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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前言 

2.1 关于 AWC500 

AWC500 是为满足严苛应用环境而设计开发的高级控制器，模块化设计的控制器和

I/O 模块具有高度的可靠性、稳健性和灵活性。AWC500 产品系列模块之间采用机架背板

总线通信，机架之间采用扩展模块进行分布式连接。 

2.2 安全提示 

本文件所涵盖的所有操作活动中，操作人员应始终遵照相应国家、地区及厂商包括但不

仅限于：高低压电器操作规范、安全规程、个人防护、环境保护等与安全和环境相关的法律

法规进行规范操作。福氏新能源技术（上海）有限公司谢绝承担由于个人忽视相关法规条例

引发人身安全和财产损失的责任。 

2.3 免责声明 

福氏新能源技术（上海）有限公司保留更改本文件任何内容的权利，恕不另行通知。 

2.4 商标 

PRACTEK®是福氏新能源技术（上海）有限公司注册商标。 

EtherCAT®是 Beckhoff Automation GmbH 注册商标和专利技术。 

Linux®是 Linus Torvalds 注册商标。 

所有商标和专利技术均归属其各自所有者。 

2.5 版权 

本文件由福氏新能源技术（上海）有限公司版权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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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AWC500 编程环境 

3.1 CODESYS 介绍 

控制器 AWC500 编程环境由工业自动化领域广泛应用的 CODESYS IDE 提供，福氏技

术基于 CODESYS 开发设计 AWC500 的相关功能。CODESYS 是一种功能强大的 PLC 软件

编程工具，支持 IEC 61131-3 标准 IL 、ST、 FBD 、LD、 CFC、 SFC 六种 PLC 编程语

言，用户可以在同一项目中选择不同的语言编辑子程序、功能模块等。  

3.2 CODESYS 库管理 

CODESYS 标准库和 AWC500 功能库可以在工程中的 Library Manager 库管理器中进行

管理，以便在程序中调用。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BC%96%E7%A8%8B%E8%AF%AD%E8%A8%80/9845131?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BC%96%E7%A8%8B%E8%AF%AD%E8%A8%80/9845131?fromModule=lemma_in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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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总线配置 

AWC500 产品系列模块之间采用 EtherCAT 总线通信，添加配置总线 EtherCAT 

Master 方法如下。 

➢ 右键点击“Device”，选择“添加设备”。 

➢ 弹出对话框选择“现场总线/Ethercat/主站/EtherCAT Ma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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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击“EtherCAT_Master”打开配置页面，选择“按名称选择网络”后在“网络名

称”右侧的输入框内填写“eth0”完成总线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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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任务配置 

MainTask 设置周期、优先级、执行方式、程序调用、看门狗等。 

优先级：任务优先级，0~31，0 优先级最高，31 优先级最低。 

间隔：任务周期。 

类型：任务执行方式，通常使用循环。 

看门狗：任务看门狗，监控任务执行情况。 

增加调用：任务调用程序，选择任务中执行的程序单元。 

EtherCAT_Task 设置：通常采用默认设置。 



 9 / 47 

 

 

控制器 AWC500 基础编程手册 

 

3.5 任务看门狗 

CODESYS 工程中任务 Task 运行时间过长或 CPU 超载，可以通过设置任务看门狗功能

检测和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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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务看门狗设置“时间”必须大于任务运行周期。 

➢ 任务运行时间超过设置时间（“时间” x “灵敏度”），或者任务运行时间连续超过

设置时间的次数大于灵敏度，将导致看门狗触发。 

3.6 设置 I/O 默认状态 

在“Device/PLC 设置”页面可以进行 I/O 默认状态设置： 

➢ 勾选“停止时更新 IO”。 

➢ 设置“停止时进行输出行为”为“设置所有输出为默认”。 

 

3.7 控制器负载监控 

CODESYS 工程中可以通过“Task Configuration/Monitor”查看任务运行的循环时间和

统计数据，也可以测量每个子系统的执行时间。任务运行的消耗时间必须小于任务运行设定

周期并且尽可能的短，避免因为任务超时导致系统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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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器负载情况也可以通过 PLC Shell、浏览器控制界面查看。 

PLC Shell 查看控制器负载：控制器运行条件下，“Device/PLC Shell”页面在线输入

指令“cpuload”，即可查看控制器负载情况。 

 

浏览器控制界面查看控制器负载：浏览器登录控制界面，“Info”页面“CPU l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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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自动扫描设备 

CODESYS 支持控制器 AWC500 自动扫描添加设备功能，方法如下： 

➢ 新建工程，选择“标准工程”。 

➢ 右键点击“Device/添加设备”，弹出对话框选择“现场总线/Ethercat/主站

/EtherCAT Ma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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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击“EtherCAT_Master”修改配置为“按名称选择网络”，并将“网络名称”修

改为“eth0”。 

 

➢ 双击“Device”，点击“扫描网络”扫描在线控制器，建立网关连接； 

 

➢ 点击“登录”按钮，但不要点击“启动”按钮运行程序。 

➢ 右键点击“EtherCAT_Master”选择“扫描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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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线设备自动被扫描出来后，点击“复制所有设备到工程中”将自动扫描的设备导入

到工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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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注意，不是所有的硬件设备都可以被正确扫描并添加到工程中，因此建议核对已经扫

描添加的设备是否符合配置要求，也可以采用手动方式逐个添加硬件设备。 

下图为 AWC500 模块常见的配置方式和模块层级结构分布。 

 

3.9 持久型变量 

工程中某些数据需要长期存储，避免断电等操作导致数据丢失。可以将其声明为持久型

变量，这些变量需要在 Persistent Variables 内声明。虽然持久型变量具有不易丢失的特

性，但仍然建议在此基础上将相关数据保存在备份文件中，以防备可能的器件损坏、工程误

更新等导致数据丢失。 

右键点击“Application”，弹出对话框点击“添加对象/Persistent 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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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 创建 HMI 

CODESYS 工程支持创建和编辑 HMI 界面，并且可以通过浏览器访问 HMI。 

➢ 新建工程，选择“Standard project”。 

➢ 右键点击“Application”，选择“Add Object/Visu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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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击“Visualization Manager”，勾选“Visible”设置 HMI 存储区容量。HMI 存储

区容量通常采用默认设置，当用户绘制的单一页面元素过多时，若存储区过小可能导致页面

显示卡顿或白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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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击“WebVisu”可以通过修改“Start visualization”设置用户登录到 HMI 界面时

显示的首界面，同时可以对界面的刷新频率、缓存等参数进行设置（通常采用默认设置）。 

 

工程中可以在带有 ID 的全局文本列表 Text List 中进行 HMI 界面显示语言切换。右键

点击“Application”，选择“Add Object/Text L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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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TextList”页面设置“ID”和“Default”，右键点击设置区域弹出对话框选择

“Add Language”，输入新增语言名称“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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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语言“Chinese”目录内填写中文模式下需要显示的中文字符。 

 

文本框显示设置和语言切换按钮设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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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 HMI 需要使用多种语言切换，可将多种语言添加到全局文本列表 Text List 中。请

注意“Visualization Manager”界面勾选“Use Unicode string”并在“Selected 

language”中选择“zh-CHS”才能在界面中显示中文。参考例程 Demo3.10_H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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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AWC500 程序配置 

4.1 PCM5.2 程序配置 

4.1.1 数字量程序配置 

PCM5.2 模块具有 1 个数字输入 DI 通道、1 个安全数字输入 SDI 通道和 1 个安全数字

输出 SDO 通道，SDI 和 SDO 通常被用作控制器的看门狗干接点输入或输出，当用户系统

或控制器运行异常时，通过硬件节点发出信号触发相应的硬件保护逻辑。 

程序中声明定义变量以后，可以直接在“Internal I/O Mapping”中进行变量链接。参

考例程 Demo4.1_PCM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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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串口程序配置 

PCM5.2 模块具有 2 个 RS-422/485 通道，支持 Modbus-RTU 通信，相关参数配置需

要通过代码实现。参考例程 Demo4.1_PCM52。 

采用 RS-485 通信时，端口选择、校验方式、停止位、波特率、数据位设置都通过程序

代码实现，需要使用库函数 SysCom 和 SysTypes。本示例中 COM1 端口发送数据、

COM2 端口接收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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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 Modbus-RTU 主站通信时，端口选择、校验方式、停止位、波特率、数据位设置

都通过程序代码实现，需要使用库函数 Libmodbus。 

 

4.1.3 CANopen 程序配置 

    PCM5.2 模块具有 2 个 CAN 接口，每个 CAN 接口均可作为主站或从站使用。右键点

击“Device”选择“Add Device/CANbus”，弹出对话框选择“CANbus”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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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选择“CANbus/General”，将“Network”设置为 0，即使用 PCM5.2 的 CAN

接口 1。CAN Network 编号在控制器 PCM5.2 内部是从 0 开始编排的，即 PCM5.2 的

CAN 接口 1 对应 Network 编号为 0，PCM5.2 的 CAN 接口 2 对应 Network 编号为 1。

当 AWC500 配置其他 CAN 功能模块时，CAN 接口 Network 将依次编号为 2、3、4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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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键点击“CANbus”弹出窗口“Add Device/Fieldbuses/CANopen”有两种选择： 

➢ CANopen 主站：CANopenManager/CANopen_Manager。 

➢ CANopen 子站：Local Device/CANopen Device。 

 

由于 PCM5.2 模块具有两个 CAN 接口，本示例将 CAN 接口 1 配置为 CANopen 主

站，将 CAN 接口 2 配置为 CANopen 子站，使其相互通讯。参考例程

Demo4.1_PCM52。 

   （1）按照前面所述方法添加两个 CANbus 设备，将 CAN 接口 1 命名为

CANbus_Port1，将 CAN 接口 2 命名为 CANbus_Port2。修改 CANbus_Port1 的

Network 为 0，修改 CANbus_Port2 的 Network 为 1，并将两个接口的波特率设置为

500kb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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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 接口 Network 定义 CANbus 命名 

CAN 接口 1 0 CANbus_Port1 

CAN 接口 2 1 CANbus_Port2 

 

 

（2）点击“CANbus_Port2”添加“Local Device/CANopen Device”，并在

“CANopen_Device/General”标签中将“Node ID”设置为 1。 

 点击“Edit I/O Area”、“Add Area”，添加输入输出数据通道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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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O 配置页面描述 

Transmit 主站接收数据，从站发送数据 

Receive 主站发送数据，从站接收数据 

Range name 自定义数据名称 

Count 选择每组数据数量 

Data type 选择每组数据类型 

Force new PDO 勾选表示新建一组数据，否则在原数据组添加 

 

（3）在“CANopen_Device/CANopen I/O Mapping”页面关联程序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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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CANopen_Device/General”页面，点击“Export EDS file”导出从站的 EDS

文件，以方便主站配置添加。Vendor name、Product name 等信息可根据实际情况进行

定义和配置。 

 

（5）点击菜单栏“Tools/Device Respository”，弹出窗口中点击“Install”，选择

子站 EDS 文件加载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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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右键点击“CANbus_Port1”添加 CANopen 主站设备，选择“Add 

Device/CANopen_Mana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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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右键点击 “CANopen_Manager”，选择“Add Device”，弹出窗口选择已经

完成添加的子站设备。 

 

（8）CANopen 主站“CANopen I/O Mapping”页面进行变量链接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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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IOM5.1 程序配置 

IOM5.1 为数字量输入输出、温度输入、高频数字量输入、模拟量输入输出模块，具有

12 个 DI 通道、4 个 FI 通道、10 个 DO 通道、6 个 TEMP 通道、4 个 AI 通道以及 4 个 AO

通道。 

4.2.1 数字量程序配置 

IOM5.1 模块数字量通道程序中声明定义变量后，可直接在“EterCAT I/O Mapping”

中将变量关联到硬件通道上。使用 DO 数字输出功能需要提前使能变量 Enable DO。参考

例程 Demo4.2_IOM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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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OM5.1 模块高频数字输入 FI 通道需要配置启动参数，点击设备“IOM5.1/Startup 

Parameters/Add”进行 FI 通道启动参数设置。启动参数不可以批量操作，每次“Add”新

建启动参数只可以配置一个参数。例如 FI 通道 1 启动参数设置如下, 其他 FI 通道设置方法

相同。 

➢ 16#8030:16#00 DIF 1 Config： 

分项：16#01，Pulses per revolution（1~127），Value 按需设置。 

分项：16#02，HW divider（1~255），Value 按需设置。 

  FI 通道启动参数说明： 

➢ Pulses per revolution，设置每圈脉冲数。 

➢ HW divider，设置硬件分频器的计量脉冲数。配置 HW divider 参数前，需要计算实 

际接入信号的频率范围，如果频率＜1KHz 则不需要使用 HW divider 分频功能，HW 

divider 参数设置为 0 表示禁用此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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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中声明定义变量后，可直接在“EterCAT I/O Mapping”中将变量关联到硬件通

道上。参考例程 Demo4.2_IOM51。 

FI 通道变量参数说明： 

➢ Tper 通道计算两个脉冲（PPR 设置的脉冲数）上升沿之间 800ns 计数器的计数。 

➢ Freqcount 通道检测到新的脉冲信号时，则 Freqcount 的值递增。 

频率计算说明： 

𝑓[𝐻𝑧] =
1250000.0 ∗ 𝑃𝑃𝑅 ∗ 𝐻𝑊𝐷

𝑇𝑝𝑒𝑟𝑋
 

其中： 

TperX 为 FI 通道的 Tper 数值； 

PPR 为每圈的脉冲数（对应 FI 通道设置参数 Pulses per revolution）； 

HWD 为硬件分频器的设定值（对应 FI 通道设置参数 HW Divi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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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温度输入程序配置 

IOM5.1 模块温度输入需要设置启动参数，根据实际使用的温度传感器接线方式（二线

制、三线制、四线制）和类型（Pt100、Pt1000、NiCr-Ni），逐个通道进行启动参数配

置。启动参数不可以批量操作，每次“Add”新建启动参数只可以配置一个参数。 

点击“IOM5.1/Startup Parameters/Add”添加温度输入启动参数。例如 TEMP1 通

道启动参数设置如下, 其他温度通道设置方法相同。 

16#8040:16#00 Temperature 1 config： 

➢ 分项：16#01，Wire setup，设置温度传感器接线方式。 

➢ 分项：16#02，Sensor type，设置温度传感器类型。 

 

 程序中声明定义变量后，可直接在“EterCAT I/O Mapping”中将变量关联到硬件通

道上。参考例程 Demo4.2_IOM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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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模拟量程序配置 

IOM5.1 模块模拟量输入 AI 需要设置启动参数，AI 根据实际使用模拟量传感器的信号

类型（电压型、电流型），逐个通道进行启动参数配置。启动参数不可以批量操作，每次新

建启动参数只可以配置一个参数。 

例如模拟量输入通道 AI1 启动参数设置如下, 其他 AI 通道设置方法相同。点击设备

“IOM5.1/ Startup Parameters/Add”。 

16#8020:16#00 Analog input 1config： 

➢ 分项：16#01，AI Config Bit0:Input type，设置模拟量输入类型。 

 

 程序中声明定义变量后，可直接在“EterCAT I/O Mapping”中将变量关联到硬件通

道上。使用 AO 模拟输出功能需要提前使能变量 Enable AO。模拟量计算需要进行线性标

定，原始数值（-25000 至 25000）对应实际数值（-10V 至 10V）或（-20mA 至 

20mA）。参考例程 Demo4.2_IOM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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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DIM5.1 程序配置 

DIM5.1 模块具有 16 个数字输出 DO 通道和 30 个数字输入 DI 通道。程序中声明定义

变量后，可直接在“EterCAT I/O Mapping”中将变量关联到硬件通道上。参考例程

Demo4.3_DIM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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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AIM5.1 程序配置 

AIM5.1 模块具有 16 个模拟量输入 AI 通道、4 个模拟量输出 AO 通道、24 个二线制

Pt100 温度输入通道或 12 个三线制 Pt100 温度输入通道。 

4.4.1 温度输入程序配置 

AIM5.1 模块温度输入需要设置启动参数，根据实际使用 Pt100 的接线方式（二线制、

三线制），逐个通道进行启动参数配置。启动参数不可以批量操作，每次新建启动参数只可

以配置一个参数。 

点击“AIM5.1/Startup Parameters/Add”添加温度输入启动参数。例如 TEMP1 通

道启动参数设置如下, 其他温度通道设置方法相同。 

16#8200:16#00 RTD 1 Settings： 

➢ 分项：16#1A，Connection technology，设置 Pt100 接线方式。 

 

程序中声明定义变量后，可直接在“EterCAT I/O Mapping”中将变量关联到硬件通

道上。参考例程 Demo4.4_AIM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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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2 模拟量程序配置 

AIM5.1 模块 AI、AO 通道需要设置启动参数，根据实际使用模拟量传感器的信号类型

（0~10V、0~20mA），逐个通道进行启动参数配置。启动参数不可以批量操作，每次新

建启动参数只可以配置一个参数。 

点击设备“AIM5.1/Startup Parameters/Add”开始设置启动参数，例如 AI1 通道启

动参数设置如下, 其他模拟量通道设置方法相同。 

16#810D:16#00 AI 1 Advanced settings： 

➢ 分项：16#11，AI 1 Input type，设置模拟量输入信号类型。 

 

程序中声明定义变量后，可直接在“EterCAT I/O Mapping”中将变量关联到硬件通

道上。模拟量计算需要进行线性标定，实际数值 0~10V 或 0~20mA 对应原始数值

0~32767。参考例程 Demo4.4_AIM51。 



 42 / 47 

 

 

控制器 AWC500 基础编程手册 

 

4.5 GPM5.1 程序配置 

GPM5.1 为电网测量与保护模块，点击设备“GPM5.1/Startup Parameters/Add”设

置启动参数。 

16#8000:16#00 IOMod Config 设置： 

➢ 分项：16#01，Transducer，Value 按需设置。 

参数 数据类型 数值范围 数据位说明 

Transducer UINT 0 ~ 64 

Bit0：输入交流电压范围（0：Un≤690V，1：Un≤240V） 

Bit1：输入交流电流范围（0：In=5Arms，1：In=1Arms） 

Bit2：频率范围（0：50Hz，1：60Hz） 

Bit3~ Bit15：未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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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中声明定义变量后，可直接在“EterCAT I/O Mapping”中将变量关联到硬件通

道上。硬件通道采集的原始数值需要线性转化为实际数值，参考例程 Demo4.5_GPM51。 

 



 44 / 47 

 

 

控制器 AWC500 基础编程手册 

4.6 IFM5.1 程序配置 

4.6.1 COM 端口程序配置 

IFM5.1 模块具有 2 个 COM 端口，支持 RS-485 通讯以及 Modbus-RTU 通讯，支持

IFM5.1 作为主站与外接传感器或其他设备通讯。 

COM 端口需要设置 4 个启动参数，分别为 Duplex、Bias、Baud rate、Frame 

format。例如 COM1 端口启动参数设置如下, COM2 端口设置方法相同。 

点击设备“IFM5.1/Startup Parameters/Add”设置启动参数。 

➢ 16#4073:16#00 UART 1 baudrate： 

分项：16#01，Baudrate，Value 按需设置波特率。 

➢ 16#4074:16#00 UART 1 dataframe： 

分项：16#01，Frame format，Value 按需设置报文格式。 

序号 设置参数 参数说明 

1 7EVEN1 7：数据位，EVEN：偶校验，1：停止位 

2 7EVEN2 7：数据位，EVEN：偶校验，2：停止位 

3 7ODD1 7：数据位，ODD：奇校验，1：停止位 

4 7ODD2 7：数据位，ODD：奇校验，2：停止位 

5 8NONE1 8：数据位，NONE：无校验，1：停止位 

6 8NONE2 8：数据位，NONE：无校验，2：停止位 

7 8EVEN1 8：数据位，EVEN：偶校验，1：停止位 

8 8EVEN2 8：数据位，EVEN：偶校验，2：停止位 

9 8ODD1 8：数据位，ODD：奇校验，1：停止位 

10 8ODD2 8：数据位，ODD：奇校验，2：停止位 

 

➢ 16#4075:16#00 UART 1 featurebits： 

分项：16#01，Duplex，Value 按需设置。 

分项：16#02，Bias，Value 设置为 BI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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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M5.1 模块 COM 端口 RS-485 通信程序配置参考例程 Demo4.6_IFM51_RS485，

Modbus RTU 通信程序配置参考例程 Demo4.5_IFM51_ModbusRTU。 

4.6.2 CAN 程序配置 

 IFM5.1 模块具有 2 个 CAN 端口，点击设备“IFM5.1/Startup Parameters/Add”设

置启动参数。例如 CAN1 端口启动参数设置如下，CAN2 端口设置方法相同。CAN 端口程

序配置方法与 PCM5.2 的 CAN 端口相同，此处不再赘述。 

➢ 16#F200:16#00 CAN 1 control： 

分项：16#01，Enable CAN 1 auto reset When bus off，Value 设置成 TRUE。 

➢ 16#F800:16#00 CAN 1 bus parameter set 设： 

分项：16#01，baud rate，Value 按需设置波特率。 

分项：16#03，Enable CAN 1，Value 设置成 TR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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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3 SSI 程序配置 

 IFM5.1 模块具有 2 个 SSI 端口，程序中声明定义变量后，可直接在“EterCAT I/O  

Mapping”中将变量关联到硬件通道上。 

 

点击设备“IFM5.1/Startup Parameters/Add”设置 SSI 端口启动参数，例如 SSI 端口

1 启动参数设置如下，SSI 端口 2 设置方法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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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4060:16#00 SSI state 设置： 

分项：16#01，Enable SSI CH1，Value 设置为 True。 

➢ 16#4061:16#00 SSI feature bits 设置： 

分项：16#01，Suppress SSI CH1 frame errors，Value 设置为 True。 

➢ 16#4066:16#00 SSI coding 设置： 

分项：16#01，SSI CH1 coding，Value 按需设置。 

➢ 16#4067:16#00 SSI baud rate 设置： 

分项：16#01，SSI CH1 baud rate，Value 按需设置波特率。 

➢ 16#406A:16#00 SSI date length[8..32]设置： 

分项：16#01，SSI CH1 date length，Value 按需要设置数据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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