MB91
(主站)

MODBUS
从设备
(站号1)

CH2(RS-422或RS-485)

<OR掩码值> <保持寄存器400003>
掩码写入

(OR)

数据

(H) (L) (H) (L) (H) (L)

地址字段

对象站号

功能代码

功能代码

16H

对象保持寄存器编号

00H 02H

AND掩码值

01H 00H 00H 00H

OR掩码值
(0008H)

08H

发送顺序

7字节

数据

(H) (L) (H) (L) (H) (L)

地址字段

本站站号

01H

功能代码

功能代码

16H

对象保持寄存器编号

00H 00H 00H 00H02H

AND掩码值 OR掩码值
(0008H)

08H

7字节

接收顺序
10 - 22 10.3　Z(P).MBRE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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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异常完成时 >

*1  关于异常响应代码的详细内容，请参阅下述章节。

 11.4.2 项

(c)顺控程序

QJ71MB91 的输入输出信号为 X/Y00 ～ X/Y1F 时的程序示例。

*1  D301.7 为响应报文中存储的功能代码的最高位。

异常完成时，功能代码的最高位将变为 ON。

图 10.15  MBREQ 指令程序示例

图 10.14  接收的响应报文格式 ( 异常完成时 )

数据地址字段 功能代码

功能代码本站站号 异常响应代码*1

接收顺序

01H 96H

2字节

专用指令
启动指令

请求报文

正常完成(M0: ON、M1: OFF)

异常完成(M0: ON、M1: ON)

固定为0

将完成状态清零

固定为0

指定对象通道

固定为0

对象站号(站号1)

固定为0

响应监视定时器值(5秒)

请求报文大小

专用指令的执行

正常完成•异常响应时的处理

异常完成时的处理 

正常完成•正常响应时的处理
*1

*1

指令
完成

模块
READY

智能功能
模块开关
设置更改
状态
10.3　Z(P).MBRE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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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ZP.UINI

更改 QJ71MB91 的智能功能模块开关设置 ( 模式设置、通信速度设置 · 传送设置、站号 )。

图 10.16  UINI 指令的配置

*1  本站为基本型 QCPU( 功能版本 B 及以后 )、通用型 QCPU 的情况下，可以省略第 1 个参数的 “”

( 双引号 )。

(1) 设置数据

*1  设置方如下所示。

· 用户 : 在专用指令执行前由用户设置的数据。

· 系统 : 可编程控制器 CPU 存储专用指令的执行结果。

局部软元件与各程序的文件寄存器不可以作为设置数据中使用的软元件使用。

表 10.14  UINI 指令中可使用的软元件

设置

数据

可使用软元件

内部软元件

( 系统、用户 ) 文件

寄存器

链接直接

软元件 J □ \ □

智能

功能模块

软元件

U □ \G □

变址

寄存器

Zn

常数

其它

位 字 位 字 K、H $

(S1) ― ○ ―

(D1) ○ ―

表 10.15  UINI 指令的设置数据

设置数据 设置内容 设置方 *1 数据类型

”Un”/Un
模块的起始输入输出编号

(00H ～ FEH: 将输入输出编号以 3 位数表示时的高位 2 位数 )
用户 字符串 /BIN16 位

(S1) 存储控制数据的软元件的起始编号 用户、系统 BIN16 位

(D1)
指令完成时使其 1 个扫描 ON 的软元件

异常完成时，(D1)+1 也变为 ON。
系统 位

(D1)(S1)

[指令符号]  [执行条件]

ZP.UINI
"Un"ZP.UINI
10 - 24 10.4　ZP.UI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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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控制数据

*1　设置方如下所示。

· 用户 : 在专用指令执行前由用户设置的数据。

· 系统 : 可编程控制器 CPU 存储专用指令的执行结果。

*2  执行类型为 1 的情况下，(S1)+3 ～ (S1)+7 的设置值将被忽略。

(a)模式设置

设置 QJ71MB91 的动作模式。

要 点
在 UINI 指令中，无法将模式设置更改为硬件测试或自回送测试。

应在 GX Developer 的智能功能模块开关设置中进行更改。

表 10.16  UINI 指令的控制数据

软元件 项目 设置数据 设置范围 设置方
*1

(S1)+0 － 指定 0。 0 用户

(S1)+1
完成

状态

存储指令完成时的状态。

　0　 　: 正常完成

　0以外 : 异常完成 (出错代码 )(  11.4.3 项 )

― 系统

(S1)+2 执行类型

指定执行类型。

　0: 将设置更改为 (S1)+3 ～ (S1)+7 的设置内容。

　1: 将设置返回到 GX Developer 中设置的智能功能模块开关设置的内容。*2

0、1 用户

(S1)+3
CH1 模式设置

( 开关 1)

指定 CH1 的模式。

( 本节 (2) (a))
0 ～ 2 用户

(S1)+4

CH1 通信速度设

置 · 传送设置

( 开关 2)

指定 CH1 的通信速度设置 · 传送指定。

( 本节 (2) (b))
0 ～ 0B7EH 用户

(S1)+5
CH2 模式设置

( 开关 3)

指定 CH2 的模式。

( 本节 (2) (a))
0 ～ 2 用户

(S1)+6

CH2 通信速度设

置 · 传送设置

( 开关 4)

指定 CH2 的通信速度设置 · 传送指定。

( 本节 (2) (b))
0 ～ 0B7EH 用户

(S1)+7
CH1/CH2 站号设

置 (开关 5)

指定本站的站号。

( 本节 (2) (c))
0 ～ F7H 用户

(S1)+8 ～

(S1)+12
－ 指定 0。 0 用户

表 10.17  CH1/CH2 模式设置

设置值 动作模式 内容

0000H 主站功能 作为主站进行通信。

0001H 从站功能 作为从站进行通信。

0002H 联动动作 (从站功能 )
使用联动功能在 CH1 与 CH2 之间对数据进行中继。

(  5.3.3 项 )
10.4　ZP.UI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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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通信速度设置· 传送设置

进行与对象设备的通信速度设置及传送设置。

1) 传送设置

*1  RTU 模式时，应设置为 OFF(8 位 )。

图 10.17  通信速度设置· 传送设置的配置

表 10.18  传送设置

位 项目 OFF(0) ON(1) 内容

b0 未使用 固定为 OFF(0) －

b1 数据位 *1 8 7 设置数据位。

b2 奇偶校验位的有无 有 无
设置奇偶校验位的有无。

将奇偶校验位设置为 “有 ”的情况下，进行垂直奇偶校验。

b3 奇数 / 偶数奇偶校验 偶数 奇数

设置奇数 / 偶数奇偶检验。

仅在 “ 奇偶校验位的有无 ”设置为“有 ” 的情况下，本设置

才有效。

b4 停止位 1 2 设置停止位。

b5 帧模式 RTU 模式 ASCII 模式 设置帧模式。(  4.2.1 项 )

b6 RUN 中写入 禁止 允许

设置在可编程控制器 CPU 为 RUN 中的情况下，允许 / 禁止通过来

自于主站的请求报文将数据写入到可编程控制器 CPU 中。

设置为 RUN 中写入禁止时，从主站接收了软元件写入的请求报文

的情况下，QJ71MB91 将异常响应。

仅在相应通道为从站功能的情况下，本设置才有效。

b7 未使用 固定为 OFF(0) －

b0b1b2b3b4b5b6b7b8b9

通信速度设置 传送设置

b15 b14 b13 b12 b11 b10
10 - 26 10.4　ZP.UI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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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通信速度设置*1*2

*1   2 个通道的通信速度的合计可以设置在 115200bps 之内。

*2   对于未使用通道的通信速度设置，应不设置或设置为 07H( 初始值 )。

(c) CH1/CH2 站号设置

设置 QJ71MB91 的站号。

主站功能的情况下，应设置 00H。

从站站号的情况下，应设置以下值。

*1   设置了表中所示的设置值以外的值的情况下，将发生开关出错。

表 10.19  通信速度设置

通信速度

位位置

通信速度

位位置

b15 ～ b8 b15 ～ b8

300bps 00H 14400bps 06H

600bps 01H 19200bps 07H

1200bps 02H 28800bps 08H

2400bps 03H 38400bps 09H

4800bps 04H 57600bps 0AH

9600bps 05H 115200bps 0BH

图 10.18  CH1/CH2 站号设置的配置

表 10.20  站号设置

设置值*1 内容

1H ～ F7H 设置从站的站号 (1 ～ 247)。

b0b1b2b3b4b5b6b7b8b9b15 b14 b13 b12 b11 b10

CH2侧站号 CH1侧站号
10.4　ZP.UI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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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功能

(a)处理内容

QJ71MB91 的动作中进行智能功能模块开关设置的更改。

(b)通过缓冲存储器进行确认

更改的智能功能模块开关设置可以通过如下所示的缓冲存储器确认。

(c)执行状态的确认

UINI 指令执行中及正常 / 异常完成可以通过完成状态 ((S1)+1)、完成软元件 (D1)

以及异常完成软元件 ((D1)+1) 确认。

完成软元件 (D1) 在 UINI 指令完成的扫描的 END 处理中变为 ON，在下一个 END 处

理中变为 OFF。

异常完成软元件 ((D1)+1) 在 UINI 指令异常完成的扫描的 END 处理中变为 ON，在

下一个 END 处理中变为 OFF。( 正常完成时保持为 OFF 不变。)

表 10.21  通过缓冲存储器进行确认

地址 名称 内容

0C06H CH1 动作模式状态 存储当前的 CH1 动作模式。

0C07H CH1 通信速度· 传送状态 存储当前的 CH1 通信速度 · 传送状态。

0C08H CH2 动作模式状态 存储当前的 CH2 动作模式。

0C09H CH2 通信速度· 传送状态 存储当前的 CH2 通信速度 · 传送状态。

0C0AH CH1/CH2 站号状态 存储当前的 CH1、CH2 站号状态。

图 10.19  UINI 指令的时序图

顺控程序 END处理 END处理

UINI指令执行

END处理 END处理

UINI指令

完成软元件

OFF

OFF

OFF

OFF

ON

ON

ON

异常完成软元件

QJ71MB91 设置处理

不可通信范围

智能功能
模块开关设
置更改状态
(X10)

异常完成时

正常完成时

1个扫描
10 - 28 10.4　ZP.UI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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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出错

专用指令的异常完成时，异常完成软元件 ((D1)+1) 将变为 ON，出错代码将被存储到

完成状态 ((S1)+1) 中。

(5) 注意事项

(a) UINI 指令的执行前

执行 UINI 指令的情况下，应停止通信。

由于执行 UINI 指令时通信停止，因此如果在通信中执行 UINI 指令，通信可能会异

常完成。

(b)更改了通信速度设置 · 传送设置的情况下

对象设备侧的通信速度设置 · 传送设置也应更改为相同的设置。

设置与对象设备侧不相同时，将无法进行通信。

(c)更改了 CH1/CH2 站号设置的情况下

应将对象设备侧的请求报文的站号设置为更改后的 QJ71MB91 的站号。

站号不相同时，将无法进行通信。

(d) UINI 指令执行后的自动通信功能

如果执行 UINI 指令，自动通信功能将停止，且自动通信参数将返回到初始值。

UINI 指令执行后使用自动通信功能的情况下，应在 UINI 指令执行后重新登录自动

通信参数。

(e)与其它专用指令的同时执行

UINI 指令的执行中，不可以执行其它专用指令。

应进行编程，以确保完成软元件 (D1) 为 ON 后，再执行其它专用指令。

(f) QJ71MB91 被安装到 MELSECNET/H 远程 I/O 站中的情况下

不可以执行专用指令。
10.4　ZP.UI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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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程序示例

将智能功能模块开关设置更改为以下设置的程序。

QJ71MB91 的输入输出信号设置为 X/Y00 ～ X/Y1F。

图 10.20  UINI 指令的程序示例

开关 内容 设置值 设置内容

开关 1 CH1 模式设置 0000H 主站功能

开关 2
CH1 通信速度设置· 传

送设置
0740H

通信速度 : 19200bps

数据位 : 8

奇偶校验位的有无 : 有

奇数 / 偶数奇偶校检 : 偶数

停止位 : 1

帧模式 : RTU 模式

RUN 中写入 : 允许

开关 3 CH2 模式设置 0001H 从站功能

开关 4
CH2 通信速度设置· 传

送设置
0560H

通信速度 : 9600bps

数据位 : 8

奇偶校验位的有无 : 有

奇数 / 偶数奇偶校检 : 偶数

停止位 : 1

帧模式 : ASCII 模式

RUN 中写入 : 允许

开关 5 CH1/CH2 站号设置 0200H CH1: 站号 0、CH2: 站号 2

正常完成时的处理

异常完成时的处理

将专用指令启动指令脉冲化

将控制数据清零

将完成状态清零

指定执行类型

CH1模式设置(开关1)

CH1通信速度•传送设置(开关2)

CH2模式设置(开关3)

CH2通信速度•传送设置(开关4)

CH1/CH2站号设置(开关5)

专用指令的执行

正常完成(M0: ON、M1: OFF)

异常完成(M0: ON、M1: ON)   

指令
完成
10 - 30 10.4　ZP.UI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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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1章   故障排除

本章对出错的内容及处理方法有关内容进行说明。

11.1  故障排除

(1) 通过 LED 进行故障排除

( 接下页 )

表 11.1  通过 LED 进行故障排除一览

No. 现象 检查内容 处理方法 参照

1 RUN LED 熄灯。

QJ71MB91 的安装有无异常 ? 将电源置为 OFF，重新安装 QJ71MB91。 6.1 节

电源容量是否足够 ? 讨论更换电源模块。 3.1 节

可编程控制器 CPU 中有无异常 ?

可编程控制器 CPU 中有异常的情况下，请

参阅 QCPU 用户手册 ( 硬件设计 / 维护点检

篇 )，进行处理。

―

是否发生看门狗定时器出错 (X1F)?

•复位可编程控制器 CPU，或重新投入电

源。

•即使重新复位后仍不能解决问题的情况

下，可能是硬件异常。实施硬件测试，

并讨论更换 QJ71MB91。

6.4.1 项

2 ERR.LED 亮灯。

智能功能模块开关的动作模式设置的值是

否正确 ?

确认各智能功能模块开关的设置范围，并

对值进行修改。
6.6 节

智能功能模块开关的通信速度设置 ·传送

设置的值是否正确 ?

智能功能模块开关的站号设置的值是否正

确 ?

是否将 QJ71MB91 安装到 A模式的 QCPU 中 ? 将 QJ71MB91 安装到 Q 模式的 QCPU 中。 2.1 节

是否处于硬件测试模式、自回送测试模式 ?

•确认 QJ71MB91 的安装状态后，再次实施

测试。

•ERR.LED 再次亮灯的情况下，可能是硬

件异常。

讨论更换 QJ71MB91 等。

6.4.1 项

6.4.2 项

参阅 “RUN LED 熄灯。”。 本节 (1)-1

自动通信参数登录异常完成 (X5/XD) 是否

处于 ON 状态 ?

参阅“自动通信参数登录异常完成 (X5/

XD) 变为了 ON。”。
本节 (2)-3

MODBUS 软元件分配参数登录异常完成 (X9)

是否处于 ON 状态 ?

参阅“MODBUS 软元件分配参数登录异常完

成 (X9) 变为了 ON。”。
本节 (2)-4

自动通信功能异常状态 (X7/XF) 是否处于

ON 状态 ?

参阅“自动通信功能异常状态 (X7/XF) 变

为了 ON。”。

使 ERR.LED 熄灯。

本节 (2)-7
11.1　故障排除
　

11 - 1



11 故障排除
表 11.1 通过 LED 进行故障排除一览 ( 续 )

No. 现象 检查内容 处理方法 参照

2 ERR.LED 亮灯。

使用了专用指令的情况下，专用指令是否

发生出错 ?

参阅 “ 专用指令异常完成。”。

使 ERR.LED 熄灯。
本节 (3)-2

确认出错日志中发生的出错代码。
对发生的出错代码进行处理。

使 ERR.LED 熄灯。

11.4.1 项

11.5 节

参阅 “ 即使在设置正常完成的状态下也无法与对象设备进行通信。”。 本节 (3)-7

3 NEU. LED 不闪烁。

使用了自动通信功能的情况下

参阅 “ 自动通信功能动作状态 (X6/XE) 未

变为 ON。”、“自动通信功能异常状态

(X7/XF) 变为了 ON。”。

本节 (2)-5、

本节 (2)-7

使用了专用指令的情况下 参阅 “ 专用指令未执行。”。 本节 (3)-1

使用了从站功能的情况下
参阅 “QJ71MB91 的从站功能未对请求报文

返回响应报文。”。
本节 (3)-3

使用从站功能的情况下，对 QJ71MB91 发送

的请求报文的站号是否正确 ?
调整站号。

第 4 章

6.6 节

4

即使进行发送，SD LED 也

不闪烁。

应该已经接收，但 RD LED

不闪烁。

使用了自动通信功能的情况下

参阅 “ 自动通信功能动作状态 (X6/XE) 未

变为 ON。”、“自动通信功能异常状态

(X7/XF) 变为了 ON。”。

本节 (2)-5、

(2)-7

使用了专用指令的情况下 参阅 “ 专用指令未执行。”。 本节 (3)-1

使用了从站功能的情况下
参阅 “QJ71MB91 的从站功能未对请求报文

返回响应报文。”。
本节 (3)-3
11 - 2 11.1　故障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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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通过 X 信号进行故障排除

( 接下页 )

表 11.2  通过 X 信号进行故障排除一览

No. 现象 检查内容 处理方法 参照

1
模块 READY(X0) 变为了

OFF。
参阅 “RUN LED 熄灯。”。 本节 (1)-1

2
看门狗定时器出错 (X1F)

变为了 ON。

3
自动通信参数登录异常完

成 (X5/XD) 变为了 ON。

参阅缓冲存储器的自动通信参数用出错代

码存储区 ( 地址 : 0C16H/0C18H)，对出错

代码进行确认。

对发生的出错代码进行处理，并进行重试。 11.4 节

4

MODBUS 软元件分配参数登

录异常完成 (X9) 变为了

ON。

通过缓冲存储器的 MODBUS 软元件分配参数

用出错代码存储区 ( 地址 : 0C13H) 对出错

代码进行确认。

对发生的出错代码进行处理，并进行重试。 11.4 节

5
自动通信功能动作状态

(X6/XE) 未变为 ON。

是否启动了自动通信功能 ?

通过 GX Configurator-MB 对自动通信参数

进行登录· 启动。

或者，通过顺控程序对自动通信参数进行

登录·启动。

7.2 节

9.1.1 项

自动通信参数登录异常完成 (X5/XD) 是否

处于 ON 状态 ?

参阅“自动通信参数登录异常完成 (X5/

XD) 变为了 ON。”。
本节 (2)-3

6
自动通信功能动作状态

(X6/XE) 变为了 OFF。

是否进行了自动通信功能停止请求 (Y6/

YE)?
再次启动自动通信功能。 5.2.1 项

是否执行了 UINI 指令 ?
执行 UINI 指令后，重新登录自动通信参

数，并启动自动通信功能。
7.2 节

7
自动通信功能异常状态

(X7/XF) 变为了 ON。
是否可以与对象设备进行通信 ?

参阅缓冲存储器的自动通信功能动作状态

存储区 (0C20H ～ 0C21H/0C22H ～ 0C23H)，

对发生了异常的参数编号进行特定。

对对应的自动通信功能出错代码存储区

(0C28H ～ 0C47H/0C48H ～ 0C67H) 中存储的

出错代码或来自于对象从站的异常响应代

码进行处理。

11.4 节
11.1　故障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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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故障排除
*1 参数是指 “自动通信参数”与 “MODBUS 软元件分配参数”。

表 11.2 通过 X 信号进行故障排除一览 ( 续 )

No. 现象 检查内容 处理方法 参照

7
自动通信功能异常状态

(X7/XF) 变为了 ON。

自动通信参数的定时器设置是否合适 ?

•确认对象设备的处理时间。

•确认由于下一个请求间隔定时器较短，

因此在对象设备未返回响应期间是否进

行了下一个请求发送。

•确认由于响应监视定时器较短，因此在

对象设备未返回响应期间是否因时间到

而导致发生了出错。

发生了出错的情况下，增大响应监视定

时器值。

•确认由于广播延迟较短，因此在对象设

备的处理未结束期间，是否进行了下一

个的请求发送。

发生了出错的情况下，增大广播延迟值。

7.2.1 项

是否在同一通道中使用了自动通信功能与

MBRW 指令、MBREQ 指令 ?

创建自动通信参数及顺控程序，以便能够确

保可执行 MBRW指令、MBREQ指令的时机。
9.2.3 项

8

CH 通用 /CH1 出错 (X1B)

或 CH2 出错 (X1C) 变为了

ON。

参阅 “ERR. LED 亮灯。”。 本节 (1)-2

9
MODBUS 软元件分配参数登

录有无 (XA) 未变为 ON。

是否使用从站功能 ?
不使用从站功能的情况下，MODBUS 软元件

分配参数登录有无 (XA) 将变为 OFF。
―

MODBUS 软元件分配参数的登录是否已完成 ?

通过 GX Configurator-MB 登录 MODBUS 软

元件分配参数。

或者，通过顺控程序登录 MODBUS 软元件分

配参数。

7.3 节

9.1.2 项

在智能功能模块开关的 MODBUS 软元件分配

参数启动方法的设置中，选择“OFF: 以默

认参数启动 ”。

6.6 节

MODBUS 软元件分配参数登录异常完成 (X9)

是否处于 ON 状态 ?

参阅 “MODBUS 软元件分配参数登录异常完

成 (X9) 变为了 ON”。
本节 (2)-4

通过以下两种方法设置了参数的情况下，

在 MODBUS 软元件分配参数登录有无 (X0A)

变为 ON 之前 (QJ71MB91 正在将已设置的参

数置为有效 ) 是否通过顺控程序设置了参

数 ?*1

•GX Configurator-MB 或 GX Works2

•顺控程序

在 MODBUS 软元件分配参数登录有无 (X0A)

变为 ON 之后再通过顺控程序设置参数。*1

7.1 节
通过以下两种方法设置了相同的参数的情

况下，通过以下任意一种方法进行参数的

设置。*1

•GX Configurator-MB 或 GX Works2

•顺控程序
11 - 4 11.1　故障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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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通过其它现象进行故障排除

( 接下页 )

表 11.3  通过其它现象进行故障排除一览

No. 现象 检查内容 处理方法 参照

1
专用指令未执行。

( 完成软元件未变为 ON。)

是否启动了专用指令 ? 启动专用指令。 ―

可编程控制器 CPU 是否处于 RUN 状态 ? 将可编程控制器 CPU 置为 RUN。 ―

是否启动了超出可同时执行个数 ( 每 1 个

通道 1 个 ) 的专用指令 ?

执行中的专用指令完成之后，再进行重

试。
第 10 章

专用指令是否异常完成 ? 参阅“专用指令异常完成。”。 本节 (3)-2

是否已经处于执行状态且等待来自于对象

设备的响应 ?

•等待经过专用指令的响应监视定时器。

•确认对象设备的状态。

•发生了出错的情况下，参阅 “ 专用指令

异常完成。”。

本节 (3)-2

2 专用指令异常完成。

确认专用指令的控制数据中存储的出错代

码、异常响应代码。

对发生的出错代码、异常响应代码进行处

理，并进行重试。

第 10 章

11.4 节

对象设备是否支持相应功能代码 ?

<<MBRW 指令的情况下 >>

重新审核控制数据的软元件类型的设置，

以确保发出对象设备支持的功能代码。

10.2 节

<<MBREQ 指令的情况下 >>

重新审核发送数据，并发出对象设备支持

的功能代码。

10.3 节

MBREQ 指令的情况下，创建的请求报文的

内容是否正确 ?
重新创建正确的请求报文，并进行重试。

第 4章

10.3 节

专用指令的响应监视定时器 / 广播延迟是

否合适 ?

•确认对象设备的处理时间。

•确认由于响应监视定时器较短，因此在

对象设备未返回响应期间是否因时间到

而导致发生了出错。

发生了出错的情况下，增大响应监视定

时器值。

•确认由于广播延迟较短，因此在对象设

备的处理未结束期间，是否进行了下一

个的请求发送。

发生了出错的情况下，增大广播延迟值。

7.2.1 项
11.1　故障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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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故障排除
( 接下页 )

表 11.3 通过其它现象进行故障排除一览 ( 续 )

No. 现象 检查内容 处理方法 参照

2 专用指令异常完成。

是否通过 MBREQ 指令，将无响应报文的请

求报文发送到从站中 ? ( 广播除外 )

响应监视定时器超时出错 ( 出错代码 : 

7379H) 可被视为正常完成。
10.3 节 (6)

是否在同一通道中使用了自动通信功能与

MBRW 指令、MBREQ 指令 ?

创建自动通信参数及顺控程序，以便能够确

保可执行 MBRW指令、MBREQ指令的时机。
9.2.3 项

参阅 “ 即使在设置正常完成的状态下也无法与对象设备进行通信。”。 本节 (3)-7

3
QJ71MB91 的从站功能未对

请求报文返回响应报文。

MODBUS 软元件分配参数登录有无 (XA) 是

否处于 ON 状态 ?

参阅 “MODBUS 软元件分配参数登录有无

(XA) 未变为 ON”。
本节 (2)-9

QJ71MB91 是否返回了异常响应代码 ? 确认异常响应代码的内容，并进行处理。 11.4.2 项

参阅缓冲存储器的出错日志 ( 地址 : 0CFEH

～ 0DFFH) 对发生的出错代码进行确认。
对发生的出错代码进行处理。 11.4.1 项

主站对 QJ71MB91 发送的请求报文的内容是

否正确 ?
修改主站发出的请求报文。 第 4 章

主站对 QJ71MB91 发送的请求报文的站号是

否正确 ?

将主站发出的请求报文的站号与 QJ71MB91

的站号相匹配。
第 4 章

参阅 “ 即使在设置正常完成的状态下也无法与对象设备进行通信。”。 本节 (3)-7

4 出错日志中发生了出错。

参阅缓冲存储器的出错日志 ( 地址 : 0CFEH

～ 0DFFH) 对发生的出错代码进行确认。
对发生的出错代码进行处理。 11.4.3 项

参阅 “ 即使在设置正常完成的状态下也无法与对象设备进行通信。”。 本节 (3)-7

5 诊断计数器已计数。 主站

例外出错接收计数器

通过缓冲存储器的出错日志 ( 地址 : 0CFEH

～ 0DFFH) 检查从从站返回的异常响应代

码，并调查从站以解决出错的原因。

11.3 节

11.4.1 项

无从站响应计数器
参阅响应监视定时器超时出错(出错代码: 

7378H ～ 7379H) 的处理。

11.3 节

11.4.3 项

NAK 接收计数器
调查返回出错的从站并解决出错的原因。 ―

忙接收计数器

报文废弃计数器

•通信线路上有 2 个主站的情况下，卸下

其它主站。

•响应监视定时器超时出错后返回了响应的

情况下，参阅响应监视定时器超时出错

(出错代码 : 7378H ～ 7379H) 的处理。

•在其它站未接收到请求的状况下发送了

报文时，调查其它站。

11.3 节

11.4.3 项
11 - 6 11.1　故障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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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3 通过其它现象进行故障排除一览 ( 续 )

No. 现象 检查内容 处理方法 参照

5 诊断计数器已计数。

从站

报文废弃计数器
由于废弃了发往其它站的报文，因此无问

题。
11.3 节

例外出错计数器
检查缓冲存储器的出错日志 (地址 : 0CFEH

～ 0DFFH)，并对发生的出错代码进行处理。
11.4.1 项

主站 / 从

站

总线通信出错计数器
检查缓冲存储器的出错日志 (地址 : 0CFEH

～ 0DFFH)，并对发生的出错代码进行处理。
11.4.1 项

字符溢出出错计数器
参阅字符溢出出错 ( 出错代码 : 7399H) 的

处理。

11.3 节

11.4.3 项

数据废弃计数器

•连接到通信中的线路上并实施了电源投

入、线路连接的情况下，不要对通信中

的线路进行这类操作。尤其在没有问题

的情况下无需采取任何措施。

•对发送中的设备进行了电源 OFF、复位、

线路断开的情况下，不要在发送中进行

这类操作。尤其在没有问题的情况下无

需采取任何措施。

•报文异常的情况下，参阅 “ 即使在设置

正常完成的状态下也无法与对象设备进

行通信。”。

本节 (3)-7

发送失败计数器
参阅 CS 信号 OFF 出错 ( 出错代码 : 7403H)

的处理。
11.4.3 项

6
通信事件日志中发生了出

错。

发生通信出错
检查缓冲存储器的出错日志 (地址 : 0CFEH

～ 0DFFH)，并对发生的出错代码进行处理。
11.4.1 项

发生字符溢出出错
参阅字符溢出出错 ( 出错代码 : 7399H) 的

处理。
11.4.3 项

发生报文异常
检查缓冲存储器的出错日志 (地址 : 0CFEH

～ 0DFFH)，并对发生的出错代码进行处理。
11.4.1 项

发生处理中断

7

即使在设置正常完成的状

态下也无法与对象设备进

行通信。

站号的设置是否正确 ?
设置中有问题的情况下，修改智能功能模

块开关的设置，并进行复位。
6.6 节

QJ71MB91 的传送设置是否与对象设备一致 ?

再次确认设置，设置中有问题的情况下，

修改智能功能模块开关的设置，并进行复

位。

6.6 节

帧模式 (RTU 模式 /ASCII 模式 ) 设置是否

正确 ?

设置中有问题的情况下，修改智能功能模

块开关的设置，并进行复位。
6.6 节
11.1　故障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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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故障排除
表 11.3 通过其它现象进行故障排除一览 ( 续 )

No. 现象 检查内容 处理方法 参照

7

即使在设置正常完成的状

态下也无法与对象设备进

行通信。

QJ71MB91 与对象设备的通信电缆是否牢固

连接 ?
牢固连接通信电缆。 6.5 节

通信电缆的配线是否正确 ? 确认所使用的通信电缆的规格。
3.2 节

3.3 节

所使用的通信电缆的规格是否正确 ? 确认所使用的通信电缆的规格。
3.2 节

3.3 节

使用 RS-422/485，且 2 线的设备与 4 线的

设备混合使用的情况下，配线是否正确 ?
确认各设备的规格，并重新审核配线。 6.5.2 项

检查通信对象设备侧。

•是否发生了出错 ?

•是否处于可动作的状态 ?

•是否正在尝试与 QJ71MB91 进行通信 ?

通信对象侧发生了问题的情况下进行确认

及处理。
―

QJ71MB91 为主站的情况下，是否存在其它

主站 ?

MODBUS 系统中只有 1 个主站。卸下其它主

站。
―

QJ71MB91 为主站的情况下，通信对象设备

是否为 MODBUS 从设备 ?
将通信对象设备置为 MODBUS 从设备。 ―

QJ71MB91 为从站的情况下，通信对象设备

是否为 MODBUS 主设备 ?
将通信对象设备置为 MODBUS 主设备。 ―

8

自动通信功能中的与从站

的通信间隔时间长于通过

自动通信参数下一个请求

间隔定时器值指定的时间。

到专用指令的完成为止的

时间较慢。

检查通信对象设备侧。

•是否发生了出错 ?

•是否处于可动作的状态 ?

通信对象侧发生了问题的情况下进行确认

及处理。
―

在 QJ71MB91 侧自动通信功能与专用指令的

发送的请求是否重叠 ?

•发送的请求重叠时，将依次进行处理，

因此发送需要时间。

减轻 QJ71MB91 的负载。

•创建自动通信参数及顺控程序，以便能

够确保可执行专用指令的时机。

9.2.3 项

对象设备是否需要时间进行响应返回 ?

•确认通信对象设备的处理性能。

•通信对象侧发生了问题的情况下进行确

认及处理。

―

9 从 QJ71MB91 的响应较慢。

通过 QJ71MB91 从站功能的处理时间的性能

表达式重新审核规格。

需要在性能表达式指示的范围内。

同时使用了 2 个通道的情况下，可能会比

性能表达式慢。

附 2

在从站功能中访问可编程控制器 CPU 的软

元件的情况下，从其它模块及顺控程序至

可编程控制器 CPU 的访问是否过多 ?

减轻可编程控制器 CPU 的负载。 ―
11 - 8 11.1　故障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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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进行 QJ71MB91 的状态确认

本节对 QJ71MB91 中的状态确认的方法有关内容进行说明。

(1) QJ71MB91 本体的 LED

可以通过 QJ71MB91 本体的 LED 确认是否发生了异常。

(  6.3 节 )

详细的异常的确认通过本节 (2) 及以后的方法进行。

即使在缓冲存储器的 LED 亮灯状态也可确认 QJ71MB91 本体的 LED 的状态。

( 地址 : 0C05H)

(2) GX Configurator-MB 的监视 / 测试

对于 GX Configurator-MB，准备了监视 / 测试画面用作 QJ71MB91 的状态显示及测试。

在监视 / 测试画面中，进行 QJ71MB91 的状态确认。(  8.6 节 )

表 11.4  状态确认的方法

方法 参照

QJ71MB91 本体的 LED 本节 (1)

GX Configurator-MB 的监视 / 测试画面 本节 (2)

GX Developer 的系统监视画面 本节 (3)

输入信号 (X) 本节 (4)

缓冲存储器 本节 (5)

图 11.1  LED 亮灯状态区的配置

b0b1

ERR.LED

b2b3b4b5b6b7b8b9b10b11b12b13b14b15
未使用 1/0

0: 熄灯
1: 亮灯

LED亮灯状态区(地址: 0C05H)
11.2　进行 QJ71MB91 的状态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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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GX Developer 的系统监视

可以通过系统监视确认 QJ71MB91 的模块状态。

(a)通过 GX Developer 的模块详细信息确认

1) 启动步骤

GX Developer → [Diagnostics( 诊断 )] → [System monitor( 系统监视 )] 

→ ( 模块详细信息 )

图 11.2  模块详细信息

Module's Detailed Information
11 - 10 11.2　进行 QJ71MB91 的状态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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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显示内容

*1  产品信息的末尾表示模块的功能版本。

对于 QJ71MB91，从功能版本 B 开始有此项。

例如 : 末尾为 “B”时，表示该模块为功能版本 B 的模块。

*2  出错内容与处理可以在 GX Developer Version 8.29F 及以后中显示。

表 11.5  模块详细信息的显示内容

项目 内容

模块

型号 显示对象模块的型号。

起始 I/ONo. 显示对象模块的起始输入输出编号。

安装位置 显示安装模块的插槽位置。

产品信息 显示对象模块的序列号与功能版本。*1

模块信息
模块访问 模块 READY(X0) 为 ON 时及看门狗定时器出错 (X1F) 为 OFF 时，显示可以访问。

I/O 地址校验状态 显示用户进行了参数设置的模块与安装的模块是否一致。

出错显示
最新的出错代码 显示发生的最新出错的出错代码。(  11.4 节 )

出错显示 显示缓冲存储器的出错日志 ( 地址 : 0CFEH ～ 0DFFH) 中存储的最新 16 个的出错代码。

出错内容 ·处理

内容

显示出错显示中选择的出错代码的出错内容与处理。*2

处理
11.2　进行 QJ71MB91 的状态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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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通过 GX Developer 的 H/W 信息确认

对于 H/W 信息的确认，应使用 GX Developer Version 8.29F 及以后。

1) 启动步骤

GX Developer → [Diagnostics( 诊断 )] → [System monitor( 系统监视 )] 

→ ( 模块详细信息 ) → (H/W

信息 )

2) 显示内容

(H/W LED 信息 )

显示 QJ71MB91 的详细 LED 状态。

显示内容对应于缓冲存储器的详细 LED 状态存储区 ( 地址 : 0006H/0007H)。

图 11.3  H/W 信息

图 11.4  详细 LED 状态存储区

Module's Detailed Information H/W Information

b0b1b2b3b4b5b6b7b8b9b10b11b12b13b14b15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b0b1b2b3b4b5b6b7b8b9b10b11b12b13b14b15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CH1侧详细LED状态存储区(地址: 0006H)

CH2侧详细LED状态存储区(地址: 0007H)

0: 熄灯
1: 亮灯

0: 熄灯
1: 亮灯

未使用(固定为0) 未使用(固定为0)

CH1 ACK.

CH1 NAK

CH1 NEU.

CH1异常响应
代码有无

CH1 C/N

CH1 P/S

CH1 PRO.

CH1 SIO

C/1 ERR.

未使用(固定为0) 未使用(固定为0)

CH2 ACK.

CH2 NAK

CH2 NEU.

CH2异常响应
代码有无

CH2 C/N

CH2 P/S

CH2 PRO.

CH2 SIO

CH2 ERR.
11 - 12 11.2　进行 QJ71MB91 的状态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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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通过 GX Developer 进行智能功能模块开关设置 (  6.6 节 ) 中，设置了 RUN 中写入禁止的情

况下，向可编程控制器 CPU 进行数据写入请求时将变为 ON。

此外，在 QJ71MB91 与可编程控制器 CPU 之间的访问中发生了异常的情况下也变为 ON。

*2  即使消除异常的原因，也不会自动变为 OFF。

置为 OFF 的情况下，应消除异常的原因后，再进行 LED 熄灯的处理。

(  11.5 节 )

表 11.6  H/W 信息的显示内容

No.
状态

信号名
内容

亮灯时的内容

ON(1) 时的内容

熄灯时的内容

OFF(0) 时的内容

0 C/N*2 与可编程控制器 CPU 的访问状态 (*1) 正常

1 P/S*2 奇偶校验出错、和校验出错状态 发生出错 正常

2 PRO.*2 通信协议出错状态 请求报文分析出错 正常

3 SIO*2 SIO 出错状态 发生成帧出错、溢出出错 正常

4

C/1 

ERR.*2
发生 CH 通用或 CH1 侧出错

智能功能模块开关设置出错、参数出

错等
正常

CH2 

ERR.*2
发生 CH2 侧出错

5

( 未使用 )6

7

8 ACK. 正常完成
主站 : 通信处理正常完成

从站 : 请求报文处理正常完成

主站 : 通信处理前 / 通信处理异 　　

　　　 常完成

从站 : 请求报文处理前 / 请求报　　

　　　 文处理异常完成

9 NAK 异常完成
主站 : 通信处理异常完成

从站 : 请求报文处理异常完成

主站 : 通信处理前 / 通信处理正 　　

　     常完成

从站 : 请求报文处理前 / 请求报 　　

　     文处理正常完成时

A NEU. 中间状态
主站 : 通信未处理

从站 : 请求报文等待

主站 : 通信处理中

从站 : 请求报文处理中

B

( 未使用 )
C

D

E

F n E-RES. 异常响应的有无 发生异常响应 正常
11.2　进行 QJ71MB91 的状态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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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W 开关信息 )

显示 QJ71MB91 的智能功能模块开关状态。

显示内容对应于缓冲存储器的智能功能模块开关设置状态 ( 地址 : 0C00H ～

0C04H)。

(4) 输入信号 (X)

可以通过如下所示的输入信号确认 QJ71MB91 的状态。

(5) 缓冲存储器

可以通过缓冲存储器确认 QJ71MB91 的状态。

 •详细 LED 状态 ( 本项 (3)(b))

 •出错内容的确认 ( 11.4 节 )

表 11.7  H/W 开关信息的显示内容

No. 状态信号名 内容 参照

1 CH1 MODE 开关 1: CH1 动作模式设置状态

6.6 节

2 1 CONFIG 开关 2: CH1 通信速度 ·传送设置状态 

3 CH2 MODE 开关 3: CH2 动作模式设置状态

4 2 CONFIG 开关 4: CH2 通信速度 ·传送设置状态

5 ST NO. 开关 5: CH1/CH2 站号设置状态

表 11.8  用于进行状态确认的输入信号

输入信号 内容 异常的类型 参照

X1B CH 通用 /CH1 出错
常规

11.1 节

X1C CH2 出错

X1F 看门狗定时器出错 H/W 异常

X5 CH1 自动通信参数登录异常完成

自动通信功能
XD CH2 自动通信参数登录异常完成

X7 CH1 自动通信功能异常状态

XF CH2 自动通信功能异常状态

X9 MODBUS 软元件分配参数登录异常完成
MODBUS

软元件分配功能
11 - 14 11.2　进行 QJ71MB91 的状态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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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确认 QJ71MB91 的通信状态

QJ71MB91 对通信时的异常发生次数等进行计数。

可以通过该计数器 ( 诊断用计数器 ) 确认 QJ71MB91 的通信状态。

(1) 诊断用计数器

(a)主站功能

*1  在 NAK 接收计数器中，存储通过 MODBUS 协议定义的 NAK 接收计数器的次数。

与 QJ71MB91 的 NAK LED 不同，因此应加以注意。

*2  通过 MBREQ 指令发送了请求报文的情况下，不进行计数。

表 11.9  诊断用计数器一览 ( 主站功能 )

项目 内容

缓冲存储器

CH1 CH2

总线信息计数器
对线路上检测到的信息的个数进行计数。

总线信息计数器与总线通信出错计数器为排他关系。

0F00H

(3840)

0F40H

(3904)

总线通信出错计数器

对线路上检测到的异常信息的个数进行计数。

异常信息如下所示。

•CRC/LRC 出错报文

•溢出 / 奇偶校验出错

•短帧 ( 小于 3 字节 )

•字符溢出 (256 字节及以上 )

除上述以外的信息通过总线信息计数器计数。(总线通信出错计数器与总

线信息计数器为排他关系。)

0F01H

(3841)

0F41H

(3905)

例外出错接收计数器 对例外出错的接收次数进行计数。( 广播的报文除外 )
0F0EH

(3854)

0F4EH

(3918)

NAK 接收计数器*1*2 对从从站进行了 NAK 响应的次数进行计数。
0F11H

(3857)

0F51H

(3921)

忙接收计数器 *2 对从从站进行了忙响应的次数进行计数。
0F12H

(3858)

0F52H

(3922)

字符溢出

出错计数器
对请求报文的大小超出上限的次数进行计数。

0F02H

(3842)

0F42H

(3906)

报文废弃计数器 对接收意外的站号的报文等时，废弃了响应报文的次数进行计数。
0F03H

(3843)

0F43H

(3907)

数据废弃计数器 对废弃了非法数据 ( 未构成响应报文的形式的帧等 ) 的次数进行计数。
0F04H

(3844)

0F44H

(3908)

发送失败计数器 对请求报文的发送失败的次数进行计数。( 电缆未安装等时 )
0F05H

(3845)

0F45H

(3909)

无从站响应计数器

对发送请求报文后，无来自于从站的响应的次数进行计数。(响应监视定

时器的超时数 )

广播的请求报文的情况下，不进行计数。

0F0FH

(3855)

0F4FH

(3919)

广播发送计数器 对发送了广播的请求报文的次数进行计数。
0F10H

(3856)

0F50H

(3920)
11.3　确认 QJ71MB91 的通信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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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从站功能

*1  表中的子功能是功能代码 8 的子功能代码。(  4.11 节 )

*2  在 NAK 响应计数器中，存储通过 MODBUS 协议定义的 NAK 响应计数器的次数。

与 QJ71MB91 的 NAK LED 不同，因此应加以注意。

表 11.10  诊断用计数器一览 ( 从站功能 )

项目 内容 子功能 *1

缓冲

存储器

CH1 CH2

总线信息计数器
对线路上检测到的报文的个数进行计数。

总线信息计数器与总线通信出错计数器为排他关系。
0011

0F00H

(3840)

0F40H

(3904)

总线通信出错计数器

对线路上检测到的异常信息的个数进行计数。

异常信息如下所示。

•CRC/LRC 出错报文

•溢出 / 奇偶校验出错

•短帧 ( 小于 3 字节 )

•字符溢出 (256 字节及以上 )

除上述以外的信息通过总线信息计数器计数。( 总线通信出

错计数器与总线信息计数器为排他关系。)

0012
0F01H

(3841)

0F41H

(3905)

例外出错计数器 对例外出错的发生次数进行计数。( 包括广播的报文 ) 0013
0F0AH

(3850)

0F4AH

(3914)

本站信息接收计数器
对发往本站的信息的处理次数进行计数。

( 也包括接收了广播的请求报文的情况下。)
0014

0F06H

(3846)

0F46H

(3910)

无响应计数器 对广播的请求报文的接收次数进行计数。 0015
0F07H

(3847)

0F47H

(3911)

NAK 响应计数器*2
对从站向主站进行了 NAK 响应的次数进行计数。

在 QJ71MB91 中，始终存储 “0”。
0016

0F08H

(3848)

0F48H

(3912)

忙响应计数器
对从站向主站进行了忙响应的次数进行计数。

在 QJ71MB91 中，始终存储 “0”。
0017

0F09H

(3849)

0F49H

(3913)

字符溢出

出错计数器
对请求报文的大小超出上限的次数进行计数。 0018

0F02H

(3842)

0F42H

(3906)

报文废弃计数器
对从站处理请求报文的过程中及接收了发往其它站的请求

报文等的情况下，废弃了请求报文的次数进行计数。
－

0F03H

(3843)

0F43H

(3907)

数据废弃计数器
对废弃了非法数据 ( 未构成请求报文的形式的帧等 ) 的次

数进行计数。
－

0F04H

(3844)

0F44H

(3908)

发送失败计数器 对响应报文的发送失败的次数进行计数。(电缆未安装等时) －
0F05H

(3845)

0F45H

(3909)
11 - 16 11.3　确认 QJ71MB91 的通信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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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计数的范围

计数最多进行到 FFFFH。

计数到 FFFFH 时将中止计数。

继续计数的情况下，应清除诊断用计数器。

(  本节 (3))

(3) 诊断用计数器的清除

可以通过以下方法之一清除诊断用计数器。

(a)主站功能的诊断用计数器的情况下 (  本节 (1) (a))

 •通过顺控程序进行缓冲存储器的清零

 •电源 OFF → ON

 •可编程控制器 CPU 的复位

(b)从站功能的诊断用计数器的情况下 (  本节 (1) (b))

 •接收计数器与诊断用计数器的清除时*1(  4.11.6 项 )

 •接收通信重启选项时*1(  4.11.2 项 )

 •接收溢出出错计数器与标志的清除时*2

(  4.11.6 项 )

 •通过顺控程序进行缓冲存储器的清零

 •电源 OFF → ON

 •可编程控制器 CPU 的复位

*1 报文废弃计数器、数据废弃计数器、发送失败计数器不被清除。

*2 仅字符溢出出错计数器被清除。

(4) 注意事项

QJ71MB91 发送数据的过程中，诊断用计数器不被计数。

诊断用计数器的值应作为通信状态的确认用使用。
11.3　确认 QJ71MB91 的通信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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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出错代码

11.4.1  出错代码存储区

各出错的出错代码被存储到缓冲存储器的以下区域中。
表 11.11  出错代码存储区

出错的类型 存储区名称

缓冲存储器

参照

CH1 CH2

参数

异常信息

自动通信参数

自动通信参数用出错代码存储区
0C16H

(3094)

0C18H

(3096)
本项 (1)

自动通信参数登录结果存储区
0C17H

(3095)

0C19H

(3097)
本项 (2)

MODBUS

软元件分配

参数

MODBUS 软元件分配参数用出错代码存储区
0C13H

(3091)
本项 (3)

MODBUS 软元件分配

参数登录结果存储区

异常发生软元件类型
0C14H

(3092)

本项 (4)

异常发生分配组编号
0C15H

(3093)

主站功能

自动通信功能

自动通信功能动作状态存储区 ( 参数 1 ～ 32)

0C20H ～ 0C21H

(3104 ～

3105)

0C22H ～ 0C23H

(3106 ～

3107)

本项 (5)

自动通信功能出错代码存储区 ( 参数 1 ～ 32)

0C28H ～ 0C47H

(3112 ～

3143)

0C48H ～ 0C67H

(3144 ～

3175)

本项 (6)

自动通信功能设置有无状态存储区 ( 参数 1 ～ 32)

0CA8H ～ 0CA9H

(3240 ～

3241)

0CAAH ～ 0CABH

(3242 ～

3243)

本项 (7)

出错日志
0CFEH ～ 0DFFH

(3326 ～ 3583)
本项 (8)

专用指令 出错日志
0CFEH ～ 0DFFH

(3326 ～ 3583)
本项 (8)

从站功能

异常响应代码存储区
0002H

(2)

0004H

(4)
11.4.2 项

出错日志
0CFEH ～ 0DFFH

(3326 ～ 3583)
本项 (8)
11 - 18 11.4　出错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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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自动通信参数用出错代码存储区

存储自动通信参数登录 / 自动通信功能启动请求 (Y4/YC) 为 ON 时发生的出错代码。

(a)存储时机

自动通信参数登录异常完成 (X5/XD) 为 ON 时，存储出错代码。

(b)清除时机

自动通信参数登录正常完成 (X4/XC) 为 ON 时，清除出错代码。 

(2) 自动通信参数登录结果存储区

存储自动通信参数登录 / 自动通信功能启动请求 (Y4/YC) 为 ON 时发生的自动通信参数

出错对应的自动通信参数的编号。

(a)存储时机

自动通信参数登录异常完成 (X5/XD) 为 ON 时，存储自动通信参数的编号。 

(b)清除时机

自动通信参数登录正常完成 (X4/XC) 为 ON 时，清除自动通信参数的编号。 

(3) MODBUS 软元件分配参数用出错代码存储区

存储 MODBUS 软元件分配参数登录请求 (Y8) 为 ON 时发生的出错代码。

(a)存储时机

MODBUS 软元件分配参数登录异常完成 (X9) 为 ON 时，存储出错代码。

(b)清除时机

MODBUS 软元件分配参数登录正常完成 (X8) 为 ON 时，清除出错代码。

(4) MODBUS 软元件分配参数登录结果存储区

存储 MODBUS 软元件分配参数登录请求 (Y8) 为 ON 时发生的 MODBUS 软元件分配参数出

错对应的异常发生软元件类型与异常发生分配组编号。

(a)存储时机

MODBUS 软元件分配参数登录异常完成 (X9) 为 ON 时，存储异常发生软元件类型与

异常发生分配组编号。

(b)清除时机

MODBUS 软元件分配参数登录正常完成 (X8) 为 ON 时，清除异常发生软元件类型与

异常发生分配组编号。
11.4　出错代码
11.4.1　出错代码存储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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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关于存储的异常发生软元件类型

对于异常发生软元件类型，为了显示 MODBUS 软元件分配参数登录异常完成 (X9) 为

ON 时发生了异常的软元件，将存储以下值。

(5) 自动通信功能动作状态存储区

将自动通信功能的动作状态对应于自动通信参数 1 ～ 32，并以位格式存储。

按自动通信参数 1 ～ 32 的顺序，从低位的位开始存储动作状态。

表 11.12  存储的软元件类型

异常发生软元件类型 存储的值

线圈 0001H(1)

输入 0002H(2)

输入寄存器 0004H(4)

保持寄存器 0005H(5)

图 11.5  自动通信功能动作状态存储区的配置

b15 b13 b12 b11 b10b14

16 15 14 13 12 11

b5 b4 b3 b2 b1 b0

32 31 30 29 28 27 22 21 20 19 18 17

6 5 4 3 2 1

b5 b4 b3 b2 b1 b0

32 31 30 29 28 27 22 21 20 19 18 17

16 15 14 13 12 11 6 5 4 3 2 1

b15 b13 b12 b11 b10b14

(CH1自动通信功能动作状态存储区)

(CH2自动通信功能动作状态存储区)

0C20H

0C21H

0C22H

0C23H

编号表示自动通信参数的编号

0: 正常动作中/自动通信参数未设置/自动通信功能停止中
1: 自动通信功能异常发生
11 - 20 11.4　出错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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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存储时机

在以下时机设置动作状态。

1) 从从站接收响应报文 ( 异常完成 ) 时 ( 仅相应位 ON)

2) 发生通信异常时 ( 仅相应位 ON)

(b)清除时机

在以下时机清除动作状态。

1) 从从站接收响应报文 ( 正常完成 ) 时 ( 仅相应位 OFF)

2) 自动通信功能停止时 ( 全部位 OFF)

3) 电源 OFF → ON 或可编程控制器 CPU 的复位时 ( 全部位 OFF)

(c)关于与通信对象设备的互锁

自动通信功能动作状态存储区可以作为对通信对象设备的异常的互锁信号使用。

程序示例如下所示。

1) 程序条件

QJ71MB91 被安装到基板的插槽 0 中，将起始 I/ONo. 设置为 “0”，并使用了自

动通信参数 1。

2) 程序示例

(6) 自动通信功能出错代码存储区

存储与自动通信功能中发生的自动通信参数 1 ～ 32 对应的出错代码。

(a)存储时机

自动通信功能动作状态的位变为了 ON 时，将出错代码存储到相应区域中。

(b)清除时机

自动通信功能出错代码存储区不被清除。

对于出错代码，发生了新的出错时将被覆盖。

图 11.6  与通信对象设备的互锁

使用通过自动通信参数1从对象设备
读取的数据的处理

指令
信号 /
11.4　出错代码
11.4.1　出错代码存储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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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自动通信功能设置有无状态存储区

存储自动通信参数的设置有无。

(a)存储时机

启动自动通信功能时进行存储。( 仅相应位 ON)

(b)清除时机

在以下时机清除设置有无状态。

1) 自动通信功能停止时 ( 全部位 OFF)

2) 电源 OFF → ON 或可编程控制器 CPU 的复位时 ( 全部位 OFF)

图 11.7  自动通信功能设置有无状态存储区的配置

b5 b4 b3 b2 b1 b0

32 31 30 29 28 27 22 21 20 19 18 17

16 15 14 13 12 11 6 5 4 3 2 1

b5 b4 b3 b2 b1 b0

32 31 30 29 28 27 22 21 20 19 18 17

16 15 14 13 12 11 6 5 4 3 2 1

b15 b13 b12 b11 b10b14

b15 b13 b12 b11 b10b14

(CH1自动通信功能设置有无状态存储区)

(CH2自动通信功能设置有无状态存储区)

0CA8H

0CA9H

0CAAH

0CABH

编号表示自动通信参数的编号

0: 无自动通信参数设置
1: 有自动通信参数设置
11 - 22 11.4　出错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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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出错日志

作为出错履历将最多最新 32 个的出错存储到出错日志中。

(a)出错发生次数

存储出错日志中登录的出错数。

发生了 65536 次及以上的出错的情况下，在 FFFFH(65535) 时将停止计数。

(b)出错日志写入指针

存储登录了最新的出错日志的出错日志的编号。

0     : 无出错 ( 无出错日志的登录 )

1 ～ 32: 登录了最新的出错日志的出错日志的编号

表 11.13  出错日志的配置

出错日志区名称 地址

出错发生次数 0CFEH(3326)

出错日志写入指针 0CFFH(3327)

出错日志 1

详细出错代码 0D00H(3328)

异常响应代码 0D01H(3329)

功能代码 0D02H(3330)

CH 0D03H(3331)

站号
0D04H

(3332)

功能
0D07H

(3335)

出错日志 2 ～ 32( 与出错日志 1 相同 )
0D08H ～ 0DFFH

(3336 ～ 3583)
11.4　出错代码
11.4.1　出错代码存储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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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出错日志 ( 出错日志 1 ～ 32)

出错日志存储最新 32 个的出错。

出错日志从发生的出错开始按顺序从出错日志 1 开始存储。

如果发生 33 个及以上的出错，将再次从出错日志 1 的区域开始登录出错日志。

(9) 异常响应代码存储区

存储对于来自于主站的请求报文异常完成的情况下，向主站返回的异常响应代码。

(  11.4.2 项 )

表 11.14  出错日志的内容

内容

功能

自动通信功能 专用指令 从站功能 其它

详细出错代码
存储在所有的时机发生的异常对应的出错代码，例如来自于主站的请求报文对应的异常、电源启动时的异常、

MODBUS 软元件分配参数更改时的异常等。(  11.4.3 项 )

异常响应代码
存储对于通过自动通信功能、专用指令发送的请求报

文，从从站返回的异常响应代码。(  11.4.2 项 )

存储对于来自于主站的请

求报文发生了异常的情况

下，向主站返回的异常响

应代码。

(  11.4.2 项 )

存储 “0”。

功能代码 存储成为出错源的功能代码。 存储 “0”。

CH
存储发生出错时的通道编号 (1/2)。

未特定通道的出错将存储 “0”。

站号
存储发生出错时的对象站的站号。

未特定站号的出错将存储 “0”。

功能

存储发生了出错的功能。

0: 无出错

1: 自动通信功能

2: 专用指令

3: 从站功能

4: 其它
11 - 24 11.4　出错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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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2  异常响应代码一览

异常响应代码是指，从站对来自于主站的请求报文进行异常响应时，响应报文中存储的

MODBUS 协议通用的出错代码。

(1) QJ71MB91 为主站的情况下

QJ71MB91( 主站 ) 从对象设备 ( 从站 ) 接收了异常响应代码的情况下，请参阅对象设

备 ( 从站 ) 的手册进行处理。

(2) QJ71MB91 为从站的情况下

对象设备 ( 主站 ) 接收了来自于 QJ71MB91( 从站 ) 的异常响应代码的情况下，请参阅

以下内容进行处理。

(a)异常响应代码的存储目标

从站 (QJ71MB91) 中的处理异常完成的情况下，异常响应代码可以通过缓冲存储器

的出错日志区 ( 地址 : 0CFEH ～ 0DFFH) 确认。

(b)异常响应代码一览

QJ71MB91 为从站时的异常响应代码一览如下所示。

( 接下页 )

表 11.15  异常响应代码一览

异常响应

代码
出错名称 出错内容

处理

对象设备 ( 主站侧 ) QJ71MB91( 从站 ) 侧

01H

(1)
功能代码异常

从站 (QJ71MB91) 接收了不支持的

功能代码。

确认 QJ71MB91 支持的功能代码，

并重新审核要发送的请求报文。
――

02H

(2)
软元件地址异常 MODBUS 软元件的地址指定异常。

确认 QJ71MB91 支持的 MODBUS 软元

件类型及大小，并重新审核要发送

的请求报文的地址指定。

――

03H

(3)
数据异常 请求报文的数据部分的内容异常。 重新审核请求报文的数据部分。 ――

04H

(4)
处理失败

在从站 (QJ71MB91) 中，请求报文

的处理时发生致命的出错，无法处

理。

重新审核请求报文的数据部分。

消除在 QJ71MB91 侧发生的出错原

因。

QJ71MB91 发出了本代码的情况下，

确认出错日志中存储的出错代码，

并进行处理。

(  11.4.1 项 (8))

05H

(5)
Acknowledge

由于从站正在执行其它处理，因此

需要时间来完成请求报文的处理。

不通过 QJ71MB91 的从站功能发出。
06H

(6)
从站繁忙

由于从站正在执行其它处理，因此

无法执行请求报文的处理。

07H

(7)
NAK 出错

在从站中，无法执行请求的程序功

能。
11.4　出错代码
11.4.2　异常响应代码一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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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从站 (QJ71MB91) 中的处理异常完成时的出错代码

从站 (QJ71MB91) 中的处理异常完成的情况下，异常响应代码被存储到缓冲存储器

中，但是在 QJ71MB91 中为了特定详细的原因，出错代码将被存储到缓冲存储器

中。(  11.4.3 项 )

可以通过缓冲存储器的出错日志 ( 地址 : 0CFEH ～ 0DFFH) 确认出错代码。

(  11.4.1 项 (8))

表 11.15 异常响应代码一览 ( 续 )

异常响应

代码
出错名称 出错内容

处理

对象设备 ( 主站侧 ) QJ71MB91( 从站 ) 侧

08H

(8)

存储器奇偶校验

出错

在从站中，访问扩展文件寄存器时

检测出奇偶检验出错。

不通过 QJ71MB91 的从站功能发出。
0AH

(10)
网关不可使用

网关设备 (MODBUS/TCP → MODBUS

协议 ) 处于不可使用的状态。

0BH

(11)
网关响应失败

在网关设备的前面连接的从设备无

响应。
11 - 26 11.4　出错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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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3  出错代码一览

QJ71MB91 的各处理中发生了出错时，QJ71MB91 本体的 ERR.LED 将亮灯，出错代码将被存储

到 QJ71MB91 的缓冲存储器中。

在本项中，对出错内容及发生出错时的处理有关内容进行说明。

以下所示的出错代码表的 “ 发生功能” 栏表示发生相应出错的功能。

1) 可编程控制器的电源 ON 时、参数写入时，主站 · 从站功能通用或未包含在以

下 2) ～ 5) 中的出错

2) 主站功能时 ( 自动通信功能 )

3) 执行专用指令时

4) 从站功能时 ( 包括 MODBUS 软元件分配参数登录时 )

5) 单体测试时 ( 硬件测试 / 自回送测试 )

( 接下页 )

表 11.16  出错代码一览

出错代码 出错名称 出错内容 处理

发生功能

1) 2) 3) 4) 5)

3E8H ～ 4FFFH

(1000 ～ 20479)
―― 可编程控制器 CPU 发出的出错代码。

请参阅下述手册。

 QCPU 用户手册 (硬件设计 / 维

护点检篇 )

○ ○ ○ ○ ○

7301H

(29441)
开关 1出错

智能功能模块开关 1(CH1 模式设置 ) 的

内容异常。
重新审核智能功能模块开关 1 的设置。 ○

7302H

(29442)
开关 2出错

智能功能模块开关 2(CH1 通信速度设

置 · 传送设置 ) 的内容异常。
重新审核智能功能模块开关 2 的设置。 ○

7303H

(29443)
开关 3出错

智能功能模块开关 3(CH2 模式设置 ) 的

内容异常。
重新审核智能功能模块开关 3 的设置。 ○

7304H

(29444)
开关 4出错

智能功能模块开关 4(CH2 通信速度设

置 · 传送设置 ) 的内容异常。
重新审核智能功能模块开关 4 的设置。 ○

7305H

(29445)
开关 5出错

智能功能模块开关 5(CH1、2 站号设置 )

的内容异常。
重新审核智能功能模块开关 5 的设置。 ○

7307H

(29447)
RAM 检查出错 通过电源启动时的 RAM检查检测出异常。

QJ71MB91、可编程控制器 CPU、基板均

可能发生故障。

实施单体测试。

○

11.4　出错代码
11.4.3　出错代码一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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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16 出错代码一览 ( 续 )

出错代码 出错名称 出错内容 处理

发生功能

1) 2) 3) 4) 5)

730AH

(29450)
参数启动方法出错

在智能功能模块开关的 MODBUS 软元件

分配参数启动方法为 “ 以默认参数启

动 ” 的状态，正在对可编程控制器 CPU

通过 GX Configurator-MB 进行参数设

置。

•以默认参数启动的情况下，删除可编

程控制器 CPU 中登录的 QJ71MB91 的

参数。

•通过 GX Configurator-MB 或顺控程

序的参数启动的情况下，将智能功能

模块开关的 MODBUS 软元件分配参数

启动方法置为 ON。

○

7327H

(29479)

CPU 响应监视定时器

设置出错

缓冲存储器的 CPU 响应监视定时器值

(地址 : 000DH) 的设置值异常。

重新审核 CPU 响应监视定时器值的设置

值。
○

7330H

(29488)
软元件代码出错

MODBUS 软元件分配参数中指定的软元件

代码的设置值异常。
重新审核软元件代码的设置值。 ○

7331H

(29489)

MODBUS 软元件上限值

溢出出错

MODBUS 软元件分配参数的起始 MODBUS

软元件编号 + 分配点数超出了 MODBUS

软元件的最大值 (65535)。

重新审核起始 MODBUS 软元件编号及分

配点数的设置值。
○

7332H

(29490)

MODBUS 软元件分配范

围重复出错

通过 MODBUS 软元件分配参数设置的

MODBUS 软元件的范围重复。

重新审核起始 MODBUS 软元件编号及分

配点数的设置值。
○

7333H

(29491)

缓冲存储器分配范围

出错

通过 MODBUS 软元件分配参数设置的

QJ71MB91 的缓冲存储器的分配范围超出

了用户自由区的范围。

重新审核起始软元件编号及分配点数的

设置值。
○

7334H

(29492)

软元件上限值溢出出

错

MODBUS 软元件分配参数的起始软元件编

号 +分配点数超出了 CPU 软元件的最大

值 (65535)。

重新审核起始软元件编号及分配点数的

设置值。
○

7335H

(29493)

异常状态用软元件设

置异常
异常状态用软元件指定的内容异常。

重新审核异常状态用软元件指定的设置

值。
○

7336H

(29494)

MELSECNET/H 远程访

问目标指定值出错

安装到 MELSECNET/H 远程 I/O 站时访问

目标指定值为 0 或 1 以外。

将安装到 MELSECNET/H 远程 I/O 站时访

问目标指定值设置为 0 或 1。
○

7337H

(29495)

MELSECNET/H 远程访

问目标指定出错

QJ71MB91 未被安装到 MELSECNET/H 远程

I/O 站中时，设置了安装到 MELSECNET/

H 远程 I/O 站时访问目标指定 ( 地址 : 

000EH)。

重新审核对象站或安装到 MELSECNET/H

远程 I/O 站时访问目标指定值。
○

7338H

(29496)
缓冲存储器设置出错

对缓冲存储器的系统区 (禁止使用 ) 进

行了写入。

确认是否通过顺控程序对缓冲存储器的

系统区 ( 禁止使用 ) 进行了写入。
○ ○

7340H

(29504)

对象 MODBUS 软元件

类型指定出错

自动通信参数的对象 MODBUS 软元件类

型指定的设置值异常。

重新审核对象 MODBUS 软元件类型指定

的设置值。
○

11 - 28 11.4　出错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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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页 )

表 11.16 出错代码一览 ( 续 )

出错代码 出错名称 出错内容 处理

发生功能

1) 2) 3) 4) 5)

7342H

(29506)

下一个请求间隔定时

器值设置出错

自动通信参数的下一个请求间隔定时器

的设置值异常。

重新审核下一个请求间隔定时器的设置

值。
○

7343H

(29507)

响应监视定时器值设

置出错

自动通信参数的响应监视定时器的设置

值超出了可设置范围。

重新审核响应监视定时器的设置值，使

其在可设置范围内。
○

7345H

(29509)

缓冲存储器地址重复

出错

自动通信参数的缓冲存储器的设置范围

在多个参数之间重复。
重新审核重复的缓冲存储器的设置。 ○

7346H

(29510)

缓冲存储器地址范围

出错

自动通信参数的缓冲存储器的设置范围

超出了自动通信功能缓冲输入 / 输出区

的范围。

重新审核超出范围的缓冲存储器的设

置。
○

7347H

(29511)

自动通信设置有无范

围出错

在自动通信参数设置有无中，设置了 0

或 1以外。

重新审核自动通信参数设置有无的设

置。
○

7348H

(29512)

MODBUS 软元件编号设

置范围出错

在自动通信参数及专用指令的控制数据

中设置的读取 / 写入对象的 MODBUS 软

元件的范围超出了最大值 (65536)。

重新审核 MODBUS 软元件的设置范围。 ○ ○

7349H

(29513)

MODBUS 软元件点数设

置出错

在自动通信参数及专用指令的控制数据

中设置的读取 / 写入对象的 MODBUS 软

元件的范围超出了可设置范围。

重新审核 MODBUS 软元件的设置范围。 ○ ○

734AH

(29514)
对象站号设置出错

在自动通信参数及专用指令的控制数据

中设置的对象站号的设置值异常。
重新审核对象站号的设置值。 ○ ○

734CH

(29516)

响应监视定时器值设

置出错

在专用指令的控制数据中，响应监视定

时器的设置值超出了可设置范围。

重新审核响应监视定时器的设置值，使

其在可设置范围内。
○

734EH

(29518)

写入数据存储大小设

置出错

在专用指令的控制数据中，写入数据存

储大小的设置值异常。
重新审核写入数据存储大小的设置值。 ○

734FH

(29519)

请求报文大小设置出

错

通过 MBREQ 指令的参数 ((S2)+0) 指定

的请求报文大小异常。
重新审核请求报文大小的设置值。 ○

7350H

(29520)

自动通信功能启动失

败

由于在电源启动时登录了 GX 

Configurator-MB 的参数，因此自动通

信功能的启动失败。

•等待通过 GX Configurator-MB 启动

自动通信参数，停止自动通信之后，

再启动自动通信功能。

•等待 MODBUS 软元件分配参数登录有

无 (XA) 变为 ON 后，再启动自动通信

功能。

•经过一段时间后重试。

○

7353H

(29523)
动作模式出错

在主站动作中进行了从站功能的操作。

或在从站动作中进行了主站功能的操

作。

重新审核动作模式或操作内容。 ○
11.4　出错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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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16 出错代码一览 ( 续 )

出错代码 出错名称 出错内容 处理

发生功能

1) 2) 3) 4) 5)

7355H

(29525)
通道 No. 出错 通道 No. 的指定错误。 重新审核通道 No. 的指定内容。 ○

7360H

(29536)
异常响应报文接收

在使用自动通信功能及专用指令时，对

于 QJ71MB91 发送的请求报文，对象从

设备返回了异常响应代码。

参阅从对象从站侧返回的异常响应代

码，解决问题。
○ ○

7361H

(29537)
字节数出错

在自动通信功能及专用指令中，接收的

响应报文中的字节数不足或过多。

确认在对象从站侧，返回的响应报文的

内容是否正确。

○ ○

7362H

(29538)
参考编号出错

通过专用指令接收的响应报文中的参考

编号的值异常。
○

7365H

(29541)
站号不一致出错

在自动通信功能及专用指令中，接收的

响应报文的站号与请求报文不一致。
○ ○

7366H

(29542)
功能代码不一致出错

在自动通信功能及专用指令中，接收的

响应报文的功能代码与请求报文不一

致。

○ ○

7367H

(29543)

响应报文内容不一致

出错

在自动通信功能及专用指令中，接收的

响应报文的内容与请求报文不一致。

(FC: 15、FC: 16、FC: 21)

○ ○

7370H

(29552)

自动通信功能停止请

求出错

在自动通信功能停止的状态下，进行了

自动通信功能停止请求 (Y6、YE)。

在自动通信功能停止的状态下，不进行

自动通信功能停止请求 (Y6、YE)。
○

7371H

(29553)

自动通信参数登录请

求出错

在自动通信功能启动的状态下，进行了

自动通信参数登录请求 (Y4、YC)。

使自动通信功能停止之后，再进行自动

通信参数登录请求 (Y4、YC)。
○

7372H

(29554)
开关更改出错

在 UINI 指令的控制数据中，设置值超

出范围或异常。
重新审核 UINI 指令的控制数据。 ○ ○ ○ ○

7373H

(29555)

开关设置更改中自动

通信参数登录出错

在 UINI 指令执行中，进行了自动通信

参数的登录。

或者，在自动通信参数的登录中，执行

了 UINI 指令。

不要同时执行 UINI 指令与自动通信参

数的登录。
○ ○

7374H

(29556)

开关设置更改中

MODBUS 软元件分配参

数登录出错

在 UINI 指令执行中，进行了 MODBUS 软

元件分配参数的登录。

或者，在 MODBUS 软元件分配参数的登

录中，执行了 UINI 指令。

不要同时执行 UINI 指令与 MODBUS 软元

件分配参数登录。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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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16 出错代码一览 ( 续 )

出错代码 出错名称 出错内容 处理

发生功能

1) 2) 3) 4) 5)

7378H

(29560)

响应监视定时器超时

出错

在自动通信功能中，响应监视定时器发

生了超时。

广播的情况下，广播延迟在完成请求报

文的发送之前结束。

预先进行了广播的情况下，由于从站正

在执行通过广播请求的处理，因此无法

进行响应。

•确认对象设备是否正常动作。

•在对象设备中发生了出错的情况下，

消除出错。

•确认与对象设备的线路连接 (电缆、

配线等 )。

•确认对象设备的处理时间。(设置值

是否过短。在对象设备响应之前是否

发生了超时出错。在请求报文的发送

结束之前是否发生了超时出错。)

•增大设置值。

•在同一通道中使用了自动通信功能与

MBRW 指令、MBREQ 指令的情况下，创

建自动通信参数及顺控程序，以便能

够确保可执行 MBRW 指令、MBREQ 指令

的时机。(  9.2.3 项 )

•预先进行了广播延迟的情况下，确认

该广播延迟的值是否足够。

•通过 MBREQ 指令，将无响应报文的请

求报文发送到从站中时发生了本出错

的情况下，可视为正常完成。

(  10.3 节 (6))

○

7379H

(29561)

通过专用指令，响应监视定时器发生了

超时。

广播的情况下，广播延迟在完成请求报

文的发送之前结束。

预先进行了广播的情况下，由于从站正

在执行通过广播请求的处理，因此无法

进行响应。

通过 MBREQ 指令，将无响应报文的请求

报文发送到从站中。

( 广播除外。)

○

737BH

(29563)

下一个请求间隔定时

器超时出错

在请求完成之前已变为发出下一个请求

的时间。
○

737CH

(29564)
同时执行出错

在同一通道中同时执行了 2种类型的专

用指令。

当前执行中的指令完成后，再执行下一

个指令。
○

7380H

(29568)

CPU 响应监视定时器

超时

在从站功能中 CPU 响应监视定时器发生

了超时。

•在可编程控制器 CPU 中发生了出错的

情况下，消除出错。

•增大 CPU 响应监视定时器的设置值。

○

7381H

(29569)
功能代码出错

接收了 QJ71MB91 的从站功能不支持的

功能代码的请求报文。

确认 QJ71MB91 的从站功能支持的功能

代码，并重新审核要发送的请求报文。
○

7382H

(29570)
子代码出错

接收了 QJ71MB91 不支持的子代码的请

求报文。

确认 QJ71MB91 的从站功能支持的子代

码，并重新审核要发送的请求报文。
○

7383H

(29571)

MODBUS 软元件指定出

错

未对接收的请求报文中指定的 MODBUS

软元件设置 MODBUS 软元件分配参数。

正在登录 MODBUS 软元件分配参数。

•对请求报文中指定的 MODBUS 软元件

设置 MODBUS 软元件分配参数。

•调整在主站侧发送请求报文的时机，

以确保在 MODBUS 软元件分配参数登

录有无 (XA) 变为 ON 之后再开始通

信。

○

11.4　出错代码
11.4.3　出错代码一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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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16 出错代码一览 ( 续 )

出错代码 出错名称 出错内容 处理

发生功能

1) 2) 3) 4) 5)

7384H

(29572)

MODBUS 软元件指定出

错

接收的请求报文中指定的 MODBUS 软元

件的范围超出了 MODBUS 软元件分配参

数的设置范围。

设置 MODBUS 软元件分配参数以满足请

求报文中指定的 MODBUS 软元件的范围。
○

7385H

(29573)

接收的请求报文中指定的 MODBUS 软元

件的范围超出了 MODBUS 软元件的最大

值 *。

* 扩展文件寄存器的最大值为 10000，

其它 MODBUS 软元件为 65536。

在发送了请求报文的主站侧，重新审核

MODBUS 软元件的指定内容。
○

7386H

(29574)

接收的请求报文中指定的 MODBUS 软元

件的访问点数超出了相应功能的最大访

问点数。

在发送了请求报文的主站侧重新审核

MODBUS 软元件的指定内容。
○

7388H

(29576)

异常状态用软元件无

设置出错

在异常状态读取 (FC: 07) 时，未设置

异常状态用软元件。
设置异常状态用软元件。 ○

7390H

(29584)
字节数指定出错

接收的请求报文的写入点数与字节数的

指定不一致。

在发送了请求报文的主站侧，重新审核

写入点数及字节数的指定内容。
○

7391H

(29585)
接收数据大小出错

接收的请求报文的写入软元件数据的大

小与字节数的指定不一致。

在发送了请求报文的主站侧，重新审核

写入软元件数据的大小及字节数的指定

内容。

○

7392H

(29586)
参考类型出错

接收的请求报文 (FC: 20、FC: 21) 中

指定的参考编号的值异常。

在发送了请求报文的主站侧，重新审核

参考编号的指定内容。
○

7393H

(29587)
数据部分异常

•接收的请求报文的数据部分的内容异

常。

•接收的请求报文的大小小于相应功能

代码所需的最小大小或大于最大大小。

在发送了请求报文的主站侧，重新审核

请求报文的内容。
○

7394H

(29588)
RUN 中写入出错

在 RUN 中写入禁止的状态下，接收了写

入的请求报文。

• RUN 中写入禁止中，不发出写入的请

求报文。

•将智能功能模块开关的 RUN 中写入置

为 ON，并将设置更改为 RUN 中写入允

许。

○

7397H

(29591)
无接收监视时间超时

在报文接收中检测出1.5个字符时间/1

秒及以上的无接收时间，并废弃了报文。

•重新审核相应报文的发送设备的设

置。

•进行相应设备的检查。

•使异常的设备解除连接。

○

7398H

(29592)
短帧出错

接收报文大小 (ASCII 模式时的起始字

符除外 ) 小于 4 字节 /8 字节。

重新审核相应报文发送站发出的报文内

容。

•进行相应设备的检查。

•使异常的设备解除连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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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16 出错代码一览 ( 续 )

出错代码 出错名称 出错内容 处理

发生功能

1) 2) 3) 4) 5)

7399H

(29593)
字符溢出出错

接收报文大小 (ASCII 模式时的起始字

符除外 ) 超过了 256 字节 /512 字节。

•重新审核相应报文发送站发出的报文

内容。

•进行相应设备的检查。

•使异常的设备解除连接。

○

739AH

(29594)

ASCII- 二进制转换出

错
接收了无法转换为二进制的 ASCII代码。 ○

739BH

(29595)
结束代码出错

在结束代码的 CR 之后接收了非法的字

符。
○

739CH

～

739EH

(29596 ～

29598)

系统出错 QJ71MB91 的 OS 检测出异常。

通过以下步骤进行处理。

•确认电源模块、可编程控制器 CPU、

QJ71MB91 是否正确安装到基板上。

•确认系统的使用环境是否在可编程控

制器 CPU 的一般规格的范围内。

•确认电源容量是否足够。

•可能是硬件异常。

参阅各模块的手册确认可编程控制器

CPU、基板、QJ71MB91 是否正常。

或者，更换模块后确认动作。

•上述操作后仍然无法解决问题的情况

下，请向当地三菱电机代理店咨询，

并详细说明发生出错时的操作内容、

GX Developer 工程、出错代码。

○ ○ ○ ○ ○

73C0H

(29632)
RAM 异常 在 RAM 测试中检测出异常。

通过以下步骤进行处理。

•确认电源模块、可编程控制器 CPU、

QJ71MB91 是否正确安装到基板上。

•确认系统的使用环境是否在可编程控

制器 CPU 的一般规格的范围内。

•确认电源容量是否足够。

•再次进行测试。

•上述操作后仍然无法解决问题的情况

下，可能是硬件异常。

参阅各模块的手册检查可编程控制器

CPU、基板是否正常。

或者，更换模块后确认动作。

故障的情况下，请向当地三菱电机代

理店咨询。

○

73C1H

(29633)
ROM 异常 在 ROM 测试中检测出异常。 ○
11.4　出错代码
11.4.3　出错代码一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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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16 出错代码一览 ( 续 )

出错代码 出错名称 出错内容 处理

发生功能

1) 2) 3) 4) 5)

73C2H

(29634)
自回送测试出错 在自回送测试中检测出异常。

通过以下步骤进行处理。

•确认回送连接器是否安装以及配线是

否正确。

•确认电源模块、可编程控制器 CPU、

QJ71MB91 是否正确安装到基板上。

•确认系统的使用环境是否在可编程控

制器 CPU 的一般规格的范围内。

•确认电源容量是否足够。

•再次进行测试。

•上述操作后仍然无法解决问题的情况

下，可能是硬件异常。

参阅各模块的手册检查可编程控制器

CPU、基板是否正常。

或者，更换模块后确认动作。

故障的情况下，请向当地三菱电机代

理店咨询。

○

7400H

(29696)
成帧出错

•停止位的位置异常。

•停止位的设置异常。

•传送设置不一致。

•由于设备的电源 ON/OFF，对线路产生

了干扰。

•线路上产生了噪声。

•存在 2个及以上的主站。

•同时发生了数据的传送。

•使 QJ71MB91 与对象设备的停止位设

置相匹配。

•使 QJ71MB91 与对象设备的传送设置

相匹配。

•采取降噪措施。

•将主站设置为 1 个。

•调整时机等，以防止同时发生数据的

传送。

○

7401H

(29697)
奇偶校验出错

•奇偶校验位的检查发生了出错。

•奇偶校验位的设置异常。

•传送设置不一致。

•由于设备的电源 ON/OFF，对线路产生

了干扰。

•线路上产生了噪声。

•存在 2个及以上的主站。

•同时发生了数据的传送。

•使 QJ71MB91 与对象设备的奇偶校验

位设置相匹配。

•使 QJ71MB91 与对象设备的传送设置

相匹配。

•采取降噪措施。

•将主站设置为 1 个。

•调整时机等，以防止同时发生数据的

传送。

○

7402H

(29698)
溢出出错

•在完成接收处理之前接收了下一个数

据。

•传送速度超出了 QJ71MB91 的限制。

•发生了瞬间掉电。

•确认传送速度是否在 QJ71MB91 的限

制内。

•确认在安装站中是否发生了瞬间掉

电。(可以通过可编程控制器 CPU 的

特殊寄存器 SD1005 确认 )

发生了瞬间掉电时，消除其原因。

•降低传送速度。

○

7403H

(29699)
CS 信号 OFF

•请求报文或响应报文的发送时，CS 信

号变为 OFF，无法进行发送。

•电缆脱落。

•电缆异常。

•确认电缆是否脱落。

•重新审核电缆连接、配线，以确保

CH1(RS-232) 侧的 CS 信号常时处于

ON。

○

11 - 34 11.4　出错代码
11.4.3　出错代码一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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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16 出错代码一览 ( 续 )

出错代码 出错名称 出错内容 处理

发生功能

1) 2) 3) 4) 5)

7404H

(29700)
缓冲满出错 OS 缓冲 ( 模块内部具有的缓冲 )已满。

•可编程控制器 CPU 中有问题的情况

下，消除该问题。

•确认传送速度是否在 QJ71MB91 的限

制内。

•确认在安装站中是否发生了瞬间掉

电。( 可以通过可编程控制器 CPU 的

特殊寄存器 SD1005 确认 )

发生了瞬间掉电时，消除其原因。

•降低传送速度。

•降低来自于对象设备侧的请求的频

率。

○

7411H

(29713)
CRC/LRC 出错

通过 QJ71MB91 计算的 CRC/LRC 与接收

的报文内的 CRC/LRC 不一致。

•不要对报文传送中的设备进行电源

OFF、线路断开。( 这是导致问题的原

因的情况下，只要没有特别的问题则

不需要进行任何处理。)

•重新审核相应报文发送站发出的报文

内容。

•进行相应设备的检查。

•使异常的设备解除连接。

•重新审核线路状态。

•采取降噪措施。

○

7412H

(29714)
发送监视定时器超时 发生了发送监视定时器超时。

•确认电缆是否脱落。

•重新审核电缆连接、配线，以确保

CH1(RS-232) 侧的 CS 信号常时处于

ON。

○

7480H ～ 75FFH

(29824 ～

30207)

系统出错 QJ71MB91 的 OS 检测出异常。

通过以下步骤进行处理。

•确认电源模块、可编程控制器 CPU、

QJ71MB91 是否正确安装到基板上。

•确认系统的使用环境是否在可编程控

制器 CPU 的一般规格的范围内。

•确认电源容量是否足够。

•可能是硬件异常。

参阅各模块的手册确认可编程控制器

CPU、基板、QJ71MB91 是否正常。

或者，更换模块后确认动作。

•上述操作后仍然无法解决问题的情况

下，请向当地三菱电机代理店咨询，

并详细说明发生出错时的操作内容、

GX Developer 工程、出错代码。

○ ○ ○ ○ ○

F000H ～ FFFFH

(61440 ～

65535)

――
MELSECNET/H、MELSECNET/10 网络模块

检测出的出错

参阅 MELSECNET/H、MELSECNET/10 网络

系统参考手册的故障排除，进行处理。
○

11.4　出错代码
11.4.3　出错代码一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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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 注

1.  关于存储出错代码的区域，请参阅 11.4.1 项。

2.  关于参数的设置范围等的详细内容，请参阅第 7 章。
11 - 36 11.4　出错代码
11.4.3　出错代码一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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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进行 ERR. LED 的熄灯

本节对 QJ71MB91 的 ERR. LED 亮灯时的熄灯方法有关内容进行说明。

要 点
1. 应在进行 ERR. LED 的熄灯之前，先消除出错原因。

( 11.1 节、11.4 节 )

未消除出错原因的情况下，即使进行以下所示的 ERR. LED 的熄灯操作，ERR. 

LED 也不熄灯。

2. ERR. LED 在出错发生时亮灯。

ERR. LED 的亮灯后，即使在返回到正常状态的情况下，也不熄灯。

使 ERR. LED 熄灯的情况下，应通过以下方法实施。

11.5.1  通过 GX Configurator-MB 进行的情况下

以下对通过 GX Configurator-MB 进行 ERR. LED 的熄灯时的有关内容进行说明。

(1) 监视 / 测试画面的显示

显示监视 / 测试画面。(  8.6 节 )

表 11.17  ERR. LED 的熄灯方法一览

方法 参照

通过 GX Configurator-MB 进行熄灯 11.5.1 项

通过顺控程序进行熄灯 11.5.2 项

通过来自于主站的请求报文进行熄灯

(QJ71MB91 为从站的情况下 )
11.5.3 项

图 11.8  监视 / 测试画面
11.5　进行 ERR. LED 的熄灯
11.5.1　通过 GX Configurator-MB 进行的情况下

11 -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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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RR. LED 的熄灯

在 “CH Common/CH1 Error clear request(CH 通用 /CH1 出错消除请求 )”的设置

( 值 ) 栏中，选择“Being requested( 请求中 )” 后，点击 ( 选择测

试 ) 按钮。

在 “CH2 Error clear request(CH2 出错消除请求 )” 中也进行相同的操作。

图 11.9  监视 / 测试画面中的 ERR. LED 的熄灯操作

Execute test

点击

选择“Being 
requested(请求中)”
11 - 38 11.5　进行 ERR. LED 的熄灯
11.5.1　通过 GX Configurator-MB 进行的情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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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关于清除的 LED

通过监视 / 测试画面 (  8.6 节 ) 的 “CH Common/CH1 Error clear 

request(CH 通用 /CH1 出错消除请求 )” 及 “CH2 Error clear request(CH2 出错

消除请求 )” 进行了出错消除请求的情况下，全部 LED 与缓冲存储器的异常响应代

码存储区 (0002H/0004H) 将被清除。*1

*1  X·Y 监视 / 测试画面 (  8.6.1 项 ) 的 “Y1B: CH common/CH1 error clear request(Y1B: CH

通用 /CH1 出错消除请求 )” 及 “Y1C: CH2 error clear request(Y1C: CH2 出错消除请求 )” 的情

况下，仅在缓冲存储器的详细 LED 初始化请求存储区 ( 地址 : 0008H/0009H) 中进行了清除请求的

LED 被清除。

通过“Y1B: CH common/CH1 error clear request(Y1B: CH 通用 /CH1 出错消除请求 )”及“Y1C: 

CH2 error clear request(Y1C: CH2 出错消除请求 )”将 LED 熄灯时，应通过 GX Developer 的软

元件测试等，将详细 LED 初始化请求存储区的相应位置为 ON。

图 11.10  详细 LED 初始化请求存储区的配置

b0b1b2b3b4b5b6b7b8b9b10b11b12b13b14b15

1/0 1/0 1/0 1/0 1/0

b0b1b2b3b4b5b6b7b8b9b10b11b12b13b14b15

1/0 1/0 1/0 1/0 1/0

1/0

1/0

CH1侧详细LED初始化请求存储区(地址: 0008H)

CH2侧详细LED初始化请求存储区(地址: 0009H)

未使用(固定为0)

未使用(固定为0)

CH1异常响应代码存储区
(0002H)

CH2异常响应代码存储区
(0004H)

0: 无处理
1: 清除请求

0: 无处理
1: 清除请求

CH1 C/N

CH1 P/S

CH1 PRO.

CH1 SIO

C/1 ERR.

CH2 C/N

CH2 P/S

CH2 PRO.

CH2 SIO

CH2 ERR.
11.5　进行 ERR. LED 的熄灯
11.5.1　通过 GX Configurator-MB 进行的情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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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确认 ERR. LED 熄灯结果

处理完成时，将显示 “ 已完成。” 的信息。

应确认 “CH Common/CH1 Error(CH 通用 /CH1 出错 )” 与 “CH2 Error(CH2 出错 )”

的当前值栏从 “Error occurred( 出错发生 )”变为 “No error( 无 )”。

图 11.11  监视 / 测试画面 (ERR. LED 熄灯后 )
11 - 40 11.5　进行 ERR. LED 的熄灯
11.5.1　通过 GX Configurator-MB 进行的情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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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2  通过顺控程序进行的情况下

以下对通过顺控程序进行 ERR. LED 的熄灯时的有关内容进行说明。

(1) 将 ERR. LED 熄灯的步骤

将 ERR. LED 熄灯的步骤如下所示。

(a) ERR.LED 亮灯时的输入输出信号

在发生出错时，QJ71MB91 的模块前面的 ERR.LED 将亮灯，且 CH 通用 /CHn 出错

(X1B/X1C) 将变为 ON。(图中 )

(b)将详细 LED 初始化请求存储区的相应位置为 ON

将缓冲存储器的详细 LED 初始化请求存储区 (0008H/0009H) 的相应位全部置为 ON。

对于上述区域，在清除请求 ( 将相应位置为 ON) 后，通过本项 (1)(c) 进行出错消

除请求时将被清除。

此外，将上述异常响应代码存储区置为 ON 时，将清除缓冲存储器的异常响应代码

存储区 ( 地址 : 0002H/0004H)。

图 11.12  ERR. LED 亮灯时的输入输出信号的动作

图 11.13  详细 LED 初始化请求存储区的配置

①

发生出错发生出错发生出错发生出错

③

CH通用/CHn出错消除请求(Y1B/Y1C)

CH通用/CHn出错(X1B/X1C)

(LED亮灯)

ON①
(LED熄灯)

  ②
(LED亮灯)

  ON①

b0b1b2b3b4b5b6b7b8b9b10b11b12b13b14b15

1/0 1/0 1/0 1/0 1/0

b0b1b2b3b4b5b6b7b8b9b10b11b12b13b14b15

1/0 1/0 1/0 1/0 1/0

1/0

1/0

0: 无处理
1: 清除请求

0: 无处理
1: 清除请求

CH1侧详细LED初始化请求存储区(地址: 0008H)

CH2侧详细LED初始化请求存储区(地址: 0009H)

未使用(固定为0)

未使用(固定为0)

CH1异常响应代码存储区
(0002H)

CH2异常响应代码存储区
(0004H)

CH1 C/N
CH1 P/S

CH1 PRO.

CH1 SIO

C/1 ERR.

CH2 C/N

CH2 P/S

CH2 PRO.

CH2 SIO

CH2 ERR.
11.5　进行 ERR. LED 的熄灯
11.5.2　通过顺控程序进行的情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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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将 CH 通用 /CHn 出错消除请求置为 ON

通过将 CH 通用 /CHn 出错消除请求 (Y1B/Y1C) 置为 ON，ERR. LED 将熄灯。

( 图中 )

CH 通用 /CHn 出错消除请求 (Y1B/Y1C) 为 ON 期间，始终进行熄灯请求处理。

( 图中 )

(2) 程序条件

在 CH2 侧进行通信时，执行 ERR.LED 的熄灯的程序。

(a)使用的软元件

(b)使用的缓冲存储器

(3) 程序示例

(QJ71MB91 的输入输出信号为 X/Y0 ～ X/Y1F 时 )

图 11.14  ERR. LED 的熄灯请求时的输入输出信号的动作

表 11.18  ERR. LED 的熄灯中使用的软元件

软元件名称 软元件 用途

QJ71MB91 的输入输出 输入

X0 模块 READY

Y1C CH2 出错消除请求

外部输入 ( 指令 ) X20 ERR.LED 熄灯指令

表 11.19  ERR. LED 的熄灯中使用的缓冲存储器

软元件名称 地址 用途

QJ71MB91 的缓冲存储器
0009H

(9)
CH2 侧详细 LED 初始化请求存储区

图 11.15  ERR. LED 熄灯程序示例

②

③

发生出错发生出错发生出错发生出错

③

CH通用/CHn出错消除请求(Y1B/Y1C)

CH通用/CHn出错(X1B/X1C)

(LED亮灯)
ON①

(LED亮灯)
ON①

(LED熄灯)
②

将全部出错LED指定到CH2侧详细LED
初始化请求存储区中

CH2出错消除请求

CH2侧详细LED初始化请求存储区
被初始化时，复位CH2出错消除请求

ERR.LED
熄灯指令

模块
READY

\

\

11 - 42 11.5　进行 ERR. LED 的熄灯
11.5.2　通过顺控程序进行的情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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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3  通过来自于主站的请求报文进行的情况下

QJ71MB91 为从站的情况下，ERR. LED 可以通过来自于主站的请求报文熄灯。

以下对通过来自于主站的请求报文进行 ERR. LED 的熄灯时的有关内容进行说明。

(1) 将 ERR. LED 熄灯的步骤

在消除了出错原因的状态下，将以下请求报文从主站发送到从站 (QJ71MB91) 中。

· 通信重启选项 (  4.11.2 项 )

· 计数器与诊断用寄存器的清除 (  4.11.6 项 )
11.5　进行 ERR. LED 的熄灯
11.5.3　通过来自于主站的请求报文进行的情况下

11 -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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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忘录
11 - 44 11.5　进行 ERR. LED 的熄灯
11.5.3　通过来自于主站的请求报文进行的情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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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附 1 QJ71MB91 的功能升级

对于 QJ71MB91，通过版本升级进行了功能的添加、规格更改。

添加功能与对应版本如下所示。

备 注

关于序列号的确认方法，请参阅 2.4 节。

表附 .1  添加功能的对应版本

添加功能 对应序列号的前 5 位数

支持 UINI 指令 “11042”及以后
附 1　QJ71MB91 的功能升级
　

附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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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2 处理时间

本章对 QJ71MB91 的各功能的处理时间有关内容进行说明。

通过本项的计算公式求出的处理时间应作为与 1 个对象设备进行通信时的性能的大致参

考。

(1) 主站功能的性能

(a)自动通信功能的性能

1) 自动通信功能通信时间 [ 单位 : ms]

自动通信功能通信时间是从请求报文的处理时间到处理响应报文为止的时间。

Tac ＝ Km+Ta+Ktq+Ktr+Ts+Ti×3+Gt

2) 计算项目

*1  请求报文传送时间 [ms]: 

Ktq ＝请求报文大小 [ 字节 ]×1 个字符的位数 ÷ 传送速度 [bps]×1000

*2  响应报文传送时间 [ms]: 

Ktr ＝响应报文大小 [ 字节 ]×1 个字符的位数 ÷ 传送速度 [bps]×1000

*3  1 个字符时间＝ 1 个字符的位数÷传送速度 [bps]×1000

表附 .2  自动通信功能的处理时间计算项目

设置项目 内容 单位

Tac 自动通信功能通信时间 ms

Km 9( 常数 ) －

Ta

报文转换时间

RTU 模式  : 0

ASCII 模式 : 1 ～ 2

ms

Ktq 请求报文传送时间 *1 ms

Ktr 响应报文传送时间 *2 ms

Ts 对象从设备处理时间 ms

Ti

报文间隔

RTU 模式  : 

传送速度为 19200bps 及以下的情况下为 “1个

字符时间*3×3.5”

传送速度超出 19200bps 的情况下为 “1.75ms”

ASCII 模式 : 0

ms

Gt

数据发送延迟时间

RS-232    : 0ms

RS-422/485: 1 个字符时间*3×2

ms
附 - 2 附 2　处理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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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附 .1  自动通信功能的处理时间配置

从站

从站

下一个请求间隔定时器

自动通信功能
通信时间

请求
报文

请求
报文

请求
报文

响应
报文

请求
报文

响应
报文

响应
报文

响应
报文

请求
报文

响应
报文

主站
(QJ71MB91)

扩
大

自动通信功能通信时间

主站
(QJ71MB91) 处理时间

QJ71MB91
处理时间
(Km+Ta)

报文
间隔
(Ti)

数据发送
延迟时间
(Gt)

请求报文
传送时间
(Ktq)

报文
间隔
(Ti)

对象从设备
处理时间(Ts)

响应报文
传送时间
(Ktr)

报文
间隔
(Ti)

处理时间

处理时间
附 2　处理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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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专用指令的性能 (MBRW 指令 /MBREQ 指令 )

1) 专用指令处理时间 [ 单位 : ms]

专用指令处理时间是从启动专用指令到完成软元件变为 ON 为止的时间。

Trc ＝ Km+Ta+St+(Ttq+Ts+Ttr+Ti×3+Gt 与 St 中较大的一方 )

2) 计算项目

*1   请求报文传送时间 [ms]:

Ttq ＝请求报文大小 [ 字节 ]×1 个字符的位数 ÷ 传送速度 [bps]×1000

*2   响应报文传送时间 [ms]: 

Ttr ＝响应报文大小 [ 字节 ]×1 个字符的位数 ÷ 传送速度 [bps]×1000

*3   1 个字符时间＝ 1 个字符的位数 ÷ 传送速度 [bps]×1000

表附 .3  专用指令的处理时间计算项目

设置项目 内容 单位

Trc 专用指令处理时间 ms

St 本站扫描时间 ms

Km 9( 常数 ) －

Ta

报文转换时间

RTU 模式  : 0

ASCII 模式 : 1 ～ 2

ms

Ttq 请求报文传送时间 *1 ms

Ts 对象从设备报文处理时间 ms

Ttr 响应报文传送时间 *2 ms

Ti

报文间隔

RTU 模式  : 

传送速度为 19200bps 及以下的情况下为 “1个

字符时间*3×3.5”

传送速度超出 19200bps 的情况下为 “1.75ms”

ASCII 模式 : 0

ms

Gt

数据发送延迟时间

RS-232    : 0ms

RS-422/485: 1 个字符时间*3×2

ms
附 - 4 附 2　处理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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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从站功能的性能

(a)安装到可编程控制器 CPU 中的情况下

1) 请求报文处理时间 [ 单位 : ms]

请求报文处理时间是从 QJ71MB91 接收来自于主站的请求报文后，完成处理到发

送响应报文为止的时间。

　Tsl ＝ Ttq+Ta+Ks1+Ks2×n1+St×n2+Ttr+Ti×2+Gt

2) 计算项目

( 接下页 )

图附 .2  从站功能的处理时间配置

表附 .4  安装到可编程控制器 CPU 中时的处理时间计算项目

设置项目 内容 单位

Tsl 请求报文处理时间 ms

St 本站扫描时间 ms

Ks1 6( 常数 ) －

Ks2 8( 常数 ) －

Ta

报文转换时间

RTU 模式的情况下  : 0

ASCII 模式的情况下 : 1 ～ 2

ms

Ttq 请求报文传送时间 *1 ms

Ttr 响应报文传送时间 *2 ms

Ti

报文间隔

RTU 模式 : 

传送速度为 19200bps 及以下的情况下为 “1个字符时间

*3×3.5”

传送速度超出 19200bps 的情况下为 “1.75ms”

ASCII 模式 : 0

ms

Gt

数据发送延迟时间

RS-232    : 0ms

RS-422/485: 1 个字符时间*3×2

ms

主站

TtqTi Ti Gt Ti

从站
(QJ71MB91)

请求报文

请求报文 处理时间 响应报文

QJ71MB91+CPU处理时间
(Ta+Ks1+Ks2×n1+St×n2) Ttr

Tsl
附 2　处理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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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请求报文传送时间 [ms]:

Ttq ＝请求报文大小 [ 字节 ]×1 个字符的位数 ÷ 传送速度 [bps]×1000

*2   响应报文传送时间 [ms]:

Ttr ＝响应报文大小 [ 字节 ]×1 个字符的位数 ÷ 传送速度 [bps]×1000

*3   1 个字符时间＝ 1 个字符的位数 ÷ 传送速度 [bps]×1000

表附 .4 安装到可编程控制器 CPU 中时的处理时间计算项目 ( 续 )

设置项目 内容 单位

n1

根据处理对象的功能代码与分配的内容将为下表的值。

－

功能代码
可编程控制器 CPU

软元件分配时

缓冲存储器

分配时

01 1 0

02 1 0

03 1 0

04 1 0

05 1 0

06 1 0

07 1 0

08 0 0

11 0 0

12 0 0

15 1 0

16 1 0

17 0 0

20 1 0

21 1 0

22 2 0

23 2 0

n2

根据处理对象的功能代码与分配的内容将为下表的值。

－

功能代码

可编程控制器 CPU

软元件分配时
缓冲存储器

分配时
通常时 最糟时

01 1 2 0

02 1 2 0

03 1 2 0

04 1 2 0

05 1 2 0

06 1 2 0

07 1 2 0

08 0 0 0

11 0 0 0

12 0 0 0

15 1 2 0

16 1 2 0

17 0 0 0

20 1 2 0

21 1 2 0

22 2 4 0

23 2 4 0
附 - 6 附 2　处理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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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安装到 MELSECNET/H 远程 I/O 站中的情况下

1) 请求报文处理时间 [ 单位 : ms]

Tsl ＝ Ttq+Ta+Ks1+Ks2×n1+(Sm+LS×4+TRIOR+TRBF)×n2+Ttr+Ti×2+Gt

2) 计算项目

*1   请参阅 Q 系列 MELSECNET/H 网络系统参考手册 ( 远程 I/O 网络篇 )。

表附 .5  安装到 MELSECNET/H 远程 I/O 站中时的处理时间计算项目

设置项目 内容 单位

Sm 远程主站扫描时间 ms

LS 链接扫描时间*1 ms

TRIOR I/O 刷新时间 *1 ms

TRBF 与智能功能模块的缓冲存储器的刷新时间*1 ms

上述以外 参阅本项 (2)(a) －
附 2　处理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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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3 外形尺寸图

*1   R1( 端子排附近的弯曲半径 )   : 电缆外径 ×4

*2   R2( 连接器附近的弯曲半径 )   : 电缆外径 ×4

*3   r1( 压装端子附近的弯曲半径 ) : 可在不极端弯曲的范围内连接

图附 .3  外形尺寸图

电缆外径×4+10

90 4.5 27.4

98

R1
(＊1)

R2
(＊2)

r1
(＊3)

23

4

单位: mm
附 - 8 附 3　外形尺寸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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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保

使用之前请确认以下产品质保的详细说明。

1. 1. 免费质保期限和免费质保范围免费质保期限和免费质保范围

在免费质保期内使用本产品时如果出现任何属于三菱电机责任的故障或缺陷（以下称“故障”），则经销商或三菱电机服务

公司将负责免费维修。

但是如果需要在国内现场或海外维修时，则要收取派遣工程师的费用。对于涉及到更换故障模块后的任何再试运转、维护或

现场测试，三菱电机将不负任何责任。

[免费质保期限 ]

免费质保期限为自购买日或交货的一年内。

注意产品从三菱电机生产并出货之后，最长分销时间为 6个月，生产后最长的免费质保期为 18 个月。维修零部件的免费质

保期不得超过修理前的免费质保期。

[免费质保范围 ]

(1) 范围局限于按照使用手册、用户手册及产品上的警示标签规定的使用状态、使用方法和使用环境正常使用的情况下。

(2) 以下情况下，即使在免费质保期内，也要收取维修费用。

① 因不适当存储或搬运、用户过失或疏忽而引起的故障。因用户的硬件或软件设计而导致的故障。

② 因用户未经批准对产品进行改造而导致的故障等。

③ 对于装有三菱电机产品的用户设备，如果根据现有的法定安全措施或工业标准要求配备必需的功能或结构后本可以

避免的故障。

④ 如果正确维护或更换了使用手册中指定的耗材（电池、背光灯、保险丝等）后本可以避免的故障。

⑤ 因火灾或异常电压等外部因素以及因地震、雷电、大风或水灾等不可抗力而导致的故障。

⑥ 根据从三菱电机出货时的科技标准还无法预知的原因而导致的故障。

⑦ 任何非三菱电机或用户责任而导致的故障。

2.2. 产品停产后的有偿维修期限产品停产后的有偿维修期限

(1) 三菱电机在本产品停产后的 7年内受理该产品的有偿维修。

    停产的消息将以三菱电机技术公告等方式予以通告。

(2) 产品停产后，将不再提供产品（包括维修零件）。

3.3. 海外服务海外服务

在海外，维修由三菱电机在当地的海外 FA 中心受理。注意各个 FA 中心的维修条件可能会不同。

4.4. 机会损失和间接损失不在质保责任范围内机会损失和间接损失不在质保责任范围内

无论是否在免费质保期内，凡以下事由三菱电机将不承担责任。

(1) 任何非三菱电机责任原因而导致的损失。

(2) 因三菱电机产品故障而引起的用户机会损失、利润损失。

(3) 无论三菱电机能否预测，由特殊原因而导致的损失和间接损失、事故赔偿、以及三菱电机产品以外的损伤。

(4) 对于用户更换设备、现场机械设备的再调试、运行测试及其它作业等的补偿。

5.5. 产品规格的改变产品规格的改变

目录、手册或技术文档中的规格如有改变，恕不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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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es and/or other countries.

The company names, system names and product names mentioned in this manual are either registered trademarks or 

trademarks of their respective companies.

In some cases, trademark symbols such as ' ™ ' or '®'are not specified in this manu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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