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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编程序控制器（Programmable logiC Controller ，PLC）是工业控制计算机家族中的一员，随着工业自动

化程度的日益提高，PLC 以其应用简便、稳定可靠、控制功能强大、抗干扰能力强等特点已经得到了广泛

的应用，但它也有自身的一些缺点，即数据的计算处理与管理能力较弱，特别是不能提供给用户良好的

人机界面。将计算机与 PLC 结合起来使用，可以充分利用计算机强大的人机接口功能、丰富的应用软

件，达到使二者优势互补的目的。组成这样的分布式控制系统，可以有效地解决上述问题。在这里，

PLC 完成对系统的底层控制，即直接控制执行机构，上位计算机则完成数据处理、信息管理等复杂的控

制管理任务。本文以 0MR0N 可编程序控制器为例重点讨论 PLC 与上位机串行通信实现的方法。通常

有两种方法来实现上位机对可编程序控制器的监控：一种是采用现有的组态软件，另一种是利用高级语

言实现上位机与 PLC 的通信，如 VB，VC 等。

1 通信网络的硬件组成及其通信协议

HostLink 协议是欧姆龙的专有协议，它支持与欧姆龙 PLC 的通信，该协议采用串行通信，占用计算

机中的串行口［1］。通信中，命令由上位机发向 PLC，PLC 做出反应，发送方及接受方所有的通信都是由

上位机驱动，通信协议采用 FCS（Frame CheCk SequenCe）纠错。要实现上位机与 PLC 的数据交换，以下几

点必须得到保证：（1）上位机与 PLC 的波特率一致；（2）数据格式一致；（3）上位机必须依照 PLC 的通信协

议来编写通信协议。硬件连接以 0MR0N 公司的 CPM1A 为例，其基于 1 ： 1 的连接方式如图 1 所示。

CPM1A 本身没有串行通信端口，需要借助 RS232C 通信适配器 CPM1 - CIF01 模块才能和上位机的串行

口连接起来，此时应将模块上的开关拨向 H0ST 端。PLC 与上位机进行通信时，PLC 的通信参数可以按

照以下的推荐值设置，波特率：9600，数据位长度：7，停止位长度：2，奇偶校验位：偶校验。



图 1 系统构成

Fig.1 System Configuration

2 基于组态王 5 .1 的 PLC 与上位机的通信

2.1 组态王 5.1 软件的简介

组态王 5 .1 是运行在 Windows98 / NT4. 0 上的组

态软件，内含工程浏览器 T0UCHEXPL0RER 和画面

运行系统 T0UCHVEW 两部分。工程浏览器是组态

王的核心部分和管理开发系统，画面运行系统是组

态王软件实时运行环境［2］。组态王为开发者提供了

丰富的图库及图库开发工具。用户将所设计好的画

面进行数据连接，就可以将对象与系统变量对应起

来。组态王还内置了大量的设备驱动程序，一般不

需要再单独安装设备驱动程序了 。它内建了很多

系统函数、控制函数、配方管理函数、命令语言函数，

可以简单方便地完成画面的动态显示，创建配方，生成数据报告等。

2.2 组态王 5.1 与 PLC 的通讯

组态王软件系统与最终工程人员使用的具体的 PLC 或现场部件无关，对于不同的硬件设备，只需

要为组态王配置相应的通信驱动程序即可。工程人员可以把每一台下位机看作一种设备，而不必关心

具体的通讯协议，只需要在组态王的设备库中选择设备的类型，然后按照“设备配置向导”的提示一步步

完成安装即可。

组态王的设备管理结构列出已配置的与组态王通讯的各种 I / 0 设备名，每个设备名实际上是具体

设备的逻辑名称，每个逻辑设备名对应一个相应的驱动程序［2］。工程人员只要按照配置向导的提示进

行相应的参数设置，选择 I / 0 设备的生产厂家、实际设备名称、通讯方式，指定设备的逻辑名称和通讯地

址，组态王则会自动完成驱动程序的启动和通信，不再需要人工参与了。

0MR0N 系列 PLC 的编程口（串行口）与组态王通信，都可以使用 hostlink 协议方式来实现。在组态

王的设备管理器中双击新建，然后依次为 PLC > 0mron > 串行 > 填写逻辑名称 > 选择串口 > 指定设备地

址，例如：PLC > 0mron > 串行 > omron > Com1 > 1。这些主要工作结束后，就完成了 PLC 的设备安装，此时

还需要在组态王中定义串口的参数，组态王的参数设置成和 PLC 中的一样即可（见前文）。需要注意的

是：PLC 初始状态要设定为 Monitor（监控）状态，只有在 Monitor 状态下才能往 PLC 写入数据。

以上工作结束后，就可以实现组态王与 PLC 的通信。

3 基于高级语言 VB6 .0 的串行通信

3.1 通信的命令格式

通信的一些基本参数都要在 PLC 的 DM 区中设定，本例中 PLC 选择标准的通信参数。通讯方式按

主从关系可以分两种：一是上位机为主动方，发出命令启动通信，PLC 为被动方，接受上位机的命令。另

一种是由 PLC 为主动方，发出启动命令 ，本文采用的是第一种方式。从计算机发送到 PLC 的数据块称

为命令帧，从 PLC 向上位机发的数据块称为响应帧［3］。

上位机发出的命令帧格式如下：

@ × × × × × × * CR
机号 N0. 识别码 正文 FCS 结束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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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C 回送给上位机的响应帧格式如下：

@ × × × × × × × × * CR
机号 N0. 识别码 响应码 正文 FCS 结束码

在命令 /响应格式中，必须要以@开始。“机号 N0.”是上位机识别所连 PLC 的节点号，该参数在

PLC 的（DM6653）中设定［1］。识别码为一个命令代码，用来标明读写的区，例如读 DM 区时为 RD，写 DM
区时则是 WD。FCS 是帧校验和，用来检查是否发生错误。而*和 CR 表示帧的结束，在响应格式中结

束代码标明返回命令的完成状态，如：00 表示是正常结束。一个帧最多由 131 个 ASCII 码字符组成，如

果超过，则必须将数据分成若干帧，第一帧和中间帧以分界符（CR）来代替结束码（*CR）。

3.2 VB6.0 通信控件 MSComm 的使用

在 VB6.0 平台上，通过对串行通信控件 MSComm 的简单配置，就可以完成串行口的读写操作，从而

实现上位机与 PLC 的通信。

① MSComm 的常用属性

Settings：通信设置，本文将 PLC（CPM1A）设置为标准的通信参数（见前文），所以应将该属性设置为：

“9600，E，7，2”。

CommPort：用于指定串行通信端口号。

InBuffersize：确定输入缓冲区的大小。

0utBuffersize：确定输出缓冲区的大小。

InputLen：指定每次从输入缓冲器读出的字符数。

② 运行时常用的属性

Port0pen：设置和读取串行口状态。

0utPut：向串行口写数据。

InPut：读串行口数据。

InBufferCount：确定输入缓冲区内的字符数。

其它属性采用默认值即可。

3.3 通信实例

依次点击 ProJeCt > Components > Control > MiCrosoft Common Control6 . 0 即可在 VB6. 0 控件栏里发现

MsComm 控件。

初始化串行口

Private Sub Form-Load（）

MsComm1. Commport = 1 ’使用 C0M1
MsComm1. Setting = ”9600，E，7，2”’波特率 9600、7 位数据位、2 位停止位、偶校验

MsComm1. Port0pen = True ’打开 C0M1
MsComm1. Inputlen = 0 ’将接收缓冲区的数据全部读取

End Sub
向 PLC 写数据

Private Sub SendMesg-CliCk（）

Dim SendMesg1 As String
Dim Tp As String
Tp = ”@00SC02” ’将 PLC 置于“监控”模式

Tp = Tp + FCs（Tp）+ ”*”+ Chr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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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sComm1.0utput = Tp
SendMesg1 = ”@00WD00010002” ’写 DM 区

MsComm1.0utput = SendMesg + FCs（SendMesg）+ ”*”+ Chr <（13）

End Sub
读 PLC 的数据

Private Sub ReCMesg-CliCk（）

Dim Cmp As String
Dim ReC As String
Cmp = ”@00RD00010002” ’读 DM0001、DM0002
MsComm1.0utput = Cmp + FCS（Cmp）+ ”*”+ Chr <（13）

For I = 1 to 1000
I = I + 1
Next I ’等待 PLC 响应

ReC = MsComm1. Input
End Sub
校验码 FCS 的计算程序

Private FunCtion FCs（Frame As Sting）As String
Dim TJ As String
FCs = 0
For I = 1 to len（frame < ）

TJ < = Mid <（Frame < ，I，1）

FCs = FCs Xor ArC（tJ < ）

Next I
FCs < = hex <（FCs）
If len（FCs < ）= 1 then FCs < = ”0”RFCs <
End if
End FunCtion

4 结束语

随着 PLC 应用的日益广泛，基于 PC 和 PLC 的分布式控制系统越来越受到各方面的重视，拥有着很

好发展前景。专用工业组态软件适用于控制要求较为复杂的大中型系统，工程技术人员可以依靠其强

大的功能，建立起符合控制要求的控制画面。对于小型分布式系统的设计而言，减少投资往往是重要的

出发点，而由高级语言编写的通信软件正好适用于一些小规模的、比较简单的控制系统，这样不但可以

节约投资，而且在实际运行中表明，系统可靠，通信简单，对小系统来说是一种较为理想的选择。在实际

工程中，应当根据控制任务的特点及现场实际状况来选择具体的控制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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