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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序

1.1 智慧用电监控终端的特点

 LCD显示

 支持 RS485通讯，可选配 GPRS无线

 支持导轨式安装

1.2 安全守则

 智慧用电监控终端的安装、维护和操作必须由合格的电气人员来进行。

 不要带电作业。

 不要拆开探测器的外壳。

 不要将本产品用于除原目的以外的其他用途。

1.3 使用条件

 空气温度：在-10℃~+55℃。

 大气条件：空气湿度在 20℃时不超过 90%。

 环境条件：周围介质无爆炸危险，无足以损坏绝缘及腐蚀金属的气体，无导电尘埃。

 海拔高度：不超过 2000m。

2 智慧用电监控终端简介

智慧用电监控终端是对低压配电系统（300V）引起的火灾、人身触电、系统故障、对地短

路等产生的电压、电流、剩余电流、温度等进行监控报警。当电流过大时、剩余电流过大时、温

度过高时，会烧毁电气设备或者产生热量和火花导致火灾，温度过高直接可以产生火灾。

3 技术规格参数

技术参数 技术指标

工作电源
工作电源 AC 100-240V

功耗 <2W

剩余电流

测量范围 20～1200mA

报警范围 100～1000mA

测量精度 1%

温度

测量范围 0～150℃

报警范围 45～145℃

测量精度 0.1℃

电压

测量范围 10～300V

报警范围 上限报警 0～265V 下线报警 0～265V

测量精度 0.2%

电流 测量范围 5A/2.5mA: 20mA～6A 100A/40mA: 400mA～120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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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警范围 0～6000A

测量精度 0.2%

开关量输出 1路

通讯方式 RS485/Modbus-RTU,NB 移动，NB 电信

安装方式 35mm 导轨式安装

外形尺寸 72x94x66mm

工作温度范围 -10℃～55℃

储存温度范围 -30℃～80℃

环境湿度 相对湿度≤90%，不结露

防护等级 IP30

符合的国家标准 GB14287.2/.3-2014

4 安装和接线方法

标准 DIN35mm 导轨安装(接线端子扭矩<0.4N.m)

4.1 端子定义

 1-3号端子定义

1 2 3 4 5 6 7 8

L N UA UB UC UN DO11 DO12

工作电源 电压输入 开关量输出

 9~24号端子定义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IL11 IL12 T1 GND T2 T3 GND T4 IA1 IA2 IB1 IB2 IC1 IC2 A+ B-

剩余电流 温度 电流输入 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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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接线方式

 电压典型接线图

 剩余电流测量通道典型接线图

注：剩余电流互感器的两个接线端子不能接地

 温度测量通道典型接线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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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流接线

注：支持 5A/2.5mA、100A(200A、400A、800A)/40mA 或 100A(200A、400A、800A)/100mA
的电流互感器，电流互感器的两个接线端子不能接地。5A/2.5mA 规格最大输入范围为

0~3mA；100A/40mA 规格最大输入范围为 0~48mA，超出范围可能导致设备损坏。

 电源接线

5 工程施工注意事项

智慧用电监控终端提供串列异步半双工 RS485通讯接口，采用MODBUS-RTU协议，各种

数据讯息均可在通讯线路上传送。在一条线路上可以同时连接多达 32个智慧用电监控终端，每

个智慧用电监控终端均可设定其通讯地址（Address No.），不同设备的通讯接线端子号码不同。

通讯连接应使用带有铜网的屏蔽双绞线，线径不小于 0.5mm2。布线时应使通讯线远离强电

电缆或其他强电场环境。

6 用户操作方法

6.1 定义及说明

名称 示例 说明

运行

LED 常亮 设备处于正常状态

LED 闪烁 有效的数据通讯发生

LED 熄灭 有故障或报警产生

故障
LED 常亮 设备接线故障

LED 熄灭 设备无故障

报警
LED 常亮 设备处于报警状态

LED 熄灭 无报警

消音
LED 常亮 设备处于消音状态

LED 熄灭 设备未消音

6.2 测量界面显示

在普通模式下，单击“△/复位”或“▽/消音/自检”键切换查看电压 U、电流 I、漏电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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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度 T，功率（P、Q、S），功率因数 PF，频率 F，总有功电能、总无功电能、无线通讯状态。

电压显示的数值单位为 V，电流显示的数值单位为 A，温度显示的数值单位为℃，漏电显示的数

值单位为 mA。当出现报警（或故障）时测量值界面和报警值界（或故障界面）面会交替显示。

A相相电压 B相相电压 C相相电压

A相线电压 B相线电压 C相线电压

A相电流 B相电流 C相电流

第 1路温度 第 2路温度 第 3路温度

第 4路温度 第 5路温度(MCU温度) 剩余电流

总有功功率 总无功功率 总视在功率

功率因数 频率 总有功电度

总无功电度

故障界面 上限报警值 下限报警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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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按键操作

普通模式下按“△”/“▽”键可进行各项测量参数查看；

普通模式下长按“消音”键 3秒报警消音；

普通模式下长按“自检”键设备进入自检状态，自检完成后依次显示无线通讯模块的

模组号（INE1）、SIM卡的卡号（INSI）、信号强度（CSQ）、通讯地址（ADDR）、波

特率（BAUD）及版本号（V1.00），一个轮询后返回到主界面；

普通模式下长按“复位”键可进行报警复位；

普通模式下同时按下“△”和“▽”键设备进入密码输入界面。

7 系统编程模式

7.1 进入/退出系统编程模式

同时按下“△”和“▽”键会进入系统编程模式，进入系统编程模式前，首先需要输入正确

的密码。输入密码的方法为：

（1）按“△”键改变第一位数据(最高位)。

（2）按“▽”键确认数据并准备改变下一位数据。

（3）重复(1)，(2)直到最后一位（最低位）被改变并确认。

（4）长按“▽”键确认输入密码

 如果密码输入正确，即进入系统编程模式，提示错误并重新输入密码，20秒无操

作将返回到普通模式。

 探测器出厂时默认的密码设置为 1000。

 在系统编程模式下，20秒无操作将返回到普通模式。

 系统编程模式下的各项目都被存储在非易失性存储器中，一旦设置成功，再次设

置前，始终有效，掉电不会改变密码。

在编程模式下，按“△”或“▽”键在各设置模式下循环切换，长按“△”键可退出编程模

式返回到普通模式。

7.2 通讯地址设置

（1）地址设置界面下，长按“▽”键进入地址设置。

（2）按“△”改变第一位数据，按“▽”键切换到下一位数据。

（3）重复(1)，(2)直到最后一位（最低位）被改变并确认。

（4）长按“▽”键确认输入并进入下一个设置项目。

7.3 波特率设置

（1）波特率设置界面下，长按“▽”键进入波特率设置。

（2）按“△”切换波特率，选择需要的波特率。

（3）长按“▽”键确认输入并进入下一个设置项目。

7.4 CT设置

根据接入电流互感器的规格设置 CT 值，CT 值为外接电流互感器的二次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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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T 设置界面下，长按“▽”键进入 CT 设置。

（2）按“△”改变第一位数据，按“▽”键切换到下一位数据。

（3）重复(1)，(2)直到最后一位（最低位）被改变并确认。

（4）长按“▽”键确认输入并进入下一个设置项目。

7.5 CT1设置

根据接入电流互感器的规格设置 CT1值，CT1值为外接电流互感器的一次侧次侧值

（1）CT 设置界面下，长按“▽”键进入 CT1 设置。

（2）按“△”改变第一位数据，按“▽”键切换到下一位数据。

（3）重复(1)，(2)直到最后一位（最低位）被改变并确认。

（4）长按“▽”键确认输入并进入下一个设置项目。

7.6 接线方式设置

（1）UCNN界面下，长按“▽”键进入设置。

（2）按“△”键切换接线方式。

（3）长按“▽”键确认选择并进入下一个设置项目。

7.7 通讯方式设置

探测器有 RS485、NB网关、NB电信和 NB移动 4种版本的设备，其中 RS485是标配，无

线通讯为选配，RF NONE表示不使用无线通讯，RF NBGAT 表示 NB 网关通讯，RF NBCN

表示 NB移动，RF NBCT表示 NB电信。

（1）通讯方式设置界面下，长按“▽”键进入设置。

（2）按“△”键切通讯方式。

（3）长按“▽”键确认选择并进入下一个设置项目。

7.8 无线通讯配置

在编程模式下可以查看信号强度（CSQ），GPRS模块的模组号（INEI）及 SIM卡的卡号

（INSI），需要设置项有生命期（LIFE T）、生命期更新周期（UPDATE）和最小上传周期

（UPTNIN）。

（1）在 INEI界面下，长按“▽”键可以进入查看模组号。

（2）按“△”切换查看高位段、中位段、低位段。

（3）查看完成后长按“▽”键确认。

（1）在 INSI界面下，长按“▽”键可以进入查看卡号。

（4）按“△”切换查看高位段、中位段、低位段。

（5）查看完成后长按“▽”键确认。

生命期的设置范围为 30~1440，默认设置位为 720，单位为分钟。在设置的时间内，若云平

台没有收到设备的生命期更新指令，则认为设备离线。

（1）生命期设置界面下，长按“▽”键进入设置。

（2）按“△”改变第一位数据，按“▽”键切换到下一位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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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重复(1)，(2)直到最后一位（最低位）被改变并确认。

（4）长按“▽”键确认输入并进入下一个设置项目。

生命期更新周期设置范围为 1~1440，默认值为 30，单位为分钟。该值用于指示设备多长时

间进行一次生命期的更新。生命期更新周期要小于生命期，否则会导致云平台误判设备离线。

（1）生命期更新周期设置界面下，长按“▽”键进入设置。

（2）按“△”改变第一位数据，按“▽”键切换到下一位数据。

（3）重复(1)，(2)直到最后一位（最低位）被改变并确认。

（4）长按“▽”键确认输入并进入下一个设置项目。

最小上传周期设置范围为0~7200，单位为秒，GPRS的默认值为900,移动NB的默认值为1800,

电信 NB 的默认值为 3600。该值用于指示设备多长时间进行一次数据上传。

（1）最小上传周期设置界面下，长按“▽”键进入设置。

（2）按“△”改变第一位数据，按“▽”键切换到下一位数据。

（3）重复(1)，(2)直到最后一位（最低位）被改变并确认。

（4）长按“▽”键确认输入并进入下一个设置项目。

当设备硬件为 GPRS通讯方式，IP地址设置，IP为设备连接服务器的 IP地址，需要根据设

备所连接的服务器来进行设置。IP地址分为 4段进行设置分别为 IP1、IP2、IP3、和 IP4。PORTN
为连接服务器的端口，根据连接的服务器进行设置。（移动 NB版本无 IP地址设置）

移动 NB 卡的 APN在开卡时设置，由于不同的 APN登录 ONENET 平台的配置参数不同，

所以需要对 APN进行设置。APN有 3个选项，依次为：

AUTO: 在 NB模组连接网络时自动获取，暂不支持改设置。

APN1: 适用于 APN为 CMNBIOT 的卡，云平台的数据在设备上报时才能下发

APN2: 适用于 APN为 CMNBIOTONENET的卡，支持云平台数据的实时下发

出厂默认为 AUTO，若使用的不是长连接的卡，需要设置为 APN1。
（1）最小上传周期设置界面下，长按“▽”键进入设置。

（2）按“△”改变第一位数据，按“▽”键切换到下一位数据。

（3）重复(1)，(2)直到最后一位（最低位）被改变并确认。

（4）长按“▽”键确认输入并进入下一个设置项目。

电信 NB 需要设置 IP地址和端口，根据连接平台不同选择对应的 IP地址及端口。电信老

平台：IP: 117.60.157.137端口：5683；电信 AEP平台：IP: 221.229.214.202，端口: 5683。

（1）最小上传周期设置界面下，长按“▽”键进入设置。

（2）按“△”改变第一位数据，按“▽”键切换到下一位数据。

（3）重复(1)，(2)直到最后一位（最低位）被改变并确认。

（4）长按“▽”键确认输入并进入下一个设置项目。

端口设置界面

（1）最小上传周期设置界面下，长按“▽”键进入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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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按“△”改变第一位数据，按“▽”键切换到下一位数据。

（3）重复(1)，(2)直到最后一位（最低位）被改变并确认。

（4）长按“▽”键确认输入并进入下一个设置项目。

7.9 电压报警设定

电压上限报警值设定范围为 0~2650，单位 0.1V，默认设置为 260V，上限报警值设定不可

小于下限报警值。

（1）电压上限报警值设置界面下，长按“▽”键进入设置。

（2）按“△”改变第一位数据，按“▽”键切换到下一位数据。

（3）重复(1)，(2)直到最后一位（最低位）被改变并确认。

（4）长按“▽”键确认输入并进入下一个设置项目。

电压上限报警延时设定范围为 2~6000，单位秒，默认设置为 2秒。

（1）电压上限报警延时界面下，长按“▽”键进入设置。

（2）按“△”改变第一位数据，按“▽”键切换到下一位数据。

（3）重复(1)，(2)直到最后一位（最低位）被改变并确认。

（4）长按“▽”键确认输入并进入下一个设置项目。

电压下限报警值设定范围为 0~2650，单位 0.1V，默认设置为 180V，下限报警值设定不可

大于上限报警值。

（1）电压下限报警值设置界面下，长按“▽”键进入设置。

（2）按“△”改变第一位数据，按“▽”键切换到下一位数据。

（3）重复(1)，(2)直到最后一位（最低位）被改变并确认。

（4）长按“▽”键确认输入并进入下一个设置项目。

电压下限报警延时设定范围为 2~6000，单位秒，默认设置为 2秒。

（1）电压下限报警延时界面下，长按“▽”键进入设置。

（2）按“△”改变第一位数据，按“▽”键切换到下一位数据。

（3）重复(1)，(2)直到最后一位（最低位）被改变并确认。

（4）长按“▽”键确认输入并进入下一个设置项目。

7.10 缺相报警设定

电压缺相报警值设定范围为 0~2650，单位 0.1V，默认设置为 50V。

（1）缺相报警值设置界面下，长按“▽”键进入设置。

（2）按“△”改变第一位数据，按“▽”键切换到下一位数据。

（3）重复(1)，(2)直到最后一位（最低位）被改变并确认。

（4）长按“▽”键确认输入并进入下一个设置项目。

电压缺相报警延时设定范围为 2~6000，单位秒，默认设置为 2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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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电压下限报警延时界面下，长按“▽”键进入设置。

（2）按“△”改变第一位数据，按“▽”键切换到下一位数据。

（3）重复(1)，(2)直到最后一位（最低位）被改变并确认。

（4）长按“▽”键确认输入并进入下一个设置项目。

7.11 电流报警设定

5A/2.5mA 版本电流上限报警值设定范围为 0~6000，单位 A，默认设置为 6A。100A/40mA
版本电流上限报警值设定范围为 0~6000，单位 A，默认设置为 120A。

（1）电流上限报警值设置界面下，长按“▽”键进入设置。

（2）按“△”改变第一位数据，按“▽”键切换到下一位数据。

（3）重复(1)，(2)直到最后一位（最低位）被改变并确认。

（4）长按“▽”键确认输入并进入下一个设置项目。

电流上限报警延时设定范围为 2~6000，单位秒，默认设置为 2秒。

（1）电流上限报警延时界面下，长按“▽”键进入设置。

（2）按“△”改变第一位数据，按“▽”键切换到下一位数据。

（3）重复(1)，(2)直到最后一位（最低位）被改变并确认。

（4）长按“▽”键确认输入并进入下一个设置项目。

7.12 剩余电流报警设定

剩余电流报警值设定范围为 100~1000，单位：mA，默认设置为 300mA

（1）漏电报警值设置界面下，长按“▽”键进入设置。

（2）按“△”改变第一位数据，按“▽”键切换到下一位数据。

（3）重复(1)，(2)直到最后一位（最低位）被改变并确认。

（4）长按“▽”键确认输入并进入下一个设置项目。

漏电报警延时设定范围为 2~6000，单位秒，默认设置为 2秒。

（1）漏电报警延时设置界面下，长按“▽”键进入设置。

（2）按“△”改变第一位数据，按“▽”键切换到下一位数据。

（3）重复(1)，(2)直到最后一位（最低位）被改变并确认。

（4）长按“▽”键确认输入并进入下一个设置项目。

7.13 温度报警设定

温度报警值设定范围为 450~1400，单位：0.1℃，默认设置为 55℃。共有 4路温度测量通道

ATT1 H(第 1路温度报警值)，ATT2 H(第 2路温度报警值)，ATT3 H(第 2路温度报警值)，ATT4
H(第 4路温度报警值)。ATT5 H(MCU温度)。各路温度通道报警值分开设定。

（1）温度报警值设置界面下，长按“▽”键进入设置。

（2）按“△”改变第一位数据，按“▽”键切换到下一位数据。

（3）重复(1)，(2)直到最后一位（最低位）被改变并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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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长按“▽”键确认输入并进入下一个设置项目。

温度报警延时设定范围为 2~6000，单位秒，默认设置为 2秒。

（1）温度报警延时设置界面下，长按“▽”键进入设置。

（2）按“△”改变第一位数据，按“▽”键切换到下一位数据。

（3）重复(1)，(2)直到最后一位（最低位）被改变并确认。

（4）长按“▽”键确认输入并进入下一个设置项目。

7.14 电压变传阈值的设定

为了提高通讯的效率，测量值只有在变化超过设定的阈值时，才会进行一次数据上传。报

警立即上传，不会受设置的阈值的影响。

（1）电压变传阈值设置界面下，长按“▽”键进入设置。

（2）按“△”改变第一位数据，按“▽”键切换到下一位数据。

（3）重复(1)，(2)直到最后一位（最低位）被改变并确认。

（4）长按“▽”键确认输入并进入下一个设置项目。

电压变传阈值的范围为：

0 数值有变化时，进行变传

1~100 对应的阈值范围为 0.1%~10.0%
101~255 对应的阈值为 0.1~15.5V

7.15 电流变传阈值的设定

（1）电流变传阈值设置界面下，长按“▽”键进入设置。

（2）按“△”改变第一位数据，按“▽”键切换到下一位数据。

（3）重复(1)，(2)直到最后一位（最低位）被改变并确认。

（4）长按“▽”键确认输入并进入下一个设置项目。

电流变传阈值的范围为：

0 数值有变化时，进行变传

1~100 对应的阈值范围为 0.1%~10.0%
101~255 0.1~15.5A

7.16 剩余电流变传阈值的设定

（1）剩余电流变传阈值设置界面下，长按“▽”键进入设置。

（2）按“△”改变第一位数据，按“▽”键切换到下一位数据。

（3）重复(1)，(2)直到最后一位（最低位）被改变并确认。

（4）长按“▽”键确认输入并进入下一个设置项目。

剩余电流变传阈值的范围为：

0 数值有变化时，进行变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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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 对应的阈值范围为 0.1%~10.0%

101~255
剩 余 电 流 对 应 的 阈 值 范 围 为

1mA~155mA；

7.17 温度变传阈值的设定

温度变传阈值设置范围为：0（数值有变化时，进行变传），1~255（对应的阈值为 0.1℃
~25.5℃）。温度变传阈值的设置过程如下：

（1）温度变传阈值设置界面下，长按“▽”键进入设置。

（2）按“△”改变第一位数据，按“▽”键切换到下一位数据。

（3）重复(1)，(2)直到最后一位（最低位）被改变并确认。

（4）长按“▽”键确认输入并进入下一个设置项目。

7.18 功率变传阀值设置

功率变传阈值设置范围为：0（数值有变化时，进行变传），1~255（对应的阈值为 0.1%~25.5%）。

功率变传阈值的设置过程如下：

（1）功率变传阈值设置界面下，长按“▽”键进入设置。

（2）按“△”改变第一位数据，按“▽”键切换到下一位数据。

（3）重复(1)，(2)直到最后一位（最低位）被改变并确认。

（4）长按“▽”键确认输入并进入下一个设置项目。

7.19 功率因数变传阀值设置

功率变传阈值设置范围为：0（数值有变化时，进行变传），1~255（对应的阈值为 0.001~0.255）。
功率因数变传阈值的设置过程如下：

（1）功率因数变传阈值设置界面下，长按“▽”键进入设置。

（2）按“△”改变第一位数据，按“▽”键切换到下一位数据。

（3）重复(1)，(2)直到最后一位（最低位）被改变并确认。

（4）长按“▽”键确认输入并进入下一个设置项目。

7.20 电能变传阀值设置

电能变传阈值设置范围为：0（数值有变化时，进行变传），1~255（对应的阈值为

0.1~25.5kWh）。电能变传阈值的设置过程如下：

（1）电能变传阈值设置界面下，长按“▽”键进入设置。

（2）按“△”改变第一位数据，按“▽”键切换到下一位数据。

（3）重复(1)，(2)直到最后一位（最低位）被改变并确认。

（4）长按“▽”键确认输入并进入下一个设置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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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1 电能清除

电能清除：NO--不清除，YES--清除。电能清除设置过程如下：

（1）电能清除界面下，长按“▽”键进入设置。

（2）按“△”改变选项 YES或 NO。

（3）选择 YES长按“▽”键后输入密码即可清除电能。

7.22 电压使能

电压使能有 A 相电压报警的使能（UA EN）、B相电压报警的使能（UB EN）、C相电压

报警的使能（UC EN），每相电压报警的使能独立控制互不影响，使能状态有 ON--使能该相，

OFF--关闭该相，若将电压使能关闭将不显示对应相的电压值，该相不再出现报警。

（1）使能设置界面下，长按“▽”键进入设置。

（2）按“△”键选择为 ON或 OFF。

（3）长按“▽”键确认选择并进入下一个设置项目。

7.23 电压报警蜂鸣器关联设置

电压报警蜂鸣器关联设置是按照各相分开设置，A 相电压报警蜂鸣器关联设置（UA BP）、

B相电压报警蜂鸣器关联设置（UB BP）、C相电压报警蜂鸣器关联设置（UC BP），关联状

态有 ON、OFF两种。若设置为 OFF则产生电压超限报警时蜂鸣器不发出报警响声。

（1）警蜂鸣器关联设置界面下，长按“▽”键进入设置。

（2）按“△”键选择为 ON或 OFF。

（3）长按“▽”键确认选择并进入下一个设置项目。

7.24 电压报警输出关联设置

电压报警输出关联设置是按照各相分开设置，A 相电压报警输出关联设置（UA DO）、B
相电压报输出关联设置（UB DO）、C相电压报警输出关联设置（UC DO），关联状态有 ON、

OFF两种。若设置为 OFF则产生电压超限报警时 DO输出将不会闭合。

（1）DO输出关联设置界面下，长按“▽”键进入设置。

（2）按“△”键选择为 ON或 OFF。

（3）长按“▽”键确认选择并进入下一个设置项目。

7.25 电流使能

电流使能设置是按照各相分开设置，A 相电流报警的使能（IA EN）、B 相电流报警的使

能（IB EN）、C相电流报警的使能（IC EN），每相电压报警的使能独立控制互不影响，使

能状态有 ON--使能该相，OFF--关闭该相。关闭后不再检测该相。

（1）使能设置界面下，长按“▽”键进入设置。

（2）按“△”键选择为 ON或 OFF。

（3）长按“▽”键确认选择并进入下一个设置项目。

7.26 电流报警蜂鸣器关联设置

电流报警蜂鸣器关联设置是按照各相分开设置，A 相电流报警蜂鸣器关联设置（IA BP）、

B相电流报警蜂鸣器关联设置（IB BP）、C相电流报警蜂鸣器关联设置（IC BP），关联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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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有 ON、OFF两种。若设置为 OFF则产生电流超限报警时蜂鸣器不发出报警响声。

（1）警蜂鸣器关联设置界面下，长按“▽”键进入设置。

（2）按“△”键选择为 ON或 OFF。

（3）长按“▽”键确认选择并进入下一个设置项目。

7.27 电流报警输出关联设置

电流报警输出关联设置是按照各相分开设置，A 相电流报警输出关联设置（IA DO）、B
相电流报输出关联设置（IB DO）、C相电流报警输出关联设置（IC DO），关联状态有 ON、

OFF两种。若设置为 OFF则产生电流超限报警时 DO输出将不会闭合。

（1）DO输出关联设置界面下，长按“▽”键进入设置。

（2）按“△”键选择为 ON或 OFF。

（3）长按“▽”键确认选择并进入下一个设置项目。

7.28 剩余电流使能

（1）使能设置界面下，长按“▽”键进入设置。

（2）按“△”键选择为 ON或 OFF。

（3）长按“▽”键确认选择并进入下一个设置项目。

7.29 剩余电流报警蜂鸣器关联设置

（1）警蜂鸣器关联设置界面下，长按“▽”键进入设置。

（2）按“△”键选择为 ON或 OFF。

（3）长按“▽”键确认选择并进入下一个设置项目。

7.30 剩余电流报警输出关联设置

（1）DO输出关联设置界面下，长按“▽”键进入设置。

（2）按“△”键选择为 ON或 OFF。

（3）长按“▽”键确认选择并进入下一个设置项目。

7.31 温度使能

温度使能设置是按照各路温度通道分开设置，第 1路温度报警的使能（T1 EN）、第 2路
温度报警的使能（T2 EN）、第 3路温度报警的使能（T3 EN）、第 4路温度报警的使能（T4

EN），MCU 温度报警的使能（T5 EN），每相电压报警的使能独立控制互不影响，使能状态

有 ON--使能该相，OFF--关闭该相。关闭后不再检测该相值。

（1）使能设置界面下，长按“▽”键进入设置。

（2）按“△”键选择为 ON或 OFF。

（3）长按“▽”键确认选择并进入下一个设置项目。

7.32 温度报警蜂鸣器关联设置

温度报警蜂鸣器关联设置是按照各路温度通道分开设置，第 1路温度报警蜂鸣器关联设置

（T1 BP）、第 2路温度报警蜂鸣器关联设置（T2 BP）、第 3路温度报警蜂鸣器关联设置（T3

BP）、第 4路温度报警蜂鸣器关联设置（T4 BP），关联状态有 ON、OFF两种。若设置为 OFF
则产生电流超限报警时蜂鸣器不发出报警响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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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警蜂鸣器关联设置界面下，长按“▽”键进入设置。

（2）按“△”键选择为 ON或 OFF。

（3）长按“▽”键确认选择并进入下一个设置项目。

7.33 温度报警输出关联设置

温度报警输出关联设置是按照各路温度通道分开设置，第 1路温度报警蜂鸣器关联设置（T1

DO）、第 2路温度报警蜂鸣器关联设置（T2 DO）、第 3路温度报警蜂鸣器关联设置（T3 DO）、

第 4路温度报警蜂鸣器关联设置（T4 DO），关联状态有 ON、OFF两种。若设置为 OFF 则产

生电流超限报警时 DO输出将不会闭合。

（1）DO输出关联设置界面下，长按“▽”键进入设置。

（2）按“△”键选择为 ON或 OFF。

（3）长按“▽”键确认选择并进入下一个设置项目。

7.34 功率使能

若将功率使能关闭后不再检测功率值。

（1）使能设置界面下，长按“▽”键进入设置。

（2）按“△”键选择为 ON或 OFF。

（3）长按“▽”键确认选择并进入下一个设置项目。

7.35 功率因数使能

若将功率因数使能关闭后不再检测功率因数值。

（1）使能设置界面下，长按“▽”键进入设置。

（2）按“△”键选择为 ON或 OFF。

（3）长按“▽”键确认选择并进入下一个设置项目。

7.36 功率因数使能

若将电能使能关闭后不再检测电能数值。

（1）使能设置界面下，长按“▽”键进入设置。

（2）按“△”键选择为 ON或 OFF。

（3）长按“▽”键确认选择并进入下一个设置项目。

7.37 DO输出脉冲宽度设置

脉冲宽度值设定范围为 2~60000，默认设置为 1000

（1）DO脉冲宽度设置界面下，长按“▽”键进入设置。

（2）按“△”改变第一位数据，按“▽”键切换到下一位数据。

（3）重复(1)，(2)直到最后一位（最低位）被改变并确认。

（4）长按“▽”键确认输入并进入下一个设置项目。

7.38 DO输出脉冲周期设置

脉冲周期值设定范围为 100~60000，默认设置为 1000

（1）DO输出脉冲周期设置界面下，长按“▽”键进入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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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按“△”改变第一位数据，按“▽”键切换到下一位数据。

（3）重复(1)，(2)直到最后一位（最低位）被改变并确认。

（4）长按“▽”键确认输入并进入下一个设置项目。

7.39 背光点亮时间设定

背光点亮时间值设定范围为 0~255，0--关闭背光，1~255单位：分钟，默认设置为 1分钟。

（1）背光点亮时间设置界面下，长按“▽”键进入设置。

（2）按“△”改变第一位数据，按“▽”键切换到下一位数据。

（3）重复(1)，(2)直到最后一位（最低位）被改变并确认。

（4）长按“▽”键确认输入并进入下一个设置项目。

7.40 查看版本号

在编程模式下，按“△”/“▽”键，切换到版本号显示界面，即可查看探测器的软件版本

号，软件号显示的内容如：V1.00

8 连接平台

8.1 PC端添加设备

1、设备添加顺序：登录平台，点击 “设备管理 ” 进入设备管理页面，点击“增加设备”，如

下图所示页面

1）先选择设备类型：智慧安全用电监测装置

2）选择协议类型：协议类型有以下选项

协议 协议描述 设备厂家

RN_2G_L6345 2G协议 上海冉能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RN_NB_CM_L6345 移动 NB协议 上海冉能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RN_NB_CT_L6345 电信 NB协议 上海冉能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RN_Modbus_L6345 Modbus 485协议 上海冉能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RN_AEP_L6345 电信网关协议 上海冉能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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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识别码类型： 根据协议类型默认选择，

4）识别码 ：设备唯一标识码（根据提示填入 IMEI 号或者 RQC）

5）联网单位：可下拉选择或搜索选择，

6）安装位置：设备所在位置

2、设备重新上电。（注：添加完设备后一定要重新上电）

8.2 移动端设备添加步骤

1、登录账户，进入首页，点击设备添加图标，进入添加设备页面，如下图所示

1、设备识别码：可以手动输入或点击右侧二维码扫描图标，使用二维码扫描添加，

2、其他设置信息参照 PC端设备添加指导。

9 通讯及组态操作说明

9.1 MODBUS-RTU通讯简介

在本章主要讲述如何利用软件通过通讯口来操控智慧用电监控终端。本章内容的掌握需要

您具有 MODBUS 协议的知识储备并且通读了本册其它章节所有内容，对本产品功能和应用概念有

较全面了解。

本章内容包括：MODBUS 协议简述，通讯应用格式详解，本机的应用细节及参量地址表。

9.1.1 MODBUS-RTU通讯简介

智慧用电监控终端 系列使用的是 MODBUS-RTU 通讯协议，MODBUS 协议详细定义了校验码、

数据序列等，这些都是特定数据交换的必要内容。MODBUS 协议在一根通讯线上使用主从应答式

连接（半双工），这意味着在一根单独的通讯线上信号沿着相反的两个方向传输。首先，主计算

机的信号寻址到一台唯一的终端设备（从机），然后，终端设备发出的应答信号以相反的方向传

输给主机。

MODBUS 协议只允许在主机（PC，PLC 等）和终端设备之间通讯，而不允许独立的终端设备

之间的数据交换，这样各终端设备不会在它们初始化时占据通讯线路，而仅限于响应到达本机的

查询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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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2 查询—回应周期

9.1.3 查询

查询消息中的功能代码告之被选中的从设备要执行何种功能。数据段包含了从设备要执

行功能的任何附加信息。例如功能代码 03 是要求从设备读保持寄存器并返回它们的内容。

数据段必须包含要告之从设备的信息：从何寄存器开始读及要读的寄存器数量。错误检测域

为从设备提供了一种验证消息内容是否正确的方法。

9.1.4 回应

如果从设备产生一正常的回应，在回应消息中的功能代码是在查询消息中的功能代码的

回应。数据段包括了从设备收集的数据：象寄存器值或状态。如果有错误发生，功能代码将

被修改以用于指出回应消息是错误的，同时数据段包含了描述此错误信息的代码。错误检测

域允许主设备确认消息内容是否可用。

9.1.5 传输方式

传输方式是指一个数据帧内一系列独立的数据结构以及用于传输数据的有限规则，下面

定义了与 MODBUS 协议– RTU 方式相兼容的传输方式。

每个字节的位

 1 个起始位

 8 个数据位，最小的有效位先发送

 无奇偶校验位

 1 个停止位

错误检测(Error checking) CRC（循环冗余校验）

9.1.6 协议

当数据帧到达终端设备时，它通过一个简单的“端口”进入被寻址到的设备，该设备去掉

数据帧的“信封”（数据头），读取数据，如果没有错误，就执行数据所请求的任务，然后，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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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自己生成的数据加入到取得的“信封”中，把数据帧返回给发送者。返回的响应数据中包含了

以下内容：终端从机地址(Address)、被执行了的命令(Function)、执行命令生成的被请求数据

(Data)和一个校验码(Check)。发生任何错误都不会有成功的响应。或者返回一个错误指示帧。

9.1.7 数据帧格式

Address Function Data Check

8-Bits 8-Bits N x 8-Bits 16-Bits

9.1.8 地址（Address）域

地址域在帧的开始部分，由一个字节（8 位二进制码）组成，十进制为 0～255，在我们的

系统中只使用 1~247,其它地址保留。这些位标明了用户指定的终端设备的地址，该设备将接收

来自与之相连的主机数据。每个终端设备的地址必须是唯一的，仅仅被寻址到的终端会响应包含

了该地址的查询。当终端发送回一个响应，响应中的从机地址数据便告诉了主机哪台终端正与之

进行通信。

9.1.9 功能（Function）域

功能域代码告诉了被寻址到的终端执行何种功能。下表列出了智慧用电监控终端用到的功

能码，以及它们的意义和功能。

代码 意义 行为

01 读 DO 状态 获得数字（继电器）输出的当前状态（ON/OFF）

03 读数据寄存器 获得一个或多个寄存器的当前二进制值

05 控制 DO 控制数字（继电器）输出状态（ON/OFF）

16 预置多寄存器 设定二进制值到一系列多寄存器中

9.1.10 数据(Data)域
数据域包含了终端执行特定功能所需要的数据或者终端响应查询时采集到的数据。这些数

据的内容可能是数值、参考地址或者设置值。例如：功能域码告诉终端读取一个寄存器，数据域

则需要指明从哪个寄存器开始及读取多少个数据，内嵌的地址和数据依照类型和从机之间的不同

内容而有所不同。

9.1.11 错误校验(Check)域
该域允许主机和终端检查传输过程中的错误。有时，由于电噪声和其它干扰，一组数据在

从一个设备传输到另一个设备时在线路上可能会发生一些改变，出错校验能够保证主机或者终端

不去响应那些传输过程中发生了改变的数据，这就提高了系统的安全性和效率，错误校验使用了

16 位循环冗余的方法（CRC16）。

9.1.12 错误指示帧和错误指示码

如果从机检测到主机发送的数据存在逻辑错误，比如地址不存在或者数据个数超出范围，

则向主机发送错误指示帧。错误指示帧的定义为：功能域(Function)的最高为（MSB）设置为 1，

其它位保持不变，数据域（Data）定义了错误类型（即错误指示码 Err Code）。注意：如果是

CRC 错误，从机不返回任何数据。

例如主机请求读数字输出状态，但是给出的地址超出有效范围，在这种情况下，从机发出

错误指示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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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dr Fun Err Code CRC16 lo CRC16 hi

0AH 81H 02H 12H 04H

本例中错误指示码为 02H，功能域为 81H(它将请求的功能码 01H 最高位 b7 设置为 1)

错误码：01H 表示功能码错误，02H 表示寄存器地址错误，02H 表示数据长度错误。

9.1.13 错误检测的方法

错误校验（CRC）域占用两个字节，包含了一个 16 位的二进制值。CRC 值由传输设备计算出

来，然后附加到数据帧上，接收设备在接收数据时重新计算 CRC 值，然后与接收到的 CRC 域中的

值进行比较，如果这两个值不相等，就发生了错误。

CRC 运算时，首先将一个 16 位的寄存器预置为全 1，然后连续把数据帧中的每个字节中的 8

位与该寄存器的当前值进行运算，仅仅每个字节的 8个数据位参与生成 CRC，起始位和终止位以

及可能使用的奇偶位都不影响 CRC。在生成 CRC 时，每个字节的 8 位与寄存器中的内容进行异或，

然后将结果向低位移位，高位则用“0”补充，最低位（LSB）移出并检测，如果是 1，该寄存器

就与一个预设的固定值（0A001H）进行一次异或运算，如果最低位为 0，不作任何处理。

上述处理重复进行，直到执行完了 8 次移位操作，当最后一位（第 8 位）移完以后，下一

个 8 位字节与寄存器的当前值进行异或运算，同样进行上述的另一个 8 次移位异或操作，当数据

帧中的所有字节都作了处理，生成的最终值就是 CRC 值。

生成一个 CRC 的流程为：

1 预置一个 16 位寄存器为 0FFFFH（全 1），称之为 CRC 寄存器。

2 把数据帧中的第一个字节的 8 位与 CRC 寄存器中的低字节进行异或运算，结果存回 CRC

寄存器。

3 将 CRC 寄存器向右移一位，最高位填以 0，最低位移出并检测。

4 如果最低位为 0：重复第三步（下一次移位）；如果最低位为 1：将 CRC 寄存器与一个

预设的固定值（0A001H）进行异或运算。

5 重复第三步和第四步直到 8次移位。这样处理完了一个完整的八位。

6 重复第 2 步到第 5 步来处理下一个八位，直到所有的字节处理结束。

7 最终 CRC 寄存器的值就是 CRC 的值。

此外还有一种利用预设的表格计算 CRC 的方法，它的主要特点是计算速度快，但是表格需

要较大的存储空间，该方法此处不再赘述，请参阅相关资料。

9.1.14 通讯应用格式详解

本节所举实例将尽可能的使用如图所示的格式，（数字为 16 进制）。

Addr Fun

Data

start

reg hi

Data

start

reg lo

Data #of

regs hi

Data #of

regs lo
CRC16 lo CRC16 hi

0AH 03H 00H 00H 00H 03H 04H B0H

Addr：从机地址

Fun：功能码

Data start reg hi：数据起始地址 寄存器高字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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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 start reg lo：数据起始地址 寄存器低字节

Data #of reg hi：数据读取个数 寄存器高字节

Data #of reg lo：数据读取个数 寄存器低字节

CRC16 Hi: 循环冗余校验 高字节

CRC16 Lo: 循环冗余校验 低字节

9.1.15 读数据（功能码 03）
 查询数据帧

此功能允许用户获得设备采集与记录的数据及系统参数。主机一次请求的数据个数没有限

制，但不能超出定义的地址范围。

下面的例子是从10号从机读3个采集到的基本数据（数据帧中每个地址占用2个字节）Va,Vb

智慧用电监控中 Va 的地址为 0130H, Vb 的地址为 0131H。

Addr Fun
Data start

Addr hi

Datastart

Addr lo

Data#of

regs hi

Data #of

regs lo
CRC16 lo CRC16 hi

0AH 03H 01H 30H 00H 03H 05H 43H

 响应数据帧

响应包含从机地址、功能码、数据的数量和 CRC 错误校验。

下面的例子是读取Va,Vb(F=1388H(5000Hz),Va=03E7H(99.9v) ,Vb=03E9H(100.1v))的响应。

Addr Fun
Byte

count

Data1

hi

Data1

lo

Data2

hi

Data2

lo

Data3

hi

Data3

lo

CRC16

lo

CRC16

hi

0AH 03H 06H 13H 88H 03H E7H 03H E9H C1H F4H

 错误指示码

如果主机请求的地址不存在则返回错误指示码。

9.1.16 控制 DO(继电器) （功能码 05）
 查询数据帧

该数据帧强行设置一个独立的 DO 为 ON 或 OFF，智慧用电监控终端的 DO 的地址为 0000H）。

注意：ON 的定义不一定是输出回路的闭合，根据设置参数的不同设置一次 ON 时，也可能在硬件

上输出一个脉冲。

数据 FF00H 将设 DO 为 ON 状态，而 0000H 则将设 DO 为 OFF 状态; 所有其它的值都将导致从

机发送错误指示码，并且不影响 DO 状态。

下面的例子是请求 10 号从机设置 DO 为 ON 状态。

Addr Fun DO addr hi DO addr lo Value hi Value lo CRC16 lo CRC16 hi

0AH 05H 00H 00H FFH 00H 8DH 41H

 响应数据帧

对这个命令请求的正常响应是在 DO 状态改变以后回传接收到的数据。

Addr Fun DO addr hi DO addr lo Value hi Value lo CRC16 lo CRC16 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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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AH 05H 00H 00H FFH 00H 8DH 41H

图示 4-10 控制独立 DO 的响应

 错误指示码

如果主机请求的地址不存在或数据个数不正确则返回错误指示码。

9.1.17 预置多寄存器（功能码 16）
 查询数据帧

功能码 16 允许用户改变多个寄存器的内容，主机一次最多可以写入 16个(32字节)数
据。

下面的例子是预置 10号从机漏电上限报警值。设定漏电上限报警值为 1000mA，16进制为

03E8H。 漏电上限报警值的地址是 011AH，漏电上限报警值占用 16位，共 2个字节。

Addr Fun Data Startreg hi Data startreg lo Data#ofregs hi Data #ofregs lo

0AH 10H 01H 1AH 00H 01H

Byte Count Value hi Value lo CRC hi CRC lo

02H 03H E8H C7 24
 响应数据帧

对于预置单寄存器请求的正常响应是在寄存器值改变以后回应机器地址、功能号、数据起

始地址、数据个数、CRC校验码。如图。

Addr Fun Data start
reg hi

Data start
reg lo

Data #of
Regs hi

Data #of
Regs lo

CRC16 hi CRC16 lo

0AH 10H 01H 56H 00H 02H A1H 5FH

 错误指示码

如果主机请求的地址不存在或数据个数不正确则返回错误指示码。

9.2 应用细节及参量地址表

以下为 DO 地址区：01H 读,05H 写

地址 参数 读写属性 数值范围 数据类型

0000H DO R/W 1 = ON , 0 = OFF BIT

R—可读 W—可写 P—写保护

以下为系统参量地址区：03H 功能码读，10H 功能码写

地址 参数 读写属性 数值范围 数据类型

101H 通讯地址 R/W 1247 word

102H 通讯波特率 R/W 120038400bps word

103H CT1 R/W 165535 word

104H CT2 R/W/P 165535 word

105H 电压变传阈值 R/W 0225 word

106H 电流变传阈值 R/W 0225 w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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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H 漏电变传阈值 R/W 0225 word

108H 温度变传阈值 R/W 0225 word

109H 服务器 IP 地址 1 R/W word

10AH 服务器 IP 地址 2 R/W word

10BH 服务器 IP 地址 3 R/W word

10CH 服务器 IP 地址 4 R/W word

10DH 接入服务器端口 R/W word

10EH 生命期 R/W word

10FH 心跳 R/W word

110H 最小变传周期 R/W word

111H 电压报警上限值 R/W 0~2650，单位 0.1V word

112H 过压报警延时 R/W 26000 word

113H 欠压报警下限值 R/W 0~2650，单位 0.1V word

114H 欠压报警延时 R/W 26000 word

115H 缺相预设值 R/W 0~2650，单位 0.1V word

116H 缺相报警延时 R/W 26000 word

117H 过流报警上限值 R/W 0~6000，单位 A float

119H 过流报警延时 R/W 26000 word

11AH 漏电报警上限值 R/W 100~1000，单位：mA word

11BH 漏电报警延迟 R/W 26000 word

11CH T1 温度报警上限值 R/W 450~1400，单位：0.1℃ word

11DH T2 温度报警上限值 R/W 450~1400，单位：0.1℃ word

11EH T3 温度报警上限值 R/W 450~1400，单位：0.1℃ word

11FH T4 温度报警上限值 R/W 450~1400，单位：0.1℃ word

120H 温度报警延时 R/W 26000 word

121H 通道使能 R/W

0--关闭 1--打开

Bit0-UA,Bit1-UB,Bit2-UC,Bi

t3-IA,Bit4-IB,Bit5-IC,Bit6

-IL,Bit7-T1,Bit8-T2,Bit9-T

3,Bit10-T4

bit

122H 蜂鸣器关联输出 R/W

0--关闭 1--打开

Bit0-UA,Bit1-UB,Bit2-UC,Bi

t3-IA,Bit4-IB,Bit5-IC,Bit6

-IL,Bit7-T1,Bit8-T2,Bit9-T

3,Bit10-T4,Bit11-T5

word

123H DO 报警关联输出 R/W

0--关闭 1--打开

Bit0-UA,Bit1-UB,Bit2-UC,Bi

t3-IA,Bit4-IB,Bit5-IC,Bit6

w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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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L,Bit7-T1,Bit8-T2,Bit9-T

3,Bit10-T4,Bit11-T5

124H DO 输出脉冲宽度 R/W 2~60000，单位 10ms word

125H DO 输出周期 R/W 100~60000，单位 10ms word

126H MCU 温度报警上限值 R/W 450~1200,单位 0.1℃ word

12FH T5(MCU 温度) R -400~1200，单位 0.1℃ Integer

130H A 相相电压 R 单位 0.1V Word

131H B 相相电压 R 单位 0.1V Word

132H C 相相电压 R 单位 0.1V Word

133H AB 相线电压 R 单位 0.1V Word

134H BC 相线电压 R 单位 0.1V Word

135H CA 相线电压 R 单位 0.1V Word

136H~137H A 相电流 R 单位 A Float

138H~139H B 相电流 R 单位 A Float

13AH~13BH C 相电流 R 单位 A Float

13CH 剩余电流 R 单位 mA Word

13DH T1 温度 R 0~1500，单位 0.1℃ Word

13EH T2 温度 R 0~1500，单位 0.1℃ Word

13FH T3 温度 R 0~1500，单位 0.1℃ Word

140H T4 温度 R 0~1500，单位 0.1℃ Word

141H 设备控制 W 写入 1，复位故障 Word

142H~143H 运行状态 R

Bit0:消音状态

Bit1: DO 状态

Bit2-3: 缺相状态

Bit4-5: 断电状态

Bit6-7: A 相电压状态

Bit8-9: B 相电压状态

bit10-11: C 相电压状态

bit12-13: A 相电流状态

bit14-15: B 相电流状态

bit16-17: C 相电流状态

bit18-19: 漏电流状态

bit20-21: T1 温度状态

bit22-23: T2 温度状态

bit24-25: T3 温度状态

bit26-27: T4 温度状态

bit28-29:T5 温度状态

Bit30-31: 保留

状态定义：

0-正常

DW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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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故障

2-上限报警

3-下限报警

150H A 相电压报警值 R 单位 0.1V Word

151H B 相电压报警值 R 单位 0.1V Word

152H C 相电压报警值 R 单位 0.1V Word

153H~154H A 相电流报警值 R 单位 A Float

155H~156H B 相电流报警值 R 单位 A Float

157H~158H C 相电流报警值 R 单位 A Float

159H 剩余电流报警值 R 单位 mA Word

15AH T1 温度报警值 R 0~1500，单位 0.1℃ Word

15BH T2 温度报警值 R 0~1500，单位 0.1℃ Word

15CH T3 温度报警值 R 0~1500，单位 0.1℃ Word

15DH T4 温度报警值 R 0~1500，单位 0.1℃ Word

15EH T5 温度报警值 R 0~1500，单位 0.1℃ Word

1000H 版本号 R
读出值为 100，则版本号为

V1.00
Word

1001H 通讯地址 R/W 1~247 Word

1002H 通讯波特率 R/W

0-1200，1-2400， 2-4800，

3-9600， 4-19200，

5-38400

Word

1003H 电流互感器类型 R/W

0-二次侧输出是2.5mA的互

感器

1-二次侧输出是 40mA 的互

感器

2-二次侧输出是 100A 的互

感器

Word

1004H~100

5H
PT1 R/W 电压互一次侧值，保留 Word

1006H PT2 R/W 电压互感器二次侧值，保留 Word

1007H CT1 R/W

对于 2.5mA 的互感器，若经

100A/5A和5A/2.5mA两级互

感器接入，则CT1设置为100

对于 40mA 或 100mA 的直接

是互感器，CT1 直接设置为

该互感器一次侧的值

Word

1008H CT2 R

103H 地址确定，

对于 2.5mA 的互感器，固定

为 5

对于 40mA 或 100mA 的互感

器，固定为 100

W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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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9H 电压阈值 R/W

0~255，单位 V，设置的是二

次侧值，单位 V，若测量值

小于阈值，则测量值被清零

Word

100AH 电流阈值 R/W

0~255，设置的是二次侧值，

对于 2.5mA 的互感器，单位

为 mA，对于 40mA 或 100mA

的互感器，单位为 10mA

Word

100BH 保留

100CH 功能使能

100DH 背光点亮时间 R/W

按键按下后，背光点亮时

间,单位分钟，设置范围

0~255,设置为 0 时，背光灭

Word

100EH 无线工作模式 R/W

工作模式设置与使用的 NB

模组有关

0-关闭无线

1-NB 网关

2-连接移动 onenet 平台

3-连接电信 AEP 平台

Word

100FH 电压变传阈值 R/W

设置范围 0~255。

0: 数值有变化时，进行变

传

1~100: 对应的阈值范围为

0.1%~10.0%

101~255: 对应的阈值为

0.1~15.5V

Word

1010H 电流变传阈值 R/W

置范围 0~255。

0: 数值有变化时，进行变

传

1~100: 对应的阈值范围为

0.1%~10.0%

101~255: 对应的阈值为

0.1~15.5A

Word

1011H 剩余电流变传阈值 R/W

设置范围 0~255

0: 数值有变化时，进行变

传

1~100: 对应的阈值范围为

0.1%~10.0%

101~255: 对应的阈值为

1mA~155mA

Word

1012H 温度变传阈值 R/W

设置范围 0~255。

0： 数值有变化时，进行变

传

1~255 ： 对 应 的 阈 值 为

Word



27

0.1℃~25.5℃

1013H 功率变传阈值 R/W

设置范围 0~255

0: 数值有变化时，进行变

传

1~255: 对应的阈值范围为

0.1%~25.5%

Word

1014H 功率因数变传阈值 R/W

设置范围: 0~255

0： 数值有变化时，进行变

传

1~255：对应的阈值范围为

0.001~0.255

Word

1015H 电能变传阈值 R/W

设置范围: 0~255

0： 数值有变化时，进行变

传

1~255：对应的阈值范围为

0.1~25.5kWh

Word

4000H~400

1H
频率 R 单位 Hz Float

4002H~400

3H
A 相相电压 R 单位 V Float

4004H~400

5H
B 相相电压 R 单位 V Float

4006H~400

7H
C 相相电压 R 单位 V Float

4008H~400

9H
相电压均值 R 单位 V Float

400AH~400

BH
AB 相线电压 R 单位 V Float

400CH~400

DH
BC 相线电压 R 单位 V Float

400EH~400

FH
CA 相线电压 R 单位 V Float

4010H~401

1H
线电压均值 R 单位 V Float

4012H~401

3H
A 相电流 R 单位 A Float

4014H~401

5H
B 相电流 R 单位 A Float

4016H~401

7H
C 相电流 R 单位 A Float

4018H~401

9H
三相电流均值 R 单位 A Float

401AH~401 保留 Flo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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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H

401CH~401

DH
A 相有功功率 R 单位 W Float

401EH~401

FH
B 相有功功率 R 单位 W Float

4020H~402

1H
C 相有功功率 R 单位 W Float

4022H~402

3H
总有功功率 R 单位 W Float

4024H~402

5H
A 相无功功率 R 单位 var Float

4026H~402

7H
B 相无功功率 R 单位 var Float

4028H~402

9H
C 相无功功率 R 单位 var Float

402AH~402

BH
总无功功率 R 单位 var Float

402CH~402

DH
A 相视在功率 R 单位 VA Float

402EH~402

FH
B 相视在功率 R 单位 VA Float

4030H~403

1H
C 相视在功率 R 单位 VA Float

4032H~403

3H
总视在功率 R 单位 VA Float

4034H~403

5H
A 相功率因数 R -1.000~1.000 Float

4036H~403

7H
B 相功率因数 R -1.000~1.000 Float

4038H~403

9H
C 相功率因数 R -1.000~1.000 Float

403AH~403

BH
系统功率因数 R -1.000~1.000 Float

4039H~404

7H
保留

4048H~404

9H
消耗有功电能 EP_imp R 0~999999999，单位 0.1kWh DWord

404AH~404

BH
发送有功电能 EP_exp R 0~999999999，单位 0.1kWh DWord

404CH~404

DH
吸收无功电能 EQ_imp R

0~999999999 ， 单 位

0.1kvarh
DWord

404EH~404

FH
发出无功电能 EQ_exp R

0~999999999 ， 单 位

0.1kvarh
DW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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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50H~405

1H
总有功电能 EP_total R

0~999999999，单位 0.1kWh,

EP_total=EP_imp+EP_exp
DWord

4052H~405

3H
净有功电能 EP_net R

0~999999999，单位 0.1kWh

EP_net= | EP_imp - EP_exp

|

DWord

4054H~405

5H
总无功电能能 EQ_total R

0~999999999 ， 单 位

0.1kvarh

EQ_net= EQ_imp+EQ_exp

DWord

4056H~405

7H
净无功电能 EQ_net R

0~999999999 ， 单 位

0.1kvarh

EQ_net= | EQ_imp - EQ_exp

|

DWord

405AH A 相电压总谐波畸变率 R 0~65535, 单位 0.01% Word

405BH B 相电压总谐波畸变率 R 0~65535, 单位 0.01% Word

405CH C 相电压总谐波畸变率 R 0~65535, 单位 0.01% Word

405DH 保留

405EH A 相电流总谐波畸变率 R 0~65535, 单位 0.01% Word

405FH B 相电流总谐波畸变率 R 0~65535, 单位 0.01% Word

4060H C 相电流总谐波畸变率 R 0~65535, 单位 0.01% Word

4061H 保留

4062H~407

FH

A 相电压 2~31 次谐波含有

率
R 0~65535, 单位 0.01% Word

4080H A 相电压奇次谐波畸变率 R 0~65535, 单位 0.01% Word

4081H A 相电压偶次谐波畸变率 R 0~65535, 单位 0.01% Word

4082H~408

3H
保留

4084H~40A

1H

B 相电压 2~31 次谐波含有

率
R 0~65535, 单位 0.01% Word

40A2H B 相电压奇次谐波畸变率 R 0~65535, 单位 0.01% Word

40A3H B 相电压偶次谐波畸变率 R 0~65535, 单位 0.01% Word

40A4H~40A

5H
保留

40A6H~40C

3H

C 相电压 2~31 次谐波含有

率
R 0~65535, 单位 0.01% Word

40C4H C 相电压奇次谐波畸变率 R 0~65535, 单位 0.01% Word

40C5H C 相电压偶次谐波畸变率 R 0~65535, 单位 0.01% Word

40C6H~40C

7H
保留

40C8H~40E

5H

A 相电流 2~31 次谐波含有

率
R 0~65535, 单位 0.01% W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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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E6H A 相电流奇次谐波畸变率 R 0~65535, 单位 0.01% Word

40E7H A 相电流偶次谐波畸变率 R 0~65535, 单位 0.01% Word

40E8H 保留

40E9H~410

6H

B 相电流 2~31 次谐波含有

率
R 0~65535, 单位 0.01% Word

4107H B 相电流奇次谐波畸变率 R 0~65535, 单位 0.01% Word

4108H B 相电流偶次谐波畸变率 R 0~65535, 单位 0.01% Word

4109H 保留 R 0~65535, 单位 0.01% Word

410AH~412

7H

C 相电流 2~31 次谐波含有

率
R 0~65535, 单位 0.01% Word

4128H C 相电流奇次谐波畸变率 R 0~65535, 单位 0.01% Word

4129H C 相电流偶次谐波畸变率 R 0~65535, 单位 0.01% Word

412AH 保留

4500H~451

FH

A相电压32~63次谐波含有

率
R 0~65535, 单位 0.01% Word

4520H~453

FH

B相电压32~63次谐波含有

率
R 0~65535, 单位 0.01% Word

4540H~455

FH

C相电压32~63次谐波含有

率
R 0~65535, 单位 0.01% Word

4560H~457

FH

A相电流32~63次谐波含有

率
R 0~65535, 单位 0.01% Word

4580H~459

FH

B相电流32~63次谐波含有

率
R 0~65535, 单位 0.01% Word

45A0H~45B

FH

C相电流32~63次谐波含有

率
R 0~65535, 单位 0.01% W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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