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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手冊版權所有，在未經本公司之書面許可下，此手冊中的任何段落、章節內容均不得

被摘錄、拷貝或以任何形式的複製與傳播，否則一切後果由違者承擔。

本公司保留一切法律權利 !!

　　本公司保留對本手冊所描述之產品規格進行修改的權利，恕不另行通知。請隨時注意本

公司官網上產品的最新規格。

安全提示

　　在安裝、操作或維護此設備之前，請仔細閱讀本手冊。請注意以下出現在本手冊中或設

備上的特殊標示，這是用來警示潛在的危險或用於闡釋和規定操作流程。

　　附有這種安全標誌示意周圍存在著電力危險，若未遵照一定的指示將會導

致人身傷害。

　　這是安全警告標誌，用來警告潛在的人身傷害的危險，請遵照此標誌後的

所有安全資訊，以避免可能的傷害或死亡。

　　該標誌為提示作用，避免由於操作不慎而導致儀錶不能正常工作甚至損壞

儀錶或對人身造成傷害。

　　在維護和檢修之前，設備必須斷電並接地。

　　維護工作只能由有資格的人員執行。

　　本手冊適用於受過一定訓練的人員使用，在其正常使用範圍之外所引起的問題，本公司

概不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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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CPM-80 系列產品功能介紹

第一章 產品簡介

這是一款産産産産産産産強大的多功能電産産産産錶産

　　CPM-80 系列是一款強大的多功能電錶，採用高速的微處理器和精密的數位信號處理技

術設計而成。具備三相電量測量 / 顯示、電能累計、電力品質分析、事件記錄、電力品質事

件記錄、波形記錄、分時計量與網絡通信等功能。3.5 吋高清晰彩色液晶顯示器提供多樣化

的數據顯示，讓您能輕鬆的查閱測量數據。人性化的顯示與操作方法讓用戶可輕易的操作而

不需隨時查找手冊。

電力 SCADA 系統的理想選擇

　　CPM-80 系列產産品可作産為電錶單獨使用，亦可作為産電力監控系統（SCADA）之前端裝

置，透過多樣性的通訊介面，用以實現遠程數據採集與控制。工業標準的 RS-485 通信接口

和 MODBUS 通信協議，以及乙太網路和 MODBUS TCP/IP 通信協議使得組網輕鬆便捷，是

SCADA 系統集成的理想選擇。

能源管理

　　CPM-80 系列電錶可以進行雙向四象限有效電能、無效電能的累計，以及各項參數最大

值 / 最小值記錄功能和需量計算功能，配合系統端監控軟件可以幫助用戶統計各線路的能源

消耗狀况與負荷趨勢。

遠程控制

　　CPM-80 系列電錶不只是以測量産為主的電錶，除本身已具備有 DI，繼電器輸出及 AO 外，

還可透過第二組 RS485 連線擴展 DIO 模組，實現靈活的 I/O 功能，成為一款強大的離散式

RTU 系統。

電力品質分析

　　CPM-80 系列電錶採用的是數位信號處理技術，因此可實現各相電壓、電流的總諧波失

真率（THD），各分次諧波（2-63 次）和電壓、電流不平衡度的實時測量。

數據記錄功能

　　CPM-80 系列提供 4MB 的數據存儲空間，用於定時記錄所指定的參數。內部具備高精

度的實時時鐘 ，每條記錄都帶有時間戳記。

分時計費 (TOU)

　　CPM-80 系列有産産産強大的分時計費功能和多達 5 年的節假日設定功能。用戶可以根據當地

的分時電價進行相應的設置來實現分時的電能計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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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CPM-80 系列產品特點

多功能、高精度

　　CPM-80 系列多功能電錶具有産強大的數據採集和處理功能，可以量測數十種電力參數，

同時具有需量計算、諧波分析、最大 / 最小值統計、事件報警、電能累計、數據記錄功能、

分時計費、電力品質事件記錄和波形記錄功能。

　　電壓、電流測量精度為産 0.1 級，功率與電能測量精度為産 0.2 級。

精簡型設計、安裝方便快捷

　　CPM-80 系列產産品的外型尺寸符合 IEC 標準 92mm DIN 方形形狀，安裝厚度僅産 82mm，

並採用自鎖式的安裝卡扣，無需使用螺絲，安裝或拆卸都非常方便快捷。

顯示直觀、易學易用

　　3.5 吋大螢幕、高亮度的液晶顯示器，畫面清楚，內容一目了然，顯示直觀，易學易用。

所有測量數據均可通過按鍵輕鬆翻閱，需設置的各參數既可通過面板按鍵進行設置，也可由

通信方式寫入。設定的參數與累積值均存於 FRAM 中，即使掉電也不會丟失。液晶顯示器的

亮度可自行調整，而待機時的螢幕亮度也可設定，讓您在不同環境下靈活使用。

接線靈活方便

　　無論系統是高壓還是低壓，也無論是單相兩線，單相三線，三相三線還是三相四線，都

可以選擇適當的接線方式與 CPM-80 系列電錶連接。CPM-80 系列電錶支持的多種接線方式，

可以涵蓋所有的電力系統應用。

安全性好、可靠性高

　　CPM-80 系列電錶採用多種隔離及抗干擾措施，可以可靠的在高干擾環境中運行，産產品

通過 CE 認證和 IEC 標準的電磁兼容測試。

電力品質事件記錄

　　CPM-80 系列在電壓跌落、電壓突升等電力品質事件發生時，能産記錄下事件發生的時間，

以及産產生事件的觸發條件。可累計記錄多達 5 萬條電力品質量事件。

波形記錄

　　CPM-80 系列可記錄 8 組各相電壓和電流波形的數據，每週期以 64 點的採樣速率進行

記錄，電錶可提供觸發條件前後各 8 個週期的波形記錄，同時觸發條件可做設定，為産用戶分

析電力品質提供了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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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CPM-80 系列產産品應用

• 能源管理系統

• 工業自動化

• 電力監控

• 電網自動化

• 智能建築

• 智慧型配電盤、開關櫃

• 變電站自動化



4

第二章 安裝

2.1 CPM-80 系列產品的外觀及尺寸

2.2 CPM-80 系列產品的安裝方法

2.3 CPM-80 系列產品的接線方法

端子接腳圖

2AO+4DI+4RO 2AO+8DI2AO+4DI+4RO+LAN 2AO+8DI+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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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壓與電流接線 CT 二次側區分 1A/5A 與 333mV 三種

單相

單相兩線 (0~1A/5A) 單相三線 (0~1A/5A)

單相兩線 (0~333mV) 單相三線 (0~333m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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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相三線無 PT

3CT(0~1A/5A) 2CT(0~1A/5A) 1CT(0~1A/5A)

3CT(0~333mV) 2CT(0~333mV) 1CT(0~333mV)

三相三線 2PT

3CT(0~1A/5A) 2CT(0~1A/5A) 1CT(0~1A/5A)

3CT(0~333mV) 2CT(0~333mV) 1CT(0~333m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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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相四線無 PT

3CT(0~1A/5A) 1CT(0~1A/5A)

3CT(0~333mV) 1CT(0~333mV)

三相四線 3PT

3CT(0~1A/5A) 1CT(0~1A/5A)

3CT(0~333mV) 1CT(0~333m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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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電器輸出 (RO)/ 數位輸入 (DI)

RS485 通訊輸出

工作電源接線方式

類比訊號輸出 (AO) / 脈衝訊號輸出 (PO) 接線

電壓輸出 : 0~5V / 0~10V , ≥1000Ω

電流輸出 : 0~20mA / 4~20mA / 0~10mA      

                  ≤530Ω

脈衝輸出接點規格 : 開集極 (O.C.) 輸出 

                                 30Vdc / 30mA(max)

最長傳輸距離 : 1200M

終端電阻 ( 在最終端裝置 ): 120~300Ω/0.25W( 一般 : 150Ω)

繼電器接點規格 : 5A/250Vac；5A/30Vdc 

DI 接點規格 : 12V/5mA

工作電源輸入範圍 :

ADH: AC 85~264V / DC 100~300V

ADL: DC/AC 20~56V 



9

第三章 基本操作與使用

　　本章將介紹如何使用操作按鍵查閱所需要的電力測量資訊，以及如何正確地設定相關參

數。

3.1 電錶面板

①

②

③

④

⑤

1. 標題與時間日期顯示區

2. 主顯示區

3. 訊息顯示區

4. 按鍵圖示

5. 操作按鍵

3.2 顯示畫面與操作按鍵說明

　　CPM-80 系列電錶採用 3.5 吋 TFT-LCD 顯示器 , 解析度為 320*240 像素 , 顯示內容與方

式會依據實際需要而靈活變化。而在面板下方 , 則有四個實體操作按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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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 按鍵說明

3.2.2 主畫面圖示

　　螢幕下方的四個按鍵功能會依照畫面內容的需要而有所不同 , 在螢幕下方會顯示按鍵的

功能圖示 , 所代表的功能說明如下 :

　　在主畫面的左側有 I/O 狀態及系統的指示圖示 , 代表的意義說明如下 :

圖示 功能

選單鍵

按此鍵可進入快速查詢索引畫面

確認鍵

按此鍵可進入下一層選單畫面或是確認輸入參數

返回鍵

按此鍵可返回上一層選單畫面

上鍵

按此鍵可移動光標或是數字遞增

下鍵

按此鍵可移動光標或是數字遞減

左鍵

按此鍵可移動數字輸入位置 , 長按 2 秒可回到上一層選單畫面

右鍵

按此鍵可進入下個畫面

圖示 說明

數位輸入 DI 1~8 輸入狀態指示 , 當有輸入時則顯示該組輸入的號碼

繼電器 RO 1~4 輸出狀態指示 , 繼電器輸出時顯示該組繼電器的號碼

類比輸出狀態指示 , 每一格代表 20% 的輸出百分比

脈衝輸出指示 , 輸出時顯示圖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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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示 說明

通訊指示 , 反白時代表數據正在傳送或接收 , 上方為接收 , 下方為傳送。

1 與 2 分別代表兩組通訊埠

負載性質指示 , 分別為電阻性 / 電容性 / 電感性

系統功率 1~4 象限指示

TOU 運行指示 , 下方數字由左至右分別代表

時段表號 / 時段號 / 費率

顯示此圖示代表數據記錄正在運行

電流負載狀態指示 , 每一格代表 10% 的負載百分比

3.3 測量數據的顯示與按鍵操作

　　電錶的主畫面有三種綜合顯示頁面以及兩種功能畫面可以設定 , 也可以設置這五個頁面

定時輪顯。在任何一個的綜合顯示頁面中按下       鍵 , 即可看到畫面出現黃色光標 , 透過上

下鍵移動黃色光標到要查詢的量測參數後再次按下          鍵 , 便可查詢該項參數下的各項詳

細資料。



12

　　量測參數查詢畫面示意如下 :

相電壓

電流

線電壓 不平衡度

不平衡度

有效功率

無效功率

視在功率

功率因數

電壓諧波

電流諧波

綜合電能 有效電能 無效電能

電流需量

功率需量

功率需量

功率需量

電壓電流各分次諧波

電壓電流各分次諧波

中性線電流

→

→

→

→

→

→

→

→ →

↑↓

↓

↑↓

↑↓

↑↓

↑↓

↑↓

↑↓

↑↓

→

→ →

　　另外也可在任何一個的綜合顯示頁面中按下                

鍵 , 進入快速查詢索引頁面 , 按上下鍵選擇所要查詢的項

目後再按           鍵進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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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速查詢索引一覽表 :

Voltage  Voltage L-N

 Voltage L-L

Unbalance

Current Current

 Unbalance

 Demand Current

Power  Active Power

 Reactive Power

 Apparent Power

 Demand Power

Harmonic   THD Voltage

  THD Current

  Individual

Energy   Energy Summary

  Active Energy

  Reactive Energy

Power Factor  Power Fa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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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X/MIN   Phase Voltage

  Line Voltage

  Active Power

  Apparent Power

  Frequency

  THD Voltage

  Current

  Reactive Power

  Power Factor

  Unbalance

  THD Current

  Demand Current

  Demand Power

Demand   Demand Current

  Demand Power

TOU Data   Last Month

  This Month

  Yesterday

  Today

Phasor Diagram

Waveforms

  Phasor Diagram

  Waveforms

Event Log

Real Time Wave

  Event Log

  Real Time Wave

Information   System

  I / O Status

  CO2

  Version

  Wiring

  Me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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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最值數據的顯示與按鍵操作

　　進入最大最小值的查詢頁面後首先出現的是參數項目列表 , 可按上下鍵選擇欲查詢的項

目後再按          鍵進入該項參數畫面。

　　進入最值畫面後 , 按右鍵可切換最大 / 最小值畫面。

　　按上下鍵可在不同參數間切換。

　　按下          鍵可回到前一頁的參數列表。

3.5 需量數據的顯示與按鍵操作

　　要查詢需量可從綜合畫面進入 , 也可從快速索引列表進入查詢。

　　電流或是功率的需量都是在一個頁面顯示 , 在下方的訊息顯示區會顯示出需量的計算方

式與計算的區塊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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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諧波數據的顯示與按鍵操作

　　要查詢諧波數據可從綜合畫面進入 , 也可從快速索引列表進入查詢。

　　電壓或是電流的總諧波數據都是在一個頁面顯示 , 而 2~63 次的分次諧波則分為兩個頁

面顯示。

　　在分次諧波查詢頁面時 , 按左右鍵可移動游標 , 此時頁面上方會顯示目前游標在第幾次

諧波以及數值。按下鍵則可切換各相電壓及電流的分次諧波畫面。

V1

V2

V3

I1

I2

I3 35 40 45 50 55 60

Individual Harmonic

Power System:  3P4W-3CT

35th           18.2%

14:0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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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波形數據的顯示與按鍵操作

　　查詢抓取的波形數據只能從快速索引列表進入查詢。

　　在快速索引表中選到波形抓取欄位時 , 右側會顯示抓取波形的日期與時間列表 , 當沒有

波形抓取記錄時 , 則無時間列表。選擇所要查詢的時間進去後 , 即可看到波形圖。

　　按左右鍵可移動前 8 及後 8 週期的波形 , 按下鍵可切換各組電壓與電流的波形圖 , 以及

全部電壓或全部電流的波形圖。

3.7 相角數據的顯示與按鍵操作

　　查詢相角數據只能從快速索引列表進入查詢。

　　相角的向量圖有三種畫面 , 可透過左右鍵切換。畫面內容在左側數據欄分別為顯示各相

電壓電流角度、各相電壓電流數據以及各相功率因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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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分時計費 (TOU) 數據的顯示與按鍵操作

3.10 事件記錄的顯示與按鍵操作

　　查詢分時計費數據只能從快速索引列表進入查詢。

　　進入查詢後首先需選擇要查詢本月、上月、今日或昨日的數據 , 再來是選擇所要查詢的

計費時段 ( 尖、峰、谷、平、總 ), 進入後就可看到該時段的各項電能累積數據。

　　在下方的訊息顯示區會顯示出該數據的結算日期區間。

　　查詢事件記錄只能從快速索引列表進入查詢。

　　在快速索引表中選到事件記錄欄位時 , 右側會顯示記錄的日期與時間列表 , 當沒有記錄

時 , 則無時間列表。選擇所要查詢的時間進去後 , 即可看到記錄的內容。

　　按上下鍵可在各條記錄之間移動 , 方便快速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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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 電錶訊息的顯示與按鍵操作

3.12 數據設定的顯示與按鍵操作

　　電錶的相關訊息查詢只能從快速索引列表進入查

詢。

　　可查詢的項目有量測系統的相關設定內容、I/O 的狀

態、自動調線的狀態、二氧化碳的設定及累積量、電錶

本身的相關設定以及韌體的版本等訊息。

　　要進入數據設定功能必須要輸入一組密碼 , 密碼正

確才能進入各項參數的設定頁面 , 若密碼錯誤 , 則會停留

在密碼輸入的畫面 , 主要是避免非管理人員隨意修改參

數或是誤操作。若要離開輸入畫面 , 則按左鍵二秒即可。

　　 密 碼 為 4 位 數 , 為 0000~9999 的 整 數 , 出 廠 默 認

是”1000”, 在進入到設定功能後 , 可對此密碼進行修改 ,

並請在修改後務必牢記新的密碼。

　　每次要進入設定功能時都必須輸入正確的密碼 , 當

離開設定功能回到量測畫面後要再次進入設定時 , 都必

須再重新操作一次密碼輸入的步驟。

　　操作步驟為在主畫面下同時按住                   鍵一秒

鐘 , 隨後會出現密碼 P.Code 的輸入畫面

: 按左鍵可移動黃色光標的輸入位置

: 按上下鍵可調整數字遞增或遞減

: 輸入完畢後按下確認鍵即可

3.12.2 參數設定選單畫面

3.12.1 密碼輸入

　　密碼正確後則會進入到參數設定的選單畫面 , 總共

分為五大項 , 分別為系統參數設定 , 輸入 / 輸出參數設定、

通訊參數設定、波形抓取設定以及參數清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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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3 參數設定選單列表

　　進到每個項目後可看到各個項目裡面可設定的參數細項 , 列表如下 :

Meter Setup   Power System   Power System

  PT Primary

  PT Secondary

  CT Primary

  CT Secondary

  Energy Unit

  Mode

  Interval

  Demand

  Date

  Time

  Clock

  Main Page

  Ratio

  Energy Mode

  New P.CODE

  Rotating Interval

  Active Bright.

  Standby Bright.

  Backlight Timeout

  Display

  CO2 Ratio

  Auto-Wiring

  Passw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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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put / Output   Relay Setup

  Analog Output

  Debounce Time

  DI 1 Function

  DI 2 Function

  DI 3 Function

  DI 5 Function

  DI 7 Function

  DI 4 Function

  DI 6 Function

  DI 8 Function

  Digital Input

  Pulse Output   Pulse Output 1

  Pulse Output 2

  Output Sourse

  High Width

  Divider

  Module 1 State

  Module 1 Address

  Module 2 State

  Module 2 Type

  Polling Timeout

  Module 1 Type

  Module 2 Address

  Scan Interval

  Polling Delay

  Extented Modu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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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 Port   COM Port 1   Interface

  Interface

  Modbus Mode

  Modbus Mode

  Station Address

  Station Address

  Baud Rate

  Baud Rate

  Data Parity

  Data Parity

  COM Port 2

Power Event  & Waveform   Enable Power Event Log

  Capture a Waveform

  Clear Power Event Logs

  Rated Current

  DI Capture Edge

  Sag Event Configure

  Clear All Waveforms

  Rated Voltage

  Storage Mode

  Swell Event Configure

  Over Current Event Config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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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4 參數設定輸入操作

　　參數的設定內容分為兩種 , 一種是選項式 , 一種是數值輸入 , 所以在選擇到該項的設定

內容時 , 底下按鍵的功能也會隨之改變。

 在選項式輸入時 , 底下的按鍵如下 :

: 放棄輸入 , 返回上層選單

若要放棄輸入 , 則按            二秒即可 , 並返回上層選單。

在數值輸入時 , 底下的按鍵如下 :

: 選擇參數

: 確認輸入

: 移動光標輸入位置

: 確認輸入

: 調整數字遞增或遞減

3.12.5 畫面返回

　　在測量數據查詢或設定功能的任一畫面下 , 如果沒有任何按鍵操作超過 2 分鐘後 , 會自

動返回到量測的主畫面。

Reset & Clear   Reset Max / Min Value

  Reset Demand Peak of TOU

  Reset AO1 Zero / Span

  Clear CO2 Emission

  Reset Demand Peak

  Clear Energy

  Reset AO2 Zero / Span

  Reset Operating Timer

  Reset Auto-Wiring Table

  Reset Load Timer

  Reset Ethernet Parameter

  Make Meter to Default

  Reset Dem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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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產品功能說明

4.1 基本測量功能

　　CPM-80 系列電錶能高精度地測量電壓、電流、功率、頻率、功率因數、需量等電參量。

4.1.1 需量

4.1.2 電能計量

4.1.1.1 滑動區塊法

4.1.1.2 固定區塊法

　　CPM-80 系列電錶所測量的需量參數有三相有效功率需量、三相無效功率需量、三相視

在功率需量、三相電流需量及平均電流需量。需量是可以被清除的。清除需量指需量記錄以

及需量計算過程中相關的數值都清除為 0。

　　需量計算方法可分産滑動區塊法及固定區塊法。使用哪種計算方法用戶可以自行設定。

　　設定 1 個 1~60 分鐘的區塊間隔時間，即需量的計算週期，區塊每 1 分鐘滑動 1 次，需

量值更新 1 次。以下說明以 15 分鐘的區塊間隔時間為例：

　　與滑動區塊一樣，先設 1 個計算周期，增量也是 1 分鐘，但整個週期只計算 1 次需量，

即需量更新時間間隔就是計算週期時間。以下說明以 15 分鐘的區塊間隔時間為例：

　　CPM-80 系列電錶能産計量實時電能。實時電能計量是指從上次清零時刻直到當前時刻的

系統有效、無效和視在電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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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1 電能計量是採用全波計量方式，電能的基波部份、諧波部份都列入累
積。

4.1.2.2 無效電能（功率）的計算公式為：

4.1.2.3 電能計量為一次側的電能

4.1.3.1 進入自動調線功能後，首先選擇電力
系統模式

4.1.3.2 經過系統計算後，確認有效功率數值
是否正確，若正確則選擇 Yes 繼續進行，若不正
確則選擇 No，系統會重新計算或是顯示訊息告
知電壓接線的調整建議

4.1.3.3 接著確認無效功率數值是否正確，若正
確則選擇 Yes 繼續進行，若不正確則選擇 No，
系統會回到有效功率重新計算或是顯示訊息告知
電壓接線的調整建議

4.1.3 自動調線功能

　　CPM-80 系列電錶的電壓與電流配線是有配對的要求，例如 V1、V2、V3 需對應到 I1、

I2、I3，而電流的輸入方向也一樣有要求，例如需 I11 端進入，從 I12 端子流出。而實際使

用中可能會發生接線錯誤的情况，這時可以通過電錶的自動調線功能來彌補配線的錯誤，得

到正確的測量結果，不必更改接線。

22- PSQ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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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4 最後會顯示出調線結果，如果正確就
選擇 Confirm 確認並儲存結果，若不正確則選擇
Cancel 離開調線功能或是重新執行

4.1.3.5 自動調線功能在不同的輸入相線模式下有不同的條件限制如下 :

4.1.3.5.1 3P4W-3CT : VN 需正確及 θ< ±59 ∘

4.1.3.5.2 3P4W-1CT : θ< ±59 ∘

4.1.3.5.3 3P3W-2CT : V2 需正確及 θ< ±59産 ∘

4.1.3.5.4 3P3W-3CT : V2 需正確及 θ< ±59産産 ∘

4.1.3.5.5 1P3W: VN 需正確及 θ< ±59産 ∘

4.1.3.5.6 1P2W: θ< ±59 ∘

4.1.3.5.7 3P3W-1CT: 無軟體調線功能

4.2 最大最小值記錄功能

4.3 諧波測量功能及電力品質分析

　　CPM-80 系列電錶能測量並分析包括總諧波失真率，2~63 次諧波失真率，奇數諧波失

真率，偶數諧波失真率，電壓波峰因數，電話諧波波形因數，電流波形因數在內的諧波參數。

　　相位角差反映了 V1（或 V12）超前於各電壓、電流的相位關係，數值為 0~360.0 範圍

內的角度，此項功能主要是幫助用戶在系統接線安裝時來確定各交流輸入信號的關係，防止

接線錯誤。當電壓接線為産線電壓時，提供 V23、V31、I1、I2、I3 落後於 V12 的相角差；在

電壓接線産為相電壓時，提供 V2、V3、I1、I2、I3 落後於 V1 的相角差。

4.3.1 諧波分析

4.3.2 相位角差

　　CPM-80 系列能産實時的記錄多種參數 ( 各相 / 線電壓、各相電流、有效功率、無效功率、

視在功率、功率因數、頻率、需量、不平衡度、總諧波失真率 ) 的最大和最小值及其發生的

時間。最值記錄被保存在非易失性存儲器中，即使掉電數據也不丟失。所有記錄可經由通信

讀取或在面板畫面查詢，也可通過面板操作或通信實施清除。

 注意：最值清除並不是清為零，而是變成在清除時刻的值，並開始記錄從清除時刻起的最

大值和最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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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PM-80 系列電錶將交流採樣值進行了分析，來獲取電壓不平衡度與電流不平衡度的數

值。

　　CPM-80系列電錶具備事件記錄的功能，即當某參數變化使得定義的事件觸發條件成立，

並且持續時間超過了預先設定的時間限值，這時事件記錄就會被啟産動，事件的參數代號、數

值、事件狀態及事件發生時刻均作産為事件被記錄儲存，最多可以有 16 筆這樣的記錄儲存在

記憶體中。事件記錄的來源除了來自事件記錄的條件設定外，繼電器的報警輸出以及外擴

DIO 模組的 DO 報警輸出也一併是事件記錄的來源。

　　使用事件記錄功能前需確實完成條件設置、記錄功能啟用等，任何不完全或不正確的設

置都將導致最後記錄的失敗。設置操作均通過對相應暫存器進行設定來完成。需要特別說明

的是這些暫存器的設定必須經由通信方式來設定。

　　表 4-1 列出了第一組記錄設定的參數內容及地址，這樣的設定記錄共有 16 組，格式是

相同的。

4.3.3 不平衡度分析

4.4.1 單條事件記錄功能的設置

4.4 事件記錄功能

▼表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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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參數設定：選擇該組記錄相關的參數，如 1: 頻率，13: 平均電流等 ( 如表 4-2），則該

組記錄就會對此參數進行條件判斷。

　　觸發條件、動作點設定值：構建記錄條件，如大於、等於、小於設定值。如設定頻率大

於 50，則記錄條件為産頻率大於 50Hz。

　　延遲時間： 即記錄條件成立保持多長時間後才認産為是事件成立。其設定範圍産 0 ～ 3000

的整數，單位時間産 10ms，設定産 0 時無延時，立即觸發事件記錄。例如設定延遲時間産 20，即

20×10 ＝ 200mS。

　　單條事件記錄功能設定完成後，需要進行下面的功能啟用設定，記錄功能才能正常使

用。

　　事件記錄功能啟用：决定了本電錶是否啟産用事件記錄功能，只有設置産“1”時，才能啟産

用記錄功能，與事件記錄相關的設置才能生效。

　　個別事件記錄組別啟産用：决定了每組記錄設定是否生效。其為 16 位的無符號整數，其

bit0~bit15 分別對應了第 1 組到第 16 組事件記錄設定的啟用，相應位産“1”時該組記錄設定

生效，否則無效。

　　正確完成以上設定，事件記錄功能就可以正常使用了。

　　事件記錄可以儲存 16 組，不是與記錄設定一一對應，而是採用循環記錄的方式，新發

生的事件記錄會覆蓋最早的記錄，但初上電時記錄指標是從第 1 組開始的。當越限的參數恢

復正常時，恢復正常的數值與事件也會被作為産事件記錄，用戶通過查閱越限時的時間和恢復

正常的時間，可以得到越限事件持續的時間。如表 4-3。

　　下面以第一組事件記錄為産例介紹其相關內容，每組狀態記錄的格式相同。

4.4.2 事件記錄功能啟用

4.4.3 事件記錄讀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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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件狀態：表示該條事件記錄是成立還是恢復，1 表示事件成立，0 表示事件恢復。

　　警報事項：當前記錄的是哪個參數，與表 4-2 同。

　　事件記錄值：即事件發生或恢復時，對應參數的值。

　　事件發生時刻：記錄了本條記錄發生時的時間。

　　最新記錄組號：0~16，表示第幾條記錄是最新記錄。重新上電後組號為産 0，每增加一條

記錄則組號加 1，事件記錄組號為循環記錄。

▼表 4-3

　　觸發條件來源：反映了當前記錄的狀態信息。其産為 16 位無符號整數，高位元組表示

引起該條事件記錄的來源種類 (0~2)，Bit0 表示來自事件記錄設定，Bit1 表示來自繼電器報

警，Bit2 表示來自外擴 DIO 模組的 DO 報警，Bit=1 表示是，Bit=0 表示不是。低位元組表

示來源種類的組號（1~16），事件記錄與繼電器及 DO 的組數不盡相同，以事件記錄為例，

bit0~bit15 分別對應了第 1 組到第 16 組，Bit=1 表示是，Bit=0 表示不是。

　　CPM-80 系列電錶具有 4 個繼電器，除了可以當成 RO 功能外，也可作為報警的輸出。

即當某參數值高於或低於越限設定值，這時事件報警就會被産啟動，繼電器就會作産為越限事件

的報警信號輸出，而發生報警時的參數代號、數值，報警狀態及報警發生時刻均會被記錄在

事件記錄當中。

　　每個繼電器可設置多達 12 組設定，使用前需確實完成條件設置，任何不完全或不正確

的設置都將導致報警功能的失敗。設置操作可通過對相應暫存器進行設定或是經由面板操作

輸入來完成，使現場操作更具實時性。

4.5 繼電器的使用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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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繼電器接點規格 : 5A/250Vac；5A/30Vdc。

▼表 4-4

　　表 4-4 列出了第一個繼電器的第一組設定內容及地址，這樣的設定每個繼電器有 12 組，

格式是相同的。只要其中一組的報警條件成立，繼電器就會作動輸出，直到所有報警條件恢

復正常為止。

　　參數設定：選擇該組設定相關的參數，如 1: 頻率，13: 平均電流等 ( 如表 4-2），則該

組設定就會對此參數進行報警判斷。

　　動作模式、警報值設定：構建報警條件，如高於或低於設定值報警。其中 LO.HOLD 與

HI.HOLD 功能為越限後繼電器作動，當越限情況恢復後，繼電器還是保持在作動狀態，直

到手動解除。手動解除方式可來自於 DI 的輸入 ( 該組 DI 功能設置為繼電器復歸 ) 或是透過

通信方式將繼電器輸出設成 OFF 狀態。

　　延遲時間： 即報警條件成立後多長時間繼電器才作動。其設定範圍産 0 ～ 5999 的整數，

單位時間産 0.1S，設定産 0 時無延時，立即作動。例如設定時間限值為産 20，即 20×0.1 ＝ 2S。

　　必須將繼電器模式設置成 Alarm 模式報警功能與報警相關的設置才能生效。若設置成

DO 模式，則繼電器的作動與復歸均透過通信方式來控制。

4.5.1 報警功能的設置

4.5.2 報警功能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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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警的記錄同樣記錄於事件記錄當中，所以如果需要有報警記錄，則事件記錄功能必須

啟用。

　　CPM-80 系列電錶具有 4 個 DI，最多可擴充到 8 個 ( 因腳位複用的關係，所以 8 個 DI

時無繼電器功能 )。設置操作可通過對相應暫存器進行設定或是經由面板操作輸入來完成，

使現場操作更具實時性。

4.5.3 報警記錄讀取

4.6 DI 的使用方法

4.6.1 DI 功能的設置

　　表 4-5 列出了 DI 的設定內容及地址，若未選配 DI5~DI8，則相對應的暫存器設置將無

作用。

▼表 4-5

　　模式設定：每個 DI 都有 10 種功能可供指定，有數值的清除、繼電器的復歸、一般 DI

功能以及作為面板螢幕背光點亮控制與波形抓取的啟動控制。

　　反彈跳時間設定：即輸入信號成立保持多長時間後才確認輸入成立，主要為消除機械開

關動作時所產生的彈跳信號。其設定範圍産 0 ～ 99 的整數，單位時間産為 8mS，設定産為 0 時無

延時，立即執行所指定的功能。例如設定反彈跳時間為産 20，即 20×8 ＝ 160mS。

　　DI 接點規格 : 12V/5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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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PM-80 系列電錶提供了 2 路 AO( 類比輸出 ) 電路，可通過面板操作或通訊設置，選擇

電錶測量中的某一參數轉換輸出。AO 輸出方式有 0~20mA、4~20mA、0~10mA、0~10V、

0~5V 和 1~5V 六種可供選擇，負載能力分別為：

　　0~10V / 0~5V / 1~5V：負載電阻 ≥ 1000Ω。

　　0~20mA / 4~20mA / 0~10mA：負載電阻 ≤ 530Ω。

　　表 4-6 列出了 AO 的設定內容及地址，若未選配 AO 功能，則相對應的暫存器設置將無

作用。

4.7 AO 的使用方法

4.7.1 AO 功能的設置

▼表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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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數設定：選擇該組設定相關的參數，如 1: 頻率，13: 平均電流等 ( 如表 4-7)，則該組

設定就會對此參數進行類比輸出轉換。

　　CPM-80 系列電錶提供了 2 路 PO( 脈衝輸出 ) 電路，可通過面板操作或通訊設置，選擇

電錶測量中的某一電能參數轉換脈衝輸出。可供選擇的電能參數有輸入有效電能、輸出有效

電能、輸入無效電能、輸出無效電能及校驗脈衝輸出等五種參數。

　　PO 接點規格 : 開集極 (O.C.) 輸出，30Vdc / 30mA。

▼表 4-7

4.8 PO( 脈衝輸出 ) 的使用方法

　　輸出高低值設定：輸出訊號所對應的參數高低值設定，以輸出 4~20mA 為例，低值設

定為 4mA 輸出時，設定對應參數的任何值，高值設定為 20mA 輸出時，設定對應參數的任

何值。

　　輸出最高限制：AO 輸出上限值的設定，最高 110%。

　　Zero/Span 設定值清除：在面板操作下可設定 AO 輸出的 Zero 及 Span 設定值，主要

功能是當類比輸出上限或下限與參數對應值有誤差時微調用。微調時，不需為零點及滿刻度

點，只要是較低的值 ( 對應 Zero) 及較高的值 ( 對應 Span) 即可，電錶會自動修正線性至零

點及滿刻度點。微調時請將輸出端子連接一台較高精度的儀表，量測輸出訊號，以確認在期

待精度內。

　　輸出值讀取：AO 輸出的實際值，數值範圍與單位隨輸出類別而不同。

 注意：電錶上電壓輸出與電流輸出的接腳腳位是不同的，在配線時需注意正確性。



34

4.8.1 PO 功能的設置

　　表 4-8 列出了 PO 的設定內容及地址。

▼表 4-8

4.9 數據記錄功能

　　産為了方便用戶瞭解電錶的歷史情况，電錶提供了數據記錄功能。就是每隔一定的時間間

隔記錄一組數據。電錶內部具有 4MB 的數據存儲空間用於記錄數據。電錶帶有實時時鐘，

每筆數據記錄都帶有時間標記。

　　對應參數：選擇脈衝輸出所要對應的電能參數，兩組 PO 可分別設定對應的輸出參數。

　　除頻設定：即電能值乘以多少倍數後才輸出一個脈衝。其設定範圍産 1 ～ 9999 的整數，

單位産為 0.1kWh。例如設定除頻值産為 100，即每累積 100×0.1kWh ＝ 10kWh 後輸出一個脈衝。

　　脈寬時間：即每個脈衝高電位的維持時間。其設定範圍為産 0 ～ 5000，單位時間産 1mS。

設定産為 0 時則脈衝的高低電位時間相同，即為 50% 的 duty cycle。

 注意：脈衝輸出頻率最高為 40Hz。如果作為校驗脈衝輸出時，則固定每 1kWh 輸出 1600

個脈衝。

　　産數據記錄功能可以根據需求設定所要記錄的參數，最多可以設置 50 個參數。

　　産可記錄的參數共有 91 種，如表 4-9。

4.9.1 數據記錄的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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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9

　　參數的內容種類大致分為 :

　　産基本測量參數：頻率、電壓、電流、中性線電流、功率、功率因數、電壓電流不平衡度、

産負載性質、電流需量及功率需量。

　　産電度量：各種有效、無效及視在電能。

　　産諧波失真率：電壓與電流的各相及平均總諧波失真率。

　　産相位角：其它相電壓電流相對於 V1 相電壓的角度。

　　産最大最小值：電壓與電流的總諧波失真率、電流需量及功率需量的最大最小值。

　　産 AO：AO 輸出的暫存器值。

　　産設置記錄間隔時間：可以設定 1~32767 之間任一整數。搭配間隔時間的單位，即為每

産筆數據的記錄間隔時間。

　　産設置記錄間隔時間單位：可以設定秒、分、小時、天。

　　産設置記錄週期：啟用數據記錄功能需設定起始時間及結束時間，時間設定範圍為年、月、

日、時、分、秒。啟用後在起始時間和結束時間之間，每記錄間隔時間就記錄一條數據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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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2 讀取數據記錄

　　産讀取數據記錄必須經由通信方式來讀取，如表 4-10。

▼表 4-10

　　産每條數據記錄的長度可透過讀取每一筆記錄的長度位址來獲得。將取得的資料長度透過

資料讀取位址進行數據記錄內容讀取，如下圖：

　　産每送一次讀取命令只能讀取一筆記錄。讀取未讀取筆數可得知尚有多少筆數據記錄未被

讀取。若已沒有未被讀取的記錄時，則數據回傳內容將為 0020h，代表數據記錄已經都被讀

取過了。

　　産每次讀取一筆記錄內容後都需回報讀取狀態給電錶，作為記錄指標移動的依據。也可透

過讀取狀態的回報來放棄此次記錄的讀取或是清除數據記錄。

　　産數據內容將依下列格式回傳：

 注意：使用數據記錄功能前需確實完成條件設置、記錄功能啟用等，任何不完全或不正確

的設置都將導致最後記錄的失敗。設置操作均通過對相應暫存器進行設定來完成。需要特別

說明的是這些暫存器的設定必須經由通信方式來設定。記錄滿後數據將按先進先出原則循環

覆蓋。當發生循環覆蓋時，數據最早的記錄將依序被覆蓋，因此建議用戶在數據記錄記滿以

前讀取全部記錄並保存，以免丟失數據。

　　當記錄參數內容有所變更時，則所有記錄內容將不被保留並重頭開始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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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0 分時計量 (TOU) 功能

　　産依據用戶的需要將時間分産為若干連續的時段，每一時段可以指向相同或不同的費率

（尖、峰、谷、平），電錶依據其內部時鐘走時確定當前時刻電度應歸屬哪種費率，對於屬

不同費率的電度量分別計量，以達到分時計量，分時收費的應用要求。

　　分時計量時區段設定：最多可設 4 個時區，每個時區對應一個時段表，其中日時段表的

最大數值産 8，每個時段表可分為産若干個日時段數，日時段數最大值為産 8，每個時段可指定屬

四種費率（尖、峰、谷、平）中任意一種。

　　用戶可選用不同的時區，不同的時段以滿足個性化需求。但産為了確保時間設定的合理有

效，電錶將進行嚴格的時間設定檢查。如果設定正確且開産啟了分時計量功能將進行分時計量

電能，否則將不進行電能的分時計量。

　　時間設定格式的要求：

　　産時區數設定完成後，按照時區數進行時區的劃分。注意時區數産 1 到 4 之間的整數，而時

區格式的設定必須按其序號從小到大的順序産啟用。例如，使用兩個時區，應開産啟第一和第二

兩個時區，其它視産為錯誤。

　　産 XX 月 -XX 日，X 日時段表，在時區設定時必須按照閉環的結構來進行，否則視産為錯誤。

例如，選用 3 個時區，第一時區設定産為 1 月 1 日 1 時段表，第二時區設定産 6 月 6 日 2 時段表，

第三時區設定為産 9 月 7 日 3 時段表。若第一時區設定為産 1 月 1 日 1 時段表，第二時區設定

為産 9 月 7 日 2 時段表，第三時區設定為産 6 月 6 日 3 時段表，則視為産錯誤。

　　産日時段表的設定參數産 1 到 8 之間的整數，日時段表數設定完成後，將按照日時段表的設

定參數，按照由小到大的順序進行日時段表中日時段的設定。

　　産日時段數的設定參數為産 1 到 8 之間的整數，當日時段數設定完成後，將在日時段表中按

照日時段數設定日時段的參數。日時段的設定格式為産 XX 時 -XX 分，X 費率，按照由小到大

的順序進行日時段的設定，注意日時段的設定必須為産閉環，否則視為産錯誤。

　　産費率的設定參數為 0 到 3 之間的整數，將在時段表中進行費率的設定，費率的設定參數

為 0，1，2，3 中的任一個（0 表示尖；1 表示峰；2 表示谷；3 表示平）。

4.10.1 時區數的設定

4.10.2 時區設定格式

4.10.3 日時段表的設定

4.10.4 日時段的設定

4.10.5 費率的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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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0.6 特殊日設定

　　産特殊日數的設定為 0 到 20 之間的整數，當特殊日數設定完成後，將進行特殊日的設定，

特殊日的設定格式為 XX 月 -XX 日，X 日時段表。當 XX 月，XX 日超出合理範圍後，將視為

錯誤，同理 X 日時段表大于日時段表設定值，也將視為錯誤。

 注意：可以通過通信把時區段設定值恢復為出廠設置。

　　分時計量特殊日的使用

　　産在分時計量的參數設定部分，首先設定所需要的特殊日數，然後在特殊日設定欄中，設

定所需的特殊日，格式為 XX 月 -XX 日，X 時段表，此時通過設定電錶運行時間，當電錶運

行時間處於設定的時段表所對應時段時，電能就在該時段所對應的費率下增長。

　　産特殊日可設定未來 5 年使用同一個特殊日設定，也可以分別設置 5 年的特殊日。在特殊

日多年設定啟用有效的情况下，若當前電錶的年份滿足特殊日多年設定的年份範圍，則將自

動使用所設定的特殊日分時計量。 

 注意：分時計量特殊日具有最高優先級，當設定特殊日有效後，此時電能的計量將會首先

考慮特殊日。

　　週休功能

　　産分時計量週休的使用：週休日的定義固定為週六與週日，該日的時段表可單獨做設定。

通過設定電錶運行時鐘，當電錶運行時鐘處於週休日的時段表所對應的時段時，電能就在該

時段所對應的費率下增長。

 注意：在分時計量中，週休日具有次優先級，即在分時計量特殊日無效的情况下，週休日

的優先級最高，此時優先考慮分時計量週休日。

　　産分時計量最大需量的記錄及清除功能在分時計量啟用後有效，時段表格式設置正確的情

况下，電錶可記錄各費率下功率和電流的最大需量值，及最值産產生的時間。並能在各費率下

通過通信或面板操作進行最大需量的清零操作。  

産　　分時計量的結算

　　在分時計量中，可以按照兩種方式來進行電能的結算：

方法一：按照自然月末的方式來進行電能的結算，即在每月 1 日 0 時 0 分 0 秒，將當前

月的電能值保存到上月電能的對應空間。

方法二：按照設定日進行電能的結算，即當電錶運行的 XX 日 XX 時 XX 分 XX 秒值與電

表的設定值相同時，將當月電能值保存到上月電能的對應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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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 電力品質事件記錄和波形記錄

　　産 CPM-80 系列電錶具有電力品質事件記錄和波形記錄的功能，為用戶分析電力品質提供

依據。利用電錶的 4MB 的 FLASH 空間來儲存數據，確保數據掉電不丟失。

電力品質事件記錄

　　産在電壓跌落、電壓突升等電力品質事件發生時，能産記錄下事件發生的時間，以及事件的

觸發條件。可累計記錄多達 5 萬條電力品質事件。

4.11.1 事件記錄格式

　　産如表 4-11

▼表 4-11

　　事件時間：事件記錄觸發時的日期與時間。

　　觸發事件來源：電壓跌落或電壓突升或電流突升引起的事件記錄。

　　額定設定值：設定的電壓或電流額定值。

　　觸發設定值：設定觸發的電壓跌落或電壓突升或電流突升的百分比值。

　　半週期數：事件觸發需持續的半週期數。

4.11.2 事件記錄組數

　　産事件記錄總共能夠産記錄 50000 條數據。如果 50000 條記錄滿，再有觸發條件到來也不

響應新的事件記錄，只有執行清除事件記錄後，才能正常響應新的事件記錄。事件記錄清除

後，新的事件記錄從第 1 條開始記錄，數據掉電不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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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産當三相中任一相電壓低於設定值（電壓額定設定值 * 電壓跌落觸發值 %）時，產生電壓

跌落事件記錄，其中一相或者兩相電壓跌落不影響其它相電壓的正常響應，也就是說這種情

况下有正常電壓再產生電壓跌落時，同樣會觸發新的電壓跌落事件記錄，處於電壓跌落狀態

的相，只有該相恢復到正常電壓時，該相才再響應新的電壓跌落事件記錄。

4.11.3 事件記錄的觸發條件

4.11.3.1 電壓跌落觸發事件記錄

　　産當三相中任一相電壓高於設定值（電壓額定設定值 * 電壓突升觸發值 %）時，產生電壓

突升事件記錄，只要有一相電壓突升，則再有其它相電壓突升也不再響應新的電壓突升事件

記錄，只有當各相均恢復正常時，再響應新的電壓突升事件記錄。

　　産當三相中任一相電流高於設定值（電流額定設定值 * 電流突升觸發值 %）時，產生電流

突升事件記錄，只要有一相電流突升，則再有其它相電流突升也不再響應新的電流突升事件

記錄，只有當各相均恢復正常時，再響應新的電流突升事件記錄。

4.11.3.2 電壓突升觸發事件記錄

4.11.3.3 電流突升觸發事件記錄

 注意：要電力品質事件記錄和波形記錄正常響應，需正確設置相應參數，具體參數設置如

表 4-12 所示。參數設定時，電壓跌落以及電壓突升共用一個電壓額定值。

　　事件記錄需要設置的參數包括：電壓額定值、電流額定值、電壓跌落觸發值、電壓跌落

半週期數、電壓突升觸發值和電流突升觸發值。這幾個參數設置同時也適用於波形記錄。波

形記錄的其它觸發條件，根據需要正確設置即可。同時需要注意，波形記錄功能中電壓跌落、

電壓突升和電流突升波形記錄功能啟用後，當發生電壓跌落或者電壓突升或電流突升時，相

應的事件記錄和波形記錄會同時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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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2

4.11.4 事件記錄的讀取

　　産當有新的事件記錄產生時，最新事件記錄組號地址顯示當前的最新事件記錄組號，如果

要讀取事件記錄數據，需要正確設置讀取事件記錄的開始組號和讀取事件記錄時每次讀取的

條數地址，為保證得到有效數據，所設置的讀取事件記錄的開始組號應小於等於最新事件記

錄組號。當設置正確後，從數據讀取地址範圍內讀取要得到的事件記錄數據。每次最多能讀

取到 9 條事件記錄。事件記錄讀取需要設置的地址如表 4-13。

▼表 4-13

　　CPM-80 系列電錶具有波形記錄功能。可記錄 8 組電壓波形和電流波形數據，可達每個

週期 64 點的採樣速率進行記錄，電錶可以提供觸發條件前後各 8 個週期的波形數據（包括

V1、V2、V3、I1、I2、I3），同時觸發條件可設，為用戶分析電力品質提供了依據。

4.11.5 波形記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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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波形記錄時間 + 波形記錄原因 + 依次 V1、V2、V3、I1、I2、I3 觸發條件前 8 個波形 + 

依次 V1、V2、V3、I1、I2、I3 觸發條件後 8 個波形。

　　波形記錄時間：年、月、日、時、分、秒。

　　波形記錄原因 :

　　手動記錄：0：不是；1：是。

　　DI 輸 入 觸 發 波 形 記 錄：bit1bit0: DI1；bit3bit2: DI2；bit5bit4: DI3；bit7bit6: DI4； 

bit9bit8: DI5；bit11bit10: DI6；bit13bit12: DI7；bit15bit14: DI8( 兩位元定義說明：00: 表示不是；

01: 表示由 OFF 到 ON 觸發波形記錄；10: 表示由 ON 到 OFF 觸發波形記錄）。

　　電壓跌落觸發波形記錄：0：不是；1：是。

　　電壓突升觸發波形記錄：0：不是；1：是。

　　電流突升觸發波形記錄：0：不是；1：是。

　　波形順序：

　　先依次為觸發條件前 8 個 V1 波形、8 個 V2 波形、8 個 V3 波形、8 個 I1 波形、8 個 I2 波形、

8 個 I3 波形。

　　後依次為觸發條件後 8 個 V1 波形、8 個 V2 波形、8 個 V3 波形、8 個 I1 波形、8 個 I2 波形、

8 個 I3 波形。

4.11.6 波形記錄的組數

　　波形記錄最多能記錄 8 組波形數據，而儲存的方式根據所設定的儲存模式分為：

　　FIFO 先進先出模式：當記滿 8 組記錄後，下一次觸發條件到來則新的波形記錄將從第 1

組開始記錄，且覆蓋原來第一組的記錄數據，如此依序循環。

　　Fill&Hold 填滿則停模式：當記滿 8 組後停止波形記錄，任何波形記錄觸發條件到來均不

響應，只有當波形記錄全部清空後，才恢復正常的波形記錄。當波形記錄清空後，新的波形

記錄從第 1 組開始記錄。

　　說明：由於每組波形記錄的數據量較大，寫入 FLASH 需要時間較長，因此波形記錄同

一時刻只響應一種原因的記錄，當數據寫入 FLASH 的過程中，不響應新的觸發條件，當寫

入完成後才會再正常響應新的波形記錄。波形記錄掉電不丟失。

4.11.7 波形記錄的觸發條件

4.11.7.1 手動觸發波形記錄

　　可以通過面板操作手動觸發波形記錄或經由通信相應的暫存器寫入啟動數值，記錄當前

的波形。

4.11.5.1 波形記錄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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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7.2 DI 變化觸發波形記錄

　　DI 變化觸發波形記錄只適合電錶本體上的 DI 輸入，並且 DI 功能設置為波形抓取時，DI

波形記錄功能才有效。此項設置也可經由面板操作來進行。

　　在通信的相應暫存器設置中，每兩位元與一個 DI 輸入對應，當兩位元設定為“00”時，

表示禁止 DI 波形記錄，“01”時表示 DI 由 OFF 到 ON 變化時觸發波形記錄，“10”時表

示 DI 由 ON 到 OFF 變化時觸發波形記錄，“11 ＂時表示 DI 變化就觸發波形記錄。

　　同電壓跌落觸發事件記錄中所講。當電壓跌落波形記錄功能啟用時，有電壓跌落發生就

會同時觸發電壓跌落波形記錄和事件記錄。

　　同電壓突升觸發事件記錄中所講。當電壓突升波形記錄功能啟用時，有電壓突升發生會

同時觸發電壓突升波形記錄和事件記錄。

　　同電流突升觸發事件記錄中所講。當電流突升波形記錄功能啟用時，有電流突升發生會

同時觸發電流突升波形記錄和事件記錄。

4.11.7.3 電壓跌落觸發波形記錄

4.11.7.4 電壓突升觸發波形記錄

4.11.7.5 電流突升觸發波形記錄

4.11.8 波形記錄的讀取

　　在通信位址區域，只留有一組波形的地址空間，在有波形數據並且讀取波形數據時，先

在讀取波形的組號位址寫入 1-8 的組號，寫入的組號應小於等於最新波形記錄組號，否則寫

入無效，不能夠正確的讀取到想要讀取的波形。在寫入組號正確的情况下，對波形暫存器進

行讀取，可得到設定組號對應的波形採樣數據。

　　波形記錄的讀取地址如表 4-1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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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4

4.12 通訊功能說明

　　CPM-80 系列電錶除了標配第一組的 RS-485 通訊功能外，還可選配第二組通訊，可選

配的功能包括：第二組 RS-485 或 Ether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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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S-485 通訊參數的設置操作可通過對相應暫存器進行設定或是經由面板操作輸入來完

成，如表 4-15。

4.12.1 第一組 RS-485 通訊

▼表 4-15

　　通訊協議：Modbus RTU。

　　站號：設置電錶的通信地址，設置範圍為 1~247 之間的整數。

　　鮑德率：設置通信速率，最高為 115200bps。0: 1200；1: 2400；2: 4800；3: 9600； 

4: 19200；5: 38400；6: 57600；7: 115200。

　　同位元檢查：可設置無、奇同位或偶同位檢查。0: N.8.1；1: N.8.2；2: O.8.1；3: E.8.1。

4.12.2 第二組 RS-485 通訊

　　使用方法同第一組標配的 RS-485。通訊參數的設置操作可通過對相應暫存器進行設定

或是經由面板操作輸入來完成，如表 4-15。

　　模式選擇：第二組 RS-485 與第一組標配的 RS-485 不同之處為可以設置成 Master 或

Slave 模式，若要使用擴展 DIO 的功能時，則必須設置為 Master 模式，才能對擴展的 DIO

模組進行控制。

 注意：當設置成 Master 模式時，則所設定的第二組 RS485 站號則為無效設置。

4.12.3 Ethernet 通訊

　　CPM-80 系列電錶的第二組通訊功能，還可選配為 Ethernet 通訊。

　　Ethernet 的通訊參數的設置操作可通過對相應暫存器進行設定或是經由面板操作輸入來

完成，如表 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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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6

　　通訊協議：Modbus TCP。

　　DHCP 設定：動態主機配置協定，主要是讓網路中的裝置自動取得 IP。

　　0: 手動；1: 自動。

　　IP 位址：電錶的 IP 位址設置。默認為 192.168.1.250

　　Submask 位址：電錶的 Subnet Mask 位址設置。默認為 255.255.255.0

　　Gateway 位址：電錶的 Gateway 位址設置。默認為 192.168.1.1

　　端口號：Modbus TCP 的端口號設置，默認為 502。

　　若要讀取電錶的 MAC 位址，可通過對相應暫存器進行讀取。

　　IP 位址的格式如表 4-17，以 192.168.1.250 為例：

▼表 4-17

 注意：若所有參數需要恢復到預設值，可通過對相應暫存器進行設定或是經由面板操作輸

入來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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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 擴展 DIO 模組的使用方法

　　CPM-80 系列電錶本身具有 DI 輸入及 RO 輸出功能，若通道數不敷使用，則可透過電錶

的第二組 RS-485 進行 DIO 模組的擴展。

　　擴展模組的參數設置操作可通過對相應暫存器進行設定或是經由面板操作輸入來完成，

如表 4-18。擴展模組的數量最多兩組，每組的輸入或輸出通道數最多為 16 個，模組也可以

是輸出與輸入混合型的。

4.13.1 DIO 擴展模組的設置

▼表 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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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 起始位址設定：設置該模組第一個 DI 的位址，做為電錶讀取 DI 狀態的起始位置。

　　DO 起始位址設定：設置該模組第一個 DO 的位址，做為電錶讀取或設定 DO 狀態的起

始位置。

　　啟用設定：0: 不啟用；1: 啟用。

　　模組站號設定：設置該模組的 RS-485 通信位址。

　　模組類型設定：設置該模組 DIO 功能類型。

　　0: 8 組 DI+8 組 DO；1: 16 組 DI；2: 16 組 DO。

　　輪詢間隔時間：設置每次讀取擴展模組的間隔時間。其設定範圍為産 10 ～ 3000 的整數，

單位時間為産 10ms。例如設定輪詢間隔時間産産産為 20，即 20×10 ＝ 200mS。

　　模組 2 的設定同模組 1。

 注意：每個擴展模組使用前需確實完成參數設置並啟用，任何不完全或不正確的設置或未

啟用都將導致模組功能無法正常使用。當擴展模組實際的輸入或輸出通道數不足所設置的類

型數量時，超出的通道部分在讀取或控制時，將可能會有讀到不正確的數據或是通信響應的

情況。

4.13.2 DIO 擴展模組的讀取與控制

　　擴展模組經由正確的設置後即可正常的使用，DI 與 DO 的功能設置與電錶本身自帶的

DI 與 RO 功能設置大致相同，差異之處說明如下：

4.13.2.1 DI 功能的差異

4.13.2.2 DO 功能的差異

　　由於電錶本身最多可以有 8 個 DI，因此擴展模組的 DI 編號由 DI9 開始，最大到 DI40。

　　在功能設置部分，擴展模組的 DI 除了無觸發波形抓取的功能外，其餘功能與電錶本身

的 DI 功能相同。

　　由於電錶本身的輸出代號是 RO，所以 DO 的編號由 DO1 到 DO32，DO 的通訊地址從

0004h 開始。如表 4-19。

▼表 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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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功能設置部分，擴展模組的 DO 與電錶本身的 RO 功能大致相同，惟動作模式部分有

所不同，擴展模組的 DO 動作模式為準位或脈衝輸出的模式。當設為脈衝模式時，可設定輸

出的脈寬時間。此外，DO 的輸出觸發還可設定觸發條件，如大於、等於、小於設定值。擴

展模組的 DO 的設置地址如表 4-20。

▼表 4-20

 注意：DIO 擴展模組的通信協議為 Modbus RTU，因此讀取 DI 或控制 DO 的命令為標準

的 01/02/05 等命令代碼，因此所使用的擴展模組需能支持同樣的通信協議以及以上命令代

碼方能正常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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