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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注意事项
(使用之前务必阅读)

使用MELSEC iQ-R系列可编程控制器前，请仔细阅读本手册及本手册所介绍的关联手册，同时在充分注意安全的前提下正确地

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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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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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阅，并应将本手册交给最终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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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注意事项]

警告
l 应在可编程控制器外部设置一个安全电路，使外部供应电源异常或可编程控制器故障时能保证整个系

统的安全。

否则可能导致误输出或误动作而引发事故。

(1) 应在可编程控制器外部构建紧急停止电路、保护电路、正转/反转等相反动作的互锁电路、定位的

上限/下限等防止机械损坏的互锁电路。

(2) 当可编程控制器检测到下列异常状态时将停止运算，其输出状态如下所示。

 •电源模块的过电流保护装置或者过电压保护装置动作时将所有输出置为OFF。

 •CPU 模块中通过自诊断功能检测到诸如看门狗定时器出错的异常时，根据参数设置保持或OFF所

有输出。

(3) 发生了CPU无法检测的输入输出控制部分等的异常时，则所有输出可能变为ON。应在可编程控制器

外部构建一个失效安全电路、配备安全装置以保障机械动作的安全。关于失效安全电路的示例，

请参阅MELSEC iQ-R 模块配置手册“失效安全电路的思路”。

(4) 由于输出电路的继电器及晶体管等的故障，输出可能保持为ON状态或OFF状态不变。对于可能引发

重大事故的输出信号，应在外部设置监视电路。

l 在输出电路中，由于额定以上的负载电流或负载短路等导致长时间持续过电流的情况下，可能导致冒

烟或着火，应在外部配置保险丝等安全电路。

l 应构建在可编程控制器主机电源接通以后才能接通外部供应电源的电路。如果首先接通外部供应电

源，则可能导致误输出或误动作而引发事故。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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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动作可能引发事故。

l 将外部设备连接到CPU模块上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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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更改、强制输出、运行状态更改(状态控制))时，应在仔细阅读手册并充分确认

安全之后再实施操作。如果疏于确认，则操作错误有可能导致机械损坏及事故。

l 从外部设备对远程的可编程控制器进行控制时，由于数据通信异常，可能不能对可编程控制器的故障

立即采取措施。应在程序中配置互锁电路的同时，预先在外部设备与CPU模块之间确定发生数据通信异

常时系统方面的处理方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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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注意事项]

警告
l 在模块的缓冲存储器中，请勿对系统区域或禁止写入区域进行数据写入。此外，对于从CPU模块至各模

块的输出信号中，请勿对禁止使用的信号进行输出(ON)操作。如果对系统区域或者禁止写入区域进行

数据写入，或者对禁止使用的信号进行输出，有可能造成可编程控制器系统误动作。关于系统区域或

者禁止写入区域、禁止使用的信号有关内容，请参阅各模块的用户手册。

l 通信电缆断线的情况下，线路将变得不稳定，在多个站中有可能引起网络通信异常。应在程序中配置

互锁电路，以确保即使发生通信异常，整个系统也会安全运行。否则可能导致误输出或误动作而引发

事故。

l 对来自于经由网络的外部设备的非法访问，为了保护可编程控制器系统的安全，应通过用户采取对

策。此外，对来自于经由互联网的外部设备的非法访问，为了保护可编程控制器系统的安全，应采取

防病毒等对策。

[数-模转换模块的特别注意事项]
l 由于外部输出用的晶体管故障，输出有可能保持为ON状态或OFF状态。对于可能引起重大事故的输出信

号，应在外部配置监视电路。

[高速计数器模块的特别注意事项]
l 由于外部输出用的晶体管故障，输出有可能保持为ON状态或OFF状态。对于可能引起重大事故的输出信

号，应在外部配置监视电路。

[定位模块、运动模块的特别注意事项]
l 应在可编程控制器外部设置一个安全电路，使外部供应电源异常或可编程控制器故障时能保证整个系

统的安全。误输出、误动作可能引发事故。

(1) 机械原点复位控制时，通过原点复位方向及原点复位速度这2个数据进行控制，通过近点狗ON开始

减速。因此，如果原点复位方向设置错误则可能不减速而继续运行，应在可编程控制器外部配置

防止机械损坏的互锁电路。

(2) 模块检测出错误时，将根据参数停止组的设置进行通常的减速停止或急停止。参数应符合定位系

统的规格。此外，原点复位用参数及定位数据应设置在参数的设置值以内。

(3) 由于模块无法检测的输出电路的绝缘元件及晶体管等部件的故障，输出有可能保持为ON状态或OFF

状态，或变得不稳定。对于可能引起重大事故的系统，应配置输出信号监视电路。

l 在定位模块中进行绝对位置恢复时，约60ms+的扫描时间内有可能发生伺服ON信号变为OFF(伺服OFF）、

电机动作的现象。由于伺服ON信号的OFF导致电机动作会产生问题的情况下，应另行配置电磁制动器，

在绝对位置恢复过程中锁定电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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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注意事项]

警告

[运动CPU、简单运动模块的特别注意事项]
l 对于使用了模块、伺服放大器、伺服电机的具有安全标准(例如机器人等的安全通则等)的系统，应满

足安全标准。

l 模块、伺服放大器异常时的动作有可能危及系统安全的情况下，应在模块·伺服放大器的外部配置安

全电路。

[CC-Link IE控制网络(使用光缆时)的特别注意事项]
l CC-Link IE控制网络模块的光收发器中使用了激光二极管。激光等级(JIS C 6802、IEC 60825-1)为等

级1。为了安全请勿直视激光。否则可能导致眼睛受伤。

[CC-Link系统主站·本地站模块的特别注意事项]
l 在模块参数中设置刷新软元件的情况下，远程输出(RY)刷新软元件中应指定Y。如果指定了Y以外(例如

M、L等)，CPU模块STOP时，将保持为STOP前的软元件状态不变。关于数据链接的停止方法，请参阅

MELSEC iQ-R CC-Link系统主站/本地站模块用户手册(应用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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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注意事项]

注意
l 请勿将控制线及通信电缆与主电路或动力线捆扎在一起，也不要互相靠得过近。应彼此相距100mm以

上。否则噪声可能导致误动作。

l 对灯负载、加热器、电磁阀等电感性负载进行控制时，当输出由OFFON时可能会有大电流(大约是正

常情况下的10倍)流过，因此应选择额定电流留有充分余量的模块。

l CPU模块的电源由OFFON时或复位时，CPU模块变为RUN状态所需的时间根据系统配置、参数设置、程

序容量等而变化。在设计上应采取相应措施从而做到即使变为RUN状态所需时间变动，也能确保整个系

统始终都会安全运行。

l 在登录各种设置的过程中,请勿操作模块安装站电源OFF或CPU模块的复位。如果在登录过程中进行模块

安装站的电源OFF以及CPU模块的复位操作，闪存内的数据内容将变得不稳定，需要将设置值重新设置

到缓冲存储器并重新登录到闪存中。此外，可能导致模块故障及误动作。

l 从外部设备对CPU模块进行运行状态更改(远程RUN/STOP等)时，应将模块参数的“打开方法设置”设置

为“不通过程序OPEN”。

“打开方法设置”被设置为”通过程序OPEN”的情况下，如果从外部设备执行远程STOP，则通信线路

将被关闭。

以后，将不可以在CPU模块侧再次打开，也不可以执行来自于外部设备的远程RUN。

[数-模转换模块的特别注意事项]
l 应在可编程控制器电源为ON的状态下，进行外部供应电源的ON/OFF。如果在可编程控制器电源为OFF的

状态下，进行外部供应电源的ON/OFF，有可能导致误输出、误动作。

l 在电源ON/OFF时、外部供给电源ON/OFF时或输出范围切换时可能从输出端子会有瞬间的电压或电流流

过。应在模拟输出稳定后再开始控制。

[高速计数器模块的特别注意事项]
l 请勿将控制线及通信电缆与主电路或动力线捆扎在一起，也不要互相靠得过近。应大致相距150mm以

上。否则噪声可能导致误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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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注意事项] 

[安装注意事项]

[配线注意事项] 

警告
l 在拆装模块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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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未全部断开电源，有

可能导致触电或模块故障及误动作。

注意
l 应在符合为了安全使用(随基板附带手册)记载的“一般规格”的环境下使用可编程控制器。在不符合

一般规格环境下使用可编程控制器时，可能会引起触电、火灾、误动作、产品损坏或性能变差。

l 安装模块时，将模块下部的凹陷部分切实地插入基板的导轨中，以导轨的前端为支点，按压模块上部

的挂钩直至发出“咔嚓”声。若模块未正确安装，有可能导致误动作、故障或掉落。

l 在振动频繁的环境下使用时，应使用螺栓将模块拧紧。

l 应在规定的扭矩范围内拧紧螺栓。螺栓拧得过松，可能导致脱落、短路或误动作。螺栓拧得过紧，可

能损坏螺栓及模块，导致脱落、短路或误动作。

l 应将扩展电缆可靠地连接到分支模块及扩展模块的扩展用连接器上。安装后，应确认有无隆起。如果

未正确连接，可能由于接触不良而导致误动作。

l 应将SD存储卡可靠地压入安装到SD存储卡安装插槽中。安装后，应确认有无隆起。如果未正确连接，

可能由于接触不良而导致误动作。

l 应将扩展SRAM卡盒可靠地压入安装到CPU模块的卡盒连接用连接器中。安装后应关闭卡盒盖板,应确认

有无隆起。如果未正确连接，可能由于接触不良而导致误动作。

l 请勿直接触碰模块、SD存储卡、扩展SRAM卡盒或连接器的带电部位及电子部件。否则可能导致模块误

动作或故障。

警告
l 安装或配线作业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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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未全部断开电

源，有可能导致触电、模块故障及误动作。

l 在安装、配线作业结束后接通电源或投运之前，必须盖上产品附带的端子盖。如果未安装端子盖板，

可能导致触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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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线注意事项]

注意
l 必须对FG端子及LG端子采用可编程控制器专用接地(接地电阻小于100Ω)。否则有可能导致触电或误动

作。

l 应使用合适的压装端子,并按规定的扭矩拧紧。如果使用Y型压装端子,当端子螺栓松动时有可能导致脱

落、故障。

l 在对模块进行配线时，应在确认产品的额定电压和端子排列的基础上正确地进行操作。若连接额定异

常的电源或误配线时，可能导致火灾或故障。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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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接或正确地焊接。连接不良的

情况下，可能导致短路、火灾或误动作。

l 连接器应可靠地安装到模块上。电缆接触不良而引发误动作。

l 请勿将控制线及通信电缆与主电路或动力线捆扎在一起，也不要互相靠得过近。应彼此相距100mm以

上。否则噪声可能导致误动作。

l 连接模块的电线或电缆应放入导管中，或者通过夹具进行固定处理。否则由于电缆的晃动或移动、不

经意的拉拽等可能导致模块或电缆破损、电缆接触不良而引发误动作。请勿对扩展电缆剥去外皮，进

行夹具处理。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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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连接了不相配的接口或者配线错

误，有可能导致模块、外部设备故障。

l 应在规定的扭矩范围内紧固端子螺栓及连接器安装螺栓。如果螺栓未拧紧，可能导致脱落、短路、火

灾、误动作。如果螺栓拧得过紧，可能由于螺栓或模块的破损而导致掉落、短路、火灾、误动作。

l 卸下模块的连接电缆时，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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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在松开端子排端子螺栓之后再卸下端子排连接电缆。如果在与模块相连接的

状态下进行拉拽，可能导致误动作或模块及电缆破损。

l 请注意防止切屑或配线头等异物掉入模块内。否则可能导致火灾、故障及或误动作。

l 模块顶部贴有防止异物进入的标签，防止配线期间配线头等异物进入模块。配线作业期间请勿撕下该

标签。在开始系统运行之前，一定要撕下该标签以便于散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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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线注意事项]

[启动·维护时的注意事项]

注意
l 应将三菱电机的可编程控制器安装在控制盘内使用。对至控制盘内安装的可编程控制器电源模块的主

电源配线时，应通过中继端子排进行。此外，进行电源模块更换及配线作业时，应由在触电保护方面

受到过良好培训的维护作业人员操作。关于配线方法，请参阅MELSEC iQ-R模块配置手册。

l 系统使用的以太网电缆应符合各模块的用户手册记载的规格。规格外的配线不能保证正常的数据传

送。

[高速计数器模块的特别注意事项]
l 请勿将控制线及通信电缆与主电路或动力线捆扎在一起，也不要互相靠得过近。应大致相距150mm以

上。否则噪声可能导致误动作。

l 屏蔽线必须在编码器侧(中继箱)进行接地。(专用接地(接地电阻小于100Ω))否则有可能导致误动作。

[CC-Link IE控制网络(使用光缆时)的特别注意事项]
l 系统使用的光纤电缆，应符合MELSEC iQ-R以太网/CC-Link IE用户手册(入门篇)中记载的规格。如果

进行了不符合规格的配线，将无法保证数据传送正常。

[CC-Link系统主站·本地站模块的特别注意事项]
l CC-Link系统中，应使用Ver.1.10对应CC-Link专用电缆。如果使用了Ver.1.10对应CC-Link专用电缆以

外的电缆，有可能无法保证CC-Link系统的性能。此外，关于最大电缆总延长距离、站间电缆长度，应

遵守MELSEC iQ-R CC-Link系统主站/本地站模块用户手册(入门篇)中记载的规格。如果进行了不符合

规格的配线，将无法保证数据传送正常。

警告
l 在通电的状态下请勿触碰端子。否则有可能导致触电或误动作。

l 应正确连接电池连接器。请勿对电池进行充电、拆开、加热、置入火中、短路、焊接、附着液体、强

烈冲击等动作。电池的不当处理可能导致发热、破裂、着火、漏液等，可能导致人身伤害或火灾。

l 在清洁模块或重新紧固端子排上的螺栓、连接器安装螺栓时，必须完全断开系统使用的外部供应电

源。否则可能导致触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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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动·维护时的注意事项]

注意
l 将外部设备连接到CPU模块上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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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更改、强制输出、运行状态更改(状态

控制))时，应在仔细阅读手册并充分确认安全之后再实施操作。

如果疏于确认，则操作错误有可能导致机械损坏及事故。

l 尤其是从外部设备对远程的可编程控制器进行控制时，由于数据通信异常，可能不能对可编程控制器

的故障立即采取措施。应在程序上配置互锁电路的同时，预先在外部设备与CPU模块之间确定发生数据

通信异常时系统方面的处理方法。

l 请勿拆卸及改造模块。否则有可能导致故障、误动作、人员伤害及火灾。

l 在使用便携电话或PHS等无线通信设备时，应在全方向与可编程控制器保持25cm以上的距离。否则有可

能导致误动作。

l 在拆装模块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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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致模块故障或误动作。

l 应在规定的扭矩范围内拧紧安装螺栓。如果螺栓未拧紧，可能导致部件或配线掉落、短路、误动作。

如果螺栓拧得过紧，有可能造成螺栓及模块损坏从而导致脱落、短路及误动作。

l 产品投入使用后，模块和基板、CPU模块和扩展SRAM卡盒及端子排的拆装次数应不超过50次 (根据

IEC61131-2规范) 。如果超过了50次，可能导致误动作。

l 产品投入使用后，SD存储卡的拆装的次数应不超过500次。如果超过了500次，有可能导致误动作。

l 使用SD存储卡时，请不要接触剥除的卡端子。否则可能导致误动作、故障。

l 使用扩展SRAM卡盒时，请不要触碰基板上的IC。否则可能导致误动作、故障。

l 请勿让安装到模块中的电池遭受掉落·冲击。掉落·冲击可能导致电池破损、电池内部电池液泄漏。

受到过掉落·冲击的电池应弃用。

l 执行控制盘内的启动·维护作业时，应由在触电保护方面受到过良好培训的维护作业人员操作。此

外，控制盘应配锁，以便只有维护作业人员才能操作控制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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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动·维护时的注意事项]

[运行注意事项] 

注意
l 在触摸模块之前，必须先接触已接地的金属，释放掉人体等所携带的静电。如果不释放掉静电，有可

能导致模块故障及误动作。

[定位模块、运动CPU、简单运动模块的特别注意事项]
l 试运行时，应将参数的速度限制值设置为较慢的速度，做好发生危险状态时能立即停止的准备之后再

进行动作确认。

l 运行前应进行程序及各参数的确认·调整。机械有可能会有无法预料的动作。

[运动CPU、简单运动模块的特别注意事项]
l 使用绝对位置系统功能的情况下，新启动时或更换了模块、绝对值对应电机等时必须进行原点复位。

l 应确认制动功能之后再投入运行。

l 点检时请勿进行兆欧测试(绝缘电阻测定)。

l 维护·点检结束时，应确认绝对位置检测功能的位置检测是否正确。

l 控制盘应配锁，以便只有受过电气设备相关培训，具有充分知识的人员才能打开控制盘。

注意
l 将个人计算机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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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数据更改、

程序更改、运行状态更改(状态控制))时，应在仔细阅读手册并充分确认安全之后再实施操作。如果数

据更改、程序更改、状态控制时出错，可能导致系统误动作、机械损坏及事故。

l 将缓冲存储器的设置值登录到模块内的闪存中使用时，登录过程中请勿进行模块安装站的电源OFF及

CPU模块复位。如果在登录过程中进行模块安装站的电源OFF以及CPU模块的复位操作，闪存内的数据内

容将变得不稳定，需要将设置值重新设置到缓冲存储器并重新登录到闪存中。此外，还可能导致模块

故障及误动作。

[定位模块、运动CPU、简单运动模块的特别注意事项]
l 插补运行的基准轴速度指定时，应注意对象轴(第2轴、第3轴、第4轴)的速度有可能大于设置速度(超

过速度限制值)。

l 试运行及示教等的运行过程中请勿靠近机械。否则可能造成人员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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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弃注意事项] 

[运输注意事项]

注意
l 在废弃产品时，应将其作为工业废弃物处理。

l 废弃电池时应根据各地区制定的法令单独进行。关于欧盟国家的电池规定的详细内容，请参阅MELSEC 

iQ-R模块配置手册。

注意
l 在运输含锂电池时，必须遵守运输规定。关于规定对象机型的详细内容请参阅MELSEC iQ-R模块配置手

册。

l 如果木制包装材料的消毒及防虫措施的熏蒸剂中包含的卤素物质(氟、氯、溴、碘等)进入三菱电机产

品中将可能导致故障。应防止残留的熏蒸成分进入三菱电机产品，或采用熏蒸以外的方法(热处理等)

进行处理。此外，消毒及防虫措施应在包装前的木材阶段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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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产品的应用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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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感谢贵公司购买了三菱可编程控制器MELSEC iQ-R系列产品。

本手册是用于让用户了解使用下述对象模块时必要性能规格、投运步骤、配线、通信示例有关内容的手册。在使用产品前应仔

细阅读本手册及关联手册，在充分理解MELSEC iQ-R系列可编程控制器的性能的基础上正确地使用。

此外，将本手册中介绍的程序示例引用到实际系统中时，应充分验证对象系统中不存在控制方面问题。

应将本手册交给最终用户。

对应模块

RJ71C24、RJ71C24-R2、RJ71C24-R4

EMC指令·低电压指令的对应 

关于可编程控制器系统 

将符合EMC指令·低电压指令的三菱可编程控制器安装到用户产品上，使其符合EMC指令·低电压指令时，请参阅下述任一手

册。

 • MELSEC iQ-R模块配置手册

 • 安全使用(随基板附带的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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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部上印有CE标志。

关于本产品 

无需另外采取使本产品符合EMC指令·低电压指令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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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手册

对象模块的用户手册

关于最新的e-Manual、EPUB及手册PDF，请向当地三菱电机代理店咨询。

本手册未记载下述详细内容。

 • 一般规格

 • 可使用CPU模块及可安装个数

 • 安装

关于详细内容，请参阅下述手册。

MELSEC iQ-R模块配置手册

e-Manual是使用专用工具可阅览的三菱电机FA电子书籍手册。

e-Manual有如下所示的特点。

 • 可以通过一次查找从多个手册中查找出希望搜索的信息(手册横向查找)

 • 可以通过手册内的链接参阅其它手册

 • 可以通过产品插图的各部件阅览希望了解的硬件规格

 • 可以将经常浏览的信息登录到收藏夹中

手册名称[手册编号] 内容 提供形态

MELSEC iQ-R 串行通信模块用户手册(入门篇)

[SH-081301CHN](本手册)

记载了串行通信模块的规格、功能一览、投运步骤、系统配置、

配线、数据通信示例有关内容。

装订产品

e-Manual

EPUB

PDF

MELSEC iQ-R 串行通信模块用户手册(应用篇)

[SH-081304CHN]

记载了串行通信模块的功能、输入输出信号、缓冲存储器、参数

设置、故障排除有关内容。

装订产品

e-Manual

EPUB

PDF

MELSEC通信协议参考手册

[SH-081307CHN]

对MELSEC通信协议的规格、访问范围、报文协议、功能进行说

明。

装订产品

e-Manual

EPUB

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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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语
本手册中使用的术语的含义及内容如下所示。

术语 内容

CPU模块 是MELSEC iQ-R系列CPU模块的总称。

C24 MELSEC iQ-R系列串行通信模块的别称。

智能功能模块 是A/D、D/A转换模块等，具有输入输出以外功能的模块。

工程工具 是MELSEC可编程控制器软件包的别称。

MC协议 表示MELSEC通信协议。是用于按照以太网通信及串行通信模块的通信步骤，从对象设备访问CPU模块的通信方式的名称。

3C帧

(形式1～形式4)

4C帧

(形式1～形式4)

是用于以MC协议进行ASCII代码的数据通信的C24用的报文格式之一。

是与通过QnA系列串行通信模块的专用协议的通信用帧相同的报文格式。

• QnA兼容3C帧(形式1～形式4): QnA帧(形式1～形式4)

• QnA兼容4C帧(形式1～形式4): QnA扩展帧(形式1～形式4)

4C帧

(形式5)

是用于通过MC协议进行二进制代码数据的通信的C24用的报文格式之一。

是与通过QnA系列串行通信模块的专用协议的通信用帧相同的报文格式。

• QnA兼容4C帧(形式5): QnA扩展帧(形式5)

通信协议 是在C24与对象设备之间进行数据通信时，以对象设备侧的协议进行数据发送接收的数据通信功能之一。

通过GX Works3(通信协议支持功能)进行设置。

通信协议支持功能 是GX Works3(通信协议支持功能)中可使用的功能。

功能的概要如下所示。

• 根据对象设备设置协议 

• 至CPU模块或C24的协议设置数据的写入/读取

• 调试支持功能

无顺序协议 是按照用户的通信步骤，在对象设备与CPU模块之间进行任意数据通信的数据通信功能之一。

双向协议 是按照C24的通信步骤，在对象设备与CPU模块之间进行任意数据通信的数据通信功能的之一。

数据通信功能 是MC协议、通信协议、无顺序协议、双向协议的总称。

缓冲存储器 是用于储存CPU模块收发数据(设置值、监视值等)的智能功能模块的存储器。

数据包 是通过通信协议与对象设备的通信中使用的数据示例。

多点连接 是使用C24的RS-422/485接口，将多个对象设备或其它C24等以1:n、m:n方式连接时的连接名称。

用户登录帧 是将对象设备与C24之间发送接收的报文中的固定格式部分登录到模块中，用于数据发送/接收时的数据名。(用户登录帧的

数据内容符合对象设备的规格。)

将发送接收的报文中的起始部分、最终部分的数据排列(传送控制代码、C24站号、和校验、固定数据等)分别登录到C24中使

用。 

在MC协议的接通请求功能及无顺序协议的数据发送接收功能中使用。

对象设备 是为了进行数据通信，与本C24相连接的GOT、计测器、ID模块、条形码阅读器、调节器、其它C24等。

独立动作 是与C24的2个接口无关，通过各通信协议设置中指定的功能与对象设备进行数据通信时的各接口的动作。

联动动作 是将对象设备分别连接到C24的2个接口上时，2个接口在联动的同时与对象设备进行数据通信时各接口的动作。

2个接口以同一数据通信功能(MC协议(相同格式)或无顺序协议)、同一传送规格进行数据通信。(不能进行通信协议、双向协

议的联动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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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各部位的名称

　

1 各部位的名称

C24的各部位的名称如下所示。

*1 关于硬件测试时、自回送测试时的LED显示，请参阅下述内容。

MELSEC iQ-R串行通信模块用户手册(应用篇)

*2 C24硬件、数据通信异常时亮灯。

MELSEC iQ-R串行通信模块用户手册(应用篇)

*3 通过将‘出错初始化请求’(YE)置为ON，LED将被OFF。

但是，如果将‘出错初始化请求’(YE)置为了OFF时出错状态未被解除，则LED将再次变为ON。

编号 名称 内容

(1) RUN LED 显示运行状态。

亮灯： 正常

熄灯： 重度异常发生中

ERR LED*1 显示模块的出错状态。

亮灯： 出错发生*2、*3

闪烁： 参数异常发生

熄灯： 正常

SD LED 显示数据的发送状态。

亮灯/闪烁: 数据发送中

熄灯： 数据未发送

RD LED 显示数据的接收状态。

亮灯/闪烁: 数据接收中

熄灯： 数据未接收

C ERR LED 显示通信出错状态。

亮灯： 通信出错发生

熄灯： 正常

(2) RS-232接口 是用于与对象设备进行串行通信的RS-232接口(D-Sub 9P 母(配合螺栓M2.6))。

(3) RS-422/485接口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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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S-422/485接口 是用于与对象设备进行串行通信的RS-422/485接口(双片插入式端子排)。

(5) 生产信息显示部 显示模块的生产信息(16位)。

RJ71C24 RJ71C24-R4RJ71C24-R2

(1)(1) (1)

(2)(2) (4)

(3) (4)(2)

(5) (5)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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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规格

2.1　性能规格

2 规格

本章说明性能规格、RS-232接口规格、RS-422/485接口规格、调制解调器规格有关内容。 

2.1 性能规格
C24的性能规格如下所示。

关于通过调制解调器功能进行通信时的传送规格，请参阅本节及下述内容。 

30页 传送规格

传送规格

项目 规格

RJ71C24 RJ71C24-R2 RJ71C24-R4

接口 CH1 RS-232标准

(D-sub 9P 母)

RS-232标准

(D-sub 9P 母)

RS-422/485标准

(双片插入式端子排) 

CH2 RS-422/485标准

(双片式端子排)

RS-232标准

(D-sub 9P 母)

RS-422/485标准

(双片插入式端子排)

通信方式 线路 全双工通信/半双工通信

MC协议通信 半双工通信

通信协议通信 全双工通信/半双工通信

无顺序协议通信 全双工通信/半双工通信

双向协议通信 全双工通信/半双工通信

同步方式 步调同步方式

传送速度 1200/2400/4800/9600/14400/19200/28800/38400/57600/115200/230400(bps)

数据形式 起始位 1

数据位 7/8

奇偶位 1(垂直奇偶)/无

停止位 1/2

访问周期 MC协议通信 C24安装站的CPU模块的END处理时处理1个请求。 

通信协议通信 在发送接收的同时，通过专用指令(CPRTCL指令)的执行请求时。

无顺序协议通信

双向协议通信

在各发送请求执行发送，接收可随时进行。

出错检测

• MC协议通信： 通过参数选择

• 通信协议： 通过通信协议支持功能选择

• 无顺序协议： 通过用户登录帧设置

• 双向协议： 通过参数选择

• 奇偶校验： 通过参数选择奇偶位(垂直位)的奇数/偶数

传送控制

• DTR/DSR信号控制与DC代码控制时选择。

连接线路配置(对

象设备侧:CPU模块

侧)*1

RS-232 1:1 1:1 

RS-422/485 1:1、1:n、n:1、m:n  1:1、1:n、n:1、m:n

RS-232 RS-422/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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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n、m+n的合计最多为32。

*2 关于推荐连接器，请参阅以下内容。

23页 接口用连接器

数据通信线路配置

(对象设备侧:CPU

模块侧)*1

RS-

232

MC协议通信 1:1 1:1 

通信协议通信 1:1 1:1

无顺序协议通信 1:1 1:1

双向协议通信 1:1 1:1

RS-

422

/

485

MC协议通信 1:1、1:n、m:n  1:1、1:n、m:n

通信协议通信 1:1、n:1 1:1、n:1

无顺序协议通信 1:1、1:n、n:1 1:1、1:n、n:1

双向协议通信 1:1 1:1

传送距离(总延长

距离)

RS-232 最大15m 最大15m 

RS-422/485 最大1200m(总延长距离)  最大1200m(总延长距离)

输入输出占用点数 32点(I/O分配: 智能32点)

外部配线适用连接器 9针D-sub(公)螺栓固定类型*2 

DC5V内部消耗电流 0.31A 0.20A 0.42A

外形尺寸图 106(H)27.8(W)110(D)[mm]

重量 0.16kg 0.14kg 0.13kg

项目 规格

RJ71C24 RJ71C24-R2 RJ71C24-R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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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RS-232接口规格
以下说明RS-232接口规格有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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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各控制信号

以下说明各控制信号有关内容。(括号内表示连接器的针编号。)

nCD(DCD)信号(1)
 • 根据C24的CD端子校查有/无的设置，C24的动作如下所示。

CD端子检查有/无是在工程工具的下述项目中设置。

导航窗口[参数][模块信息]模块型号[模块参数]“基本设置”“各种控制指定”“通信控制指定”“CD

端子校查指定”

全双工通信时，设置了“有CD端子检查”的情况下，在数据发送中应将C24的CD信号置为ON状态。

 • 通过无顺序协议向对象设备发送数据时，若CD信号变为OFF,C24中止发送且将‘CH发送正常完成’(X0/X7)

置为ON。

 • 通过无顺序协议向对象设备开始数据发送时，若CD信号变为OFF，C24不发送数据，则将‘CH发送正常完

成’(X0/X7)置为ON。

nRD(RXD)信号(2)
是用于数据接收的信号。 

nSD(TXD)信号(3)
是用于数据发送的信号。

连接器 针编号 信号编号 信号名称 信号方向

C24对象设备

1 CD(DCD) 数据通道接收载波检测  

2 RD(RXD) 接收数据

3 SD(TXD) 发送数据

4 ER(DTR) 数据终端就绪 

5 SG 信号用接地

6 DR(DSR) 数据设置就绪  

7 RS(RTS) 发送请求

8 CS(CTS) 可以发送

9 CI(RI) 被呼显示 

设置为有CD端子校查时 设置为无CD端子校查时

全双工通信时 • C24通过CD(DCD)信号的ON状态进行发送接收处理。

• 数据通信时如果CD(DCD)信号变为OFF，C24将对传送顺

控程序进行初始化。 

• 与CD(DCD)信号的ON/OFF状态无关，C24将进行发送接收

处理。 

• 可以与无法进行CD(DCD)信号的ON/OFF的对象设备进行

数据通信。

半双工通信时 MELSEC iQ-R串行通信模块用户手册(应用篇) 不能设置 

1
6

2
7

3
8

4
9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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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R(DTR)信号(4)
 • 通过无顺序协议进行数据通信时，如果执行DTR/DSR控制，根据接收数据存储用的操作系统区的可用空间C24将该信号置为

ON/OFF。(可以数据接收时置为ON)ER(DTR)信号OFF时，操作系统区中将存储接收数据，因此应通过程序读取接收数据。  如

果未执行DTR/DSR控制，该信号将变为常时ON。

 • 通过MC协议或双向协议进行数据通信时，可以通信时将该信号置为ON。

nDR(DSR)信号(6)
 • 执行DTR/DSR控制的情况下，该信号OFF时不从C24向对象设备发送数据。 应设置为对象设备变为可以接收状态时，该信号变

为常时ON。

 • 如果未执行DTR/DSR控制，则忽略DR(DSR)信号的状态。

nRS(RTS)信号(7)
根据通信方式，C24按以下方式将该信号置为ON/OFF。

 • 通信方式为全双工通信时，如果‘C24就绪’(X1E)处于ON状态，则将RS(RTS)信号置为ON。

 • 通信方式为半双工通信时，从C24向对象设备进行数据发送时将RS(RTS)信号置为ON。

 • 即使变为C24中无法存储接收数据的状态时，RS(RTS)信号也不变为OFF。

nCS(CTS)信号(8)
 • 该信号OFF时，不从C24向对象设备发送数据。

 • 应设置为对象设备变为可接收状态时，该信号变为常时ON。

nCI(RI)信号(9)
 • CI(RI)信号用于将调制解调器的状态通过C24进行监视。 应根据需要连接。  

不连接调制解调器时，不需要连接CI(RI)信号。 

各信号的ON及OFF状态

下述条件时各信号的ON及OFF状态如下所示。

接口用连接器 

C24的RS-232接口的连接器使用下述型号的连接器。 

 • DDK Ltd. 9针D sub(母)螺栓固定型(配合螺栓M2.6)17L-10090-27

(D9AC)(-FA)

RS-232连接器连接的电缆连接器外壳的适用品如下所示。

*1 DDK Ltd.生产

拧紧扭矩

关于RS-232接口连接器的拧紧扭矩，请参阅下述内容。

43页 连接时的注意事项

输出侧 输入侧 

ON DC5V～15V DC3V～15V

OFF DC-15V～-5V DC-15V～-3V

种类 型号

连接器外壳 17JE-23090-02(D8A)(-CG)*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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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 

nRS-232控制信号状态的确认 
数据通信时，可以将ER(DTR)、DR(DSR)、RS(RTS)、CD(DCD)的各控制信号状态通过‘RS-232控制信号状态’(Un\G596/612)进

行确认。  

*1 RJ71C24(-R2)的情况下，为系统区。

nRS·DTR信号状态指定 
通常情况下，C24将RS(RTS)信号或ER(DTR)信号置为ON/OFF。

指定RS(RTS)·ER(DTR)信号的ON/OFF状态的情况下，应将‘RS·DTR信号状态指定’(Un\G146/306)的相应位置为ON/OFF。*1、

*2、*3、*4

*1 下述情况下，由C24控制RS(RTS)信号。(设置内容将被忽略)

通过半双工通信进行数据通信的情况下 

通过调制解调器功能进行通信时，执行RS/CS控制的情况下 

*2 下述的情况下，由ER(DTR)信号控制C24。(设置内容将被忽略)

执行DTR/DSR信号控制的情况下  

通过调制解调器功能进行通信的情况下 

*3 写入缓冲存储器后，至反映信号为止将有0～20ms的延迟。 

*4 通过CPRTCL指令执行了特殊协议的RS·DTR信号状态指定(协议编号: 204～207)的情况下，‘RS·DTR信号状态指定’(Un\G146/306)的相

应位将变为ON/OFF。

关于特殊协议的详细内容，请参阅下述手册。

MELSEC iQ-R编程手册(指令/通用FUN/通用FB篇)

通常，应设置为由C24的系统进行RS(RTS)信号或ER(DTR)信号的控制。

由用户进行RS(RTS)信号或ER(DTR)信号控制时，可能导致数据通信出错。

RS-232电缆规格 
对于RS-232电缆，基于RS-232标准的电缆应在15m以内使用。

 • 推荐电缆

Oki Electric Cable Co.,Ltd.

7/0.127 P HRV-SV

:指定对数(13对的情况下为7/0.127 13P HRV-SV)

位位置 缓冲存储器地址

CH1侧 CH2侧 

Un\G596 Un\G612

b0 RS(RTS)

b1 DR(DSR)

b2 ER(DTR)

b3 CD(DCD)

b4 CS(CTS)*1

b5 CI(RI)

b6～b15 

线径 种类 材质 额定温度 

AWG28～24 绞线 铜线 60以上

b15 b3 b2 b1 b0

Un\G146/306 1/0 1/0

1: ONRS(RTS)
0: OFFER(DT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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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RS-422/485接口规格
本节介绍RS-422/485接口的规格有关内容。

RS-422/485端子排规格
连接对象设备的RS-422/485端子排的规格如下所示。

*1 SLD与FG在模块内部处于连接状态。

关于各控制信号

以下说明各控制信号有关内容。

nSDA、SDB信号 
是用于从C24向对象设备发送数据的信号。

nRDA、RDB信号 
是用于从C24接收来自于对象设备的数据的信号。

关于终端电阻 

关于终端电阻的连接，请参阅下述内容。

45页 连接时的注意事项

关于端子 

n端子排(RJ71C24)
安装在端子排上的压装端子使用1.25-3。

压装端子应使用UL认证产品，加工应使用压装端子生产厂商的推荐工具。此外，不能使用带绝缘套管的压装端子。

n插入式端子排(RJ71C24-R4)
剥去电缆包皮后直接连接。

对于插入式端子排的FG端子，应将电缆的编织屏蔽线使用板状端子(附件)进行连接。

关于拧紧扭矩 

关于RS-422/485端子排的拧紧扭矩，请参阅下述内容。

45页 连接时的注意事项

端子排 信号略号 信号名称 信号方向

C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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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LD*1 电缆的屏蔽线

FG*1 框架接地

SDA
SDBSDA

SG RDASDB RDBSLD
SGRDA
SLD(FG)

RDB (F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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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422/485电缆规格
RS-422/485电缆的规格如下所示。

 • RS-422/485电缆(C24的端子排上连接的电缆)应使用满足下述规格的电缆，且在1200m以内使用。

 • 推荐电缆

对于上述所示的推荐电缆，电气特性相同，但外形尺寸及内部电线颜色等有部分不同。

 • 将多个设备以1:n、n:1、m:n方式连接时，总延长距离也应在1200m以内。

项目 内容

电缆种类 屏蔽电缆 

对数 3P

导体电阻(20) 88.0/km以下

绝缘电阻 10000M-km以上

耐电压 DC500V 1分钟之间

静电容量(1kHz) 平均60nF/km以下

特性阻抗(100kHz) 11010

推荐导体尺寸 0.2～0.75

线径 AWG22～AWG16

种类 绞线

材质 铜线

额定温度 60以上

电缆型号 生产厂商名

HRZEV-ME(20276)AWG223P DYDEN CORPORATION 

SPEV(SB)-MPC-0.23P MITSUBISHI CABLE INDUSTRIES,LTD.  

SPEV(SB)-0.23P MITSUBISHI CABLE INDUSTRIES,LTD.

SPEV(SB)-0.33P MITSUBISHI CABLE INDUSTRIES,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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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RS-422/485线路进行数据通信时的注意事项 
通过C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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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象设备侧应在考虑下述因素的基础上进行数据的发送/接收。

对象设备侧的数据误接收对策方法 

对象设备有时会接收错误数据的情况下，应在对象设备侧按下述方式安装上拉、下拉电阻。

通过安装上拉、下拉电阻(电阻值大致为4.7k1/4W左右)，可以防止接收错误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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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备注
以下介绍对象设备未安装上拉、下拉电阻的情况。 

未向任何站执行发送时，发送线处于高阻抗状态，噪声等可能导致发送线不稳，对象设备可能接收错误数据。

此时，可能是发生了奇偶出错或成帧出错等，应跳过出错时的数据进行读取。

以下情况下，数据接收时的最初数据是确定的，对于接收确定的最初数据之前的接收数据，读取时也应一并跳过。

 • 通过MC协议进行数据通信时根据用户使用的帧及形式，最初的数据是确定的。

 • 通过无顺序协议或双向协议使用用户登录帧进行数据通信时，用户根据C24中登录的用户登录帧确定最初的数据。

4.7kΩ 1/4WRDA
+

RDB
-

4.7k 1/4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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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422/485接口的动作 

nRS-422/485接口的结构 
RS-422/485接口的情况下，C24的驱动(发送)/接收器(接收)部分的结构如下所示。 

*1 在上图的驱动(发送)部分的“输出控制输入”(称为发送门。)中，确定是否从SDA/SDB向外部输出数据。

nRS-422/485接口的动作
在上图的“输出控制输入”为ON的状态下，处于低阻抗状态(可发送数据的状态)。

此外，“输出控制输入”为OFF的状态下，处于高阻抗状态(未发送数据的状态)。

nC24的发送开始时机、发送处理完成时机 
 • 发送开始时机 

数据发送时，通过上述动作解除高阻抗状态后，输出2字符以上的符号之后输出实际数据。

 • 发送处理的完成时机 

作为数据发送结束之后至发送处理完成(进入高阻抗状态)为止的H/W门OFF时间，需要下述时间。(以C24中设置的传送速度为对

象。)

传送速度为1200bps以上时: 1位以下的数据发出时间 

SDA

SDB

RDA

R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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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项

 • 多点连接时 

按如下所示分别连接各设备的发送信号的情况下，“输出控制输入”2处以上变为ON状态时，将从相应设备同时输出(发送)数

据。

对于对象设备侧，为了正常进行数据通信，只有在发送数据时，将“输出控制输入”置为ON状态，或在不发送数据时，需要将

“输出控制输入”置为OFF状态。

对于C24侧，自动进行输出控制输入的控制。

 • 在C24中使2个接口联动动作时，1字符的发送时间将成为C24的H/W网关OFF时间。(数据发送后，1字符的发送时间后将网关置

为OFF。)

SDA

SDB

RDA

RDB

SDA

SDB
C24

RDA

RDB

SDA

SDB
C24

RDA

R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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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调制解调器规格
本节介绍使用调制解调器功能时，C24侧的传送规格、可连接调制解调器/TA(终端适配器)的规格有关内容。

传送规格
通过调制解调器功能通信时的C24侧的传送规格如下所示。

关于本表中未显示的示C24与调制解调器/TA之间(本站C24侧)的传送规格，请参阅下述内容。

20页 传送规格

*1 从CPU模块至对象设备，只能通过接通请求功能进行发送通信。

项目 RJ71C24

RJ71C24-R2

RJ71C24-R4

调制解调器功能的使用可否  可以使用 不能使用 

可使用调制解调器功能的接口 RS-232 

C24的CH1与CH2之间的联动动作 不能 

通信方式 全双工方式

同步方式 步调同步式

传送速度 1200、2400、4800、9600、14400、19200、

28800、38400、57600、115200、230400(bps) 

数据形式 起始位 1

数据位 7/8

奇偶位 1(有)/0(无)

停止位 1/2

出错检测 奇偶校验 有(可选择奇数/偶数)/无 

和校验码 有/无

传送控制 RS/CS控制有/无(选择)

数据通信的可否  MC协议*1 可以通信 

通信协议 不能通信

无顺序协议 可以通信

双向协议 可以通信

线路连接(C24:调制解调器)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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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连接的调制解调器/TA(终端适配器)的规格
使用调制解调器功能时的C24侧的可连接调制解调器/TA的规格如下所示。

可连接的调制解调器的规格及注意事项

n调制解调器的规格  

*1 不能使用CD(DCD)信号也同时ON的调制解调器。

下述功能是通过对调制解调器实施AT指令可实现的调制解调器自身的功能。详细内容请参阅调制解调器的说明书。

项目 规格 备注

使用公共线路/结构内

线路时

手动线路连接 

调制解调器-调制解调器之间

通信规格 

连接线路 模拟2线式 

初始化 Hayes AT指令对应产品 MELSEC iQ-R串行通信模块用户

手册(应用篇)电话线路 协议为NTT相当线路

通信标准  ITU-T V.34/V.32bis/V.32/V.22bis/V.22/V.21/V.fc 

Bell 212A/103

出错修改 MNP 等级4、等级10标准

ITU-T V.42标准

数据压缩 MNP 等级5标准

ITU-T V.42bis标准  

ANS-ORG的模式切换  可模式切换的模式 

C24-调制解调器之间通信规格 C24侧连接器(RS-232) D-Sub9针(母) 20页 传送规格

DR信号控制*1 DR(DSR)信号可独立ON 

其它 可兼容C24的规格 20页 传送规格

30页 传送规格

项目 内容

出错修改 线路上产生噪声时，通信数据将产生乱码等。

该功能是抑制该噪声影响的出错修改功能。

作为出错修改，在检测出乱码等出错时，调制解调器将进行重新发送(重试)。

重试次数超过调制解调器限制时，调制解调器将判断为无法通信而断开线路。

双方的调制解调器必须支持MNP4或V.42协议。

数据压缩 是发送时将发送数据压缩后进行发送，接收时将压缩数据解压缩后发送至终端的功能。

作为数据压缩的效果，通过MNP5最大可获得200%，通过V.42bis最多可获得300%左右的执行速度。

双方的调制解调器必须支持MNP5或V.42bis协议。

流量控制(RS/CS控制)   调制解调器与终端之间的通信的通信速度大于调制解调器之间的通信的情况下，调制解调器将按照下述顺序进行流量控

制。

• 调制解调器将来自于终端的数据存储到调制解调器内的缓冲中，并同时向对方侧发送。

• 调制解调器内的缓冲接近存满的状态时，调制解调器向终端输出数据发送暂时停止请求(CS(CTS)信号=OFF)。通过数

据发送暂时停止请求(CS(CTS)信号=OFF)，终端将中断对调制解调器的数据发送。 在终端中断数据发送期间，调制解

调器也向对方侧发送数据

• 在调制解调器内的缓冲有空余时，调制解调器向终端输出数据发送重启请求(CS(CTS)信号=ON)。终端通过数据发送重

启请求(CS(CTS)信号=ON)向调制解调器重新进行数据发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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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调制解调器规格

n选择调制解调器时的注意事项 
 • 调制解调器的设置

C24侧连接的调制解调器应按如下方式进行设置。

*1 使用不同的调制解调器时，将变为较慢类型的通信速度。

*2 根据调制解调器，将1字符以10位进行传送。 

设置C24侧的传送规格时，应确认调制解调器的规格后进行设置。

*3 根据调制解调器，开始数据通信后切换通信速度。

C24不能切换通信速度，因此调制解调器侧也应设置为不切换通信速度。

使用通过切换开关进行DR端子(信号))设置的调制解调器的情况下，应将DR端子(调制解调器输出)的切换开预先置为High等

级。

使用必须通过软件进行DR端子设置的调制解调器的情况下，应在初始化用数据中放入将DR(DSR)信号置为ON的指令。此外，应

通过工程工具在“调制解调器功能设置”中将“调制解调器初始化时DR信号有效/无效指定”设置为“无效”。

可连接的TA(终端适配器)的规格及注意事项

nTA的规格 

*1 不能使用CD(DCD)信号也同时ON的TA。 

此外，TA与终端之间的通信也应使用可进行与下述内容相同的流量控制的TA。

31页 调制解调器的规格

流量控制功能是通过对TA施加AT指令实现的TA自身的功能。详细内容请参阅TA的说明书。

设置项目 设置范围

通信速度 根据使用的调制解调器*1

调制解调器指令 Hayes AT指令 

SI/SO控制  不进行  

通信方式 无顺序  

数据形式 数据位 根据C24*2、*3

停止位

奇偶位

项目 规格 备注

TA-TA之间通信规格 连接线路 ISDN线路(INS网络64)相当，高速数字专用线 需要DSU及TA 

初始化 Hayes AT指令兼容产品 MELSEC iQ-R串行通信模块用户手

册(应用篇)

通信标准 B通道线路交换(V.110)

D通道数据包交换 



电气条件 V.28标准

C24-TA之间通信规格 电路定义 基于V.24  

C24侧连接器(RS-232) D-Sub9针(母) 20页 传送规格

DR信号控制*1 DR(DSR)信号可独立ON 

其它 可兼容C24的规格 20页 传送规格

30页 传送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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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选择TA时的注意事项
 • C24侧连接的TA应按如下所示进行设置。

*1 根据TA，以10位传送1字符。

设置C24侧的传送规格时，应确认TA的规格后进行设置。

*2 根据TA，开始数据通信后切换通信速度。

由于C24不能切换通信速度，因此应将TA侧也设置为不切换通信速度。

 • 使用通过切换开关进行DR端子(信号)设置的TA的情况下，应将DR端子(TA输出)的切換开关预先设置为High等级。 使用必须

通过软件进行DR端子设置的TA的情况下，应在初始化用数据中放如将DR(DSR)信号置为ON的指令。此外，应通过工程工具在

调制解调器功能设置中将“调制解调器初始化时DR信号有效/无效指定”设置为“无效”。 

设置项目 设置范围

通信速度 根据使用的TA 

调制解调器指令 Hayes AT指令

SI/SO控制 不进行

通信方式 无顺序

数据形式 数据位 根据C24*1、*2

停止位

奇偶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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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功能一览

3 功能一览

3.1 功能一览
C24的功能一览如下所示。关于功能的详细内容，请参阅下述手册。

MELSEC iQ-R串行通信模块用户手册(应用篇)

基本功能
C24的基本功能一览如下所示。

功能 内容

通过MC协议的通信 CPU模块的软元件存储器的读取/写入 进行位/字单位的批量读取/写入

进行软元件存储器的监视。

进行多个块批量读取/写入。

进行通过扩展指令的读取/写入。

进行经由网络系统的其它站的访问。

C24的缓冲存储器的读取/写入 进行C24的缓冲存储器的读取/写入。

智能功能模块的缓冲存储器的读取/写入 进行智能功能模块的缓冲存储器的读取/写入。

程序文件及参数文件的读取/写入 进行存储在CPU模块的程序文件与参数文件等的读取/写入。

CPU模块的控制状态

(远程RUN/STOP等)

进行CPU模块的控制状态。

从对象设备可以进行CPU模块的远程RUN/STOP/PAUSE/锁存清除/复

位等。

通过通信协议通信 数据的发送/接收 通过符合对象设备的协议进行数据的发送/接收。

可以将对象设备侧的协议从工程工具的通信协议库简单的设置选择

或制作/编辑。

通过无顺序协议的通信 任意格式的数据的发送/接收 可以通过与对象设备(测量设备、计数机等)的规格符合的任意的报

文格式进行数据通信。

通过双向协议的通信 任意格式的数据的发送/接收 可以通过双向协议用的报文格式与传送控制顺序进行任意的发送/

接收数据。

调试支持功能 线路跟踪 对C24与对象设备的发送接收数据及通信控制信号进行跟踪。

协议执行履历存储功能 是将通信协议的执行状态详细与执行结果在每个通道可以确认的功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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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加功能
C24的附加功能一览如下所示。

表中显示的对象协议栏的略称的意思如下所示。

MC: MC协议

无： 无顺序协议

双: 双向协议

通: 通信协议

功能 内容 对象协议

MC 无 双 通

ASCII代码中的通信 进行2C/3C/4C帧中的通信。 

仅进行1C帧中的通信。 

二进制代码中的通信 仅进行4C帧中的通信。 

CPU模块的监视

(可编程控制器CPU监视功能)

监视CPU模块的动作状态与软元件存储器的数据。

在一定间隔机械设备的出错发生时或有成立条件时，可以将CPU模块状

态及软元件存储器的数据发送至对象设备。

 

将对象设备的C24用的输入信号置为ON/OFF

(全局功能)

可以将对象设备的C24用的输入信号置为ON/OFF(全局功能) 

从CPU模块至对象设备的数据发送

(接通请求功能)。

通过MC协议的各帧形式的格式，进行从CPU模块至对象设备的数据发

送。



通过用户登录帧进行数据的发送/接收 将对象设备与C24间发送接收的报文中的固定格式部分登录在模块，在

数据发送时/接收时可以使用。

 

通过中断程序数据的接收 为了尽早读取CPU模块的接收数据，通过中断程序读取对象设备的接收

数据。

 

通过ASCII-二进制转换进行ASCII数据的发送/接收 由于C24运行ASCII-二进制转换，因此可以通过ASCII代码数据进行与对

象设备的通信。

 

通过透过代码指定进行数据的发送/接收 通过与对象设备进行发送接收数据，可以将对象设备侧的传送控制用的

1个字节的数据作为用户数据进行发送接收。

 

经由公共线路等的通信

(调制解调器功能)

经由公共线路等，进行与远程地点的对象设备的数据通信功能。

可以通过MC协议/无顺序协议/双向协议进行数据通信。

  

传送控制 DC代码控制

(包括Xon/Xoff控制)

是使用C24的传送控制用的数据，将本站的数据接收的可否与接收发送

数据的有效范围通知至对象设备的控制。

   

DTR/DSR控制 是使用RS-232接口的ER(DTR)/DR(DSR)信号，将本站的数据接收的可否

通知至对象设备的控制。

   

各接口的独立动作 C24的2个接口与相应没有关联的对象设备进行数据通信。    

各接口的联动动作 将从某个接口接收的数据，全部发送至另一个接口。  

参数的CPU模块的登录 通过工程工具的参数设置画面进行设置，将设置写入CPU模块，在CPU模

块的再启动中反映设置。

   

远程口令检查功能 远程地点的用户使用调制解调器功能，访问CPU模块的情况下，通过C24

进行口令的检查。可以防止CPU模块的非法访问。



RS-422/485接口的回应功能允许/禁止指定 通过RS-422/485接口以RS-485(2线式)进行数据通信的情况下，发送的

数据将被回送至本站RDA、RDB。在本功能中，可以指定发送数据的回送

接收或不接收(废除)。

   

噪声信号的误接收防止功能 通过对应于发送接收的开始/停止设置，可以防止外部连接设备的电源

ON时及电缆连接时发生时的噪声信号的误接收。

   

包括在发送数据中的NULL字符的自动除去 通过包括在发送数据中的NULL字符的自动除去，可以减少工数设计。  

专用指令 是用于使用模块的功能的指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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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数据通信功能与系统配置的对应

3.2 数据通信功能与系统配置的对应
关于可以使用C24的各数据通信功能的系统配置如下所示。

关于可以构筑的系统配置，请参阅以下内容。

40页 系统配置

通过MC协议的通信的情况下

(: 可以使用、 : 禁止使用)

通过通信协议通信的情况下

(: 可以使用、 : 禁止使用)

通过无顺序协议通信的情况下

(: 可以使用、 : 禁止使用)

功能 系统配置

(对象设备:C24)

1:1 n:1 1:n m:n

CPU模块的软元件存储器的写入/读取    

C24的缓冲存储器的写入/读取    

智能功能模块的缓冲存储器的写入/读取    

程序与参数的写入/读取    

CPU模块的控制状态

(远程RUN、STOP等)

   

通过ASCII代码的通信    

通过二进制代码的通信    

接通请求功能    

全球功能    

可编程控制器CPU监视功能    

功能 系统配置

(对象设备:C24)

1:1 n:1 1:n m:n

数据发送/接收    

功能 系统配置

(对象设备:C24)

1:1 n:1 1:n m:n

通过任意格式进行数据的发送/接收    

用户登录帧中的数据发送/接收    

可编程控制器CPU监视功能    

通过中断程序接收数据的读取    

通过ASCII-二进制转换的ASCII数据中的发送/接收    

通过穿透代码指定进行发送/接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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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双向协议通信的情况下

(: 可以使用、 : 禁止使用)

注意事项

作为系统配置在1:1以外进行数据通信时的基本的思路，需要注意以下事项。

 • 应设置为不发生同时发送。

 • 本站以外的接收数据被浏览。

功能 系统配置

(对象设备:C24)

1:1 n:1 1:n m:n

通过任意格式进行数据的发送/接收    

通过中断程序接收数据的读取    

通过ASCII-二进制转换进行ASCII数据的发送/接收    

通过透过代码指定进行发送/接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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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投运步骤 

以下介绍投运步骤有关内容。

1. 模块安装

以任意配置安装C24。

40页 系统配置

2. 配线

通过电缆连接C24与对象设备。

43页 配线

3. 参数设置

利用工程工具通过基本设置对C24的参数进行设置。 

MELSEC iQ-R串行通信模块用户手册(应用篇)

4. 通过各协议的通信

 • 通过MC协议的通信

 • 通过通信协议的通信

 • 通过无顺序协议的通信

 • 通过双向协议的通信

MELSEC iQ-R串行通信模块用户手册(应用篇)

5. 使用特殊功能的情况下  

 • 利用工程工具，通过应用设置设置C24的参数。

 • 使用特殊功能进行通信  

MELSEC iQ-R串行通信模块用户手册(应用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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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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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系统配置

5 系统配置

以下说明C24的系统配置有关内容。

5.1 系统配置
用于数据通信的系统配置(组合)如下所示。

对象设备与C24为1:1的系统配置的情况下 

对象设备与C24为n:1的系统配置的情况下

RS-232/422

RS-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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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设备与C24为1:n的系统配置的情况下

对象设备与C24为m:n的系统配置的情况下

RS-485

RS-232 RS-485

RS-485 RS-232 RS-485



42
5　系统配置

5.2　可构筑的系统示例

5.2 可构筑的系统示例
使用C24时的系统构筑示例如下所示。

将C24连接2个对象设备 

1个C24上连接GOT及条形码阅读器等的对象设备。

从GOT可以通过C24与条形码阅读器等进行数据发送接收。

对象设备与多个C24连接 

个人计算机上多点连接多个C24。

从个人计算机可以通过各C24进行CPU模块的数据读取及写入等。

关于对象设备与C24的组合，请参阅下述内容。

40页 系统配置

RS-485 RS-232

RS-232

RS-485 RS-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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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配线

以下介绍在使用C24的系统中的配线方法有关内容。

6.1 RS-232接口的连接方法(全双工通信的情况下)
使用C24的RS-232接口进行全双工通信时的连接注意事项及连接示例如下所示。

连接时的注意事项 
 • 请勿将控制线及通信电缆与主电路及动力线捆扎在一起或靠得过近。 应大致相距100mm以上。否则噪声可能导致误动作。

 • 进行对象设备侧的连接时，应在确认对象设备的规格的基础上进行连接。

 • 对屏蔽应采用一点接地。

 • 关于下述内容，请参阅各相应项。(MELSEC iQ-R串行通信模块用户手册(应用篇))

使用RS-232接口的CD(DCD)信号，在对象设备侧控制C24侧的通信。  

以对象设备侧的规格进行半双工通信。 

使用调制解调器功能。

 • 连接电缆的FG信号及屏蔽应按下述方式连接。

 • 由于来自于外部的噪声导致无法正常数据通信的情况下，应按下述方式连接。 通过连接电缆的屏蔽连接对象设备侧的FG端

子及C24侧。 将SG以外的各信号通过双绞电缆与SG信号相连接。

 • 连接器安装螺栓的紧固应在下述拧紧扭矩范围内进行。

连接电缆 C24侧的连接 备注

连接电缆的FG信号 连接到C24侧的连接器筐体部分 连接电缆的FG信号与SG信号不短路。

在对象设备侧的内部FG信号与SG信号处于连接状态时，在

C24侧不连接FG信号。 
连接电缆的屏蔽  连接到对象设备侧的FG端子或C24侧的连接器筐体部分 

螺栓位置 拧紧扭矩范围 备注

RS-232电缆连接器安装螺栓(M2.6螺栓)   0.20～0.39Nm 螺栓孔深度: L=3.2mm以下(从端面至内部的尺寸)

C24

FG

SD(TXD) RD(RXD)

RD(RXD) SD(TXD)

ER(DTR)DR(DSR)

ER(DTR) DR(DSR)

SG 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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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示例 

与CD(DCD)信号(1号针)可ON/OFF的对象设备的连接示例 

 • 应根据对象设备的规格进行CD端子检查设置。

通过上述配线，可以实现DTR/DSR控制、DC代码控制。

与CD(DCD)信号(1号针)不能ON/OFF的对象设备的连接示例

n连接示例1

 • 通过上述配线，可以实现DTR/DSR控制、DC代码控制。

n连接示例2

 • 通过上述配线，可以实现DC代码控制。

对象设备与CPU模块侧的数据通信完全无法进行时，应进行连接试验并尝试以连接示例2中所示的配线连接进行

数据通信。

以连接示例2中所示的配线连接可以进行数据通信时，应在确认对象设备侧的接口规格的基础上重新进行配线

连接。

CD(DCD) 1 CD(DCD)
RD(RXD) 2 RD(RXD)
SD(TXD) 3 SD(TXD)

4 ER(DTR)ER(DTR)
5 SGSG
6 DR(DSR)DR(DSR)

RS(RTS)RS(RTS) 7
8 CS(CTS)CS(CTS)

CI(RI) 9

CD(DCD) 1 CD(DCD)CD(DCD)
RD(RXD) 2 RD(RXD)
SD(TXD) 3 SD(TXD)

ER(DTR)4ER(DTR)
SG 5 SG

DR(DSR)6DR(DSR)
RS(RTS)RS(RTS) 7
CS(CTS)8CS(CTS)

CI(RI) 9

CD(DCD) 1 CD(DCD)
RD(RXD) 2 RD(RXD)
SD(TXD) 3 SD(TXD)

ER(DTR)4ER(DTR)
SG 5 SG

DR(DSR)6DR(DSR)
RS(RTS)RS(RTS) 7
CS(CTS)8CS(CTS)

CI(RI)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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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RS-422/485接口的连接方法 
使用C24的RS-422/485接口时的连接注意事项及连接示例如下所示。

连接时的注意事项
 • 请勿将控制线及通信电缆与主电路及动力线捆扎在一起或靠得过近。 应大致相距100mm以上。否则噪声可能导致误动作。

 • RS-422/485接口端子排的端子螺栓使用M3螺栓。适用压装端子应使用1.25-3。 端子排上不能使用带绝缘套管的压装端子。  

压装端子的电线连接部分建议覆盖标记管或绝缘套管。

 • 将C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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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屏蔽应进行一点接地。

 • 即使对连接电缆的屏蔽进行了配线连接，仍然由于来自于外部的噪声导致无法正常数据通信时，应按以下方式进行配线连

接。 

在两站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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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对象设备侧的使用说明书进行连接。RJ71C24-

R4上连接连接电缆的编织屏蔽线的情况下，使用随模块附带的板状端子。 

将C24侧的(FG)连接到C24安装站的电源模块的FG端子上，或安装了C24安装站可编程控制器的控制盘的FG端子上。 

将连接电缆的各信号的nnA与nnB配对连接。应在nn中放入SD或RD，根据构成按下述方式组合。

 • 线路两端的站需要设置(或连接)终端电阻。 

C24侧应根据对象设备的规格通过本项进行终端电阻(随C24附带)的连接。 

对象设备侧应按照对象设备的说明书进行终端电阻的连接或设置。 

C24侧连接的终端电阻*1应按下述方式连接。 

通过RS-422进行通信时连接“3301/4W”的终端电阻

通过RS-485进行通信时连接“1101/2W”的终端电阻

*1 终端电阻的识别方法 

连接构成 连接组合  

将对象设备与C24以1:n方式连接 将连接电缆的各信号的SDA与RDA，SDB与RDB进行配对连接。

将对象设备与C24以n:1方式连接 将连接电缆的各信号的SDA与SDA，RDB与RDB进行配对连接。

C24侧

SDA RDASDA
SG RDBSDB

SDB SDARDA
SLD SDBRDB

SGRDA SG
FG (SLD) SLD

RDB
(FG)

Ω Ω330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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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RS-422/485接口的连接方法

 • 将RJ71C24-R4的终端电阻连接至RS-422/485插入式端子排的情况下，应按下图方向插入终端电阻。

 • 与对象设备的数据通信完全无法进行时，应重新确认对象设备侧的极性。C24与对象设备的极性不一致的情况下，通过在某

个设备侧将各信号的极性对调进行电缆连接，有可能可以恢复数据通信。

 • 在本项中所示的终端电阻的设置/连接说明中，在线路两端站的设备侧使用RS-232 - RS-422转换器等时，需要在转换器侧进

行终端电阻的设置/连接。

 • 对象设备与C24的连接中使用RS-232 - RS-422转换器的情况下，应使用可支持对象设备与CPU模块的系统配置(1:1、1:n、

m:n)的转换器。

 • 对于连接至C24的RS-422/485接口的设备，包括1:n、n:1、m:n连接在内，应统一为RS-422或RS-485。

 • 端子排端子螺栓等的紧固应在下述拧紧扭矩范围内进行。

*1 Q系列C24的QJ71C24用RS-422/485端子排安装螺栓可兼用。

但是，Q系列C24上不能使用RJ71C24用RS-422/485端子排安装螺栓。

螺栓位置 拧紧扭矩范围

RS-422/485端子排端子螺栓(M3螺栓) 0.42～0.58Nm

RS-422/485端子排安装螺栓(M3.5螺栓)*1 0.66～0.89Nm

RJ71C24-R4用RS-422/485插入式端子排端子螺栓(M2螺栓)  0.20～0.25N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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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示例

将对象设备与C24以1:1方式连接的情况下 

将对象设备与C24以1:n(多点)方式连接的情况下 

n连接示例1

n连接示例2

SDA RDA
R

SDB RDB
RDA SDA

R
RDB SDB

RSASG
SLD RSB
FG CSA

CSB

SG
SLD

C24� C24� C24n

SDA SDASDA
R R

SDB SDBSDB

RDA RDARDA
RR

RDB RDBRDB
RS-232SD(TXD) SD(TXD) SG SGSG

RD(RXD) RD(RXD) SLD SLDSLD

R

C24� C24� C24n

SDA SDASDA SDA
R R

SDB SDBSDB SDB

RDA RDARDA RDA
RR

RDB RDBRDB RDB
SG SGSG SG

SLD SLDSLD SLD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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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对象设备与C24以n:1(多点)方式连接的情况下  

将对象设备与C24以m:n(多点)方式连接的情况下

n连接示例1

n连接示例2

� �� C24�

SDA SDASDA SDA
SDB SDBSDB SDB

RDA RDA RDARDA
R R

RDB RDB RDBRDB
SG SGSG SG

SLD SLDSLD SLD

R

��

RS-232 RS-232
SDSD

RDRD

C24� C24�

SD SD

RD RD

C24n

SDA SDASDA
SDB SDBSDB

RDA RDARDA
R R

RDB RDBRDB
SG SGSG

SLD SLDSLD

R

�� C24� C24n

SDA SDASDA SDA
SDB SDBSDB SDB

RDA RDA RDARDA RR
RDB RDB RDBRDB

SG SGSG SG

SLD SLDSLD SLD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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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通过通信协议的数据通信示例

本章说明通过通信协议的数据通信示例有关内容。

7.1 编程示例
通信协议功能的设置及程序示例如下所示。

程序设置
在设置中，使用工程工具的通信协议支持功能。

此外，设置示例中的设备配置中C24的连接目标设备使用三菱电机生产的变频器FREQROL-A800(以下省略为变频器或A800。)。

系统配置/配线

对于使用的C24，安装在基板的插槽0内，使用CH2通过外部连接设备与RS-422/485线路连接到1:1的C24。

关于系统配置/配线的详细情况，请参阅以下内容。

40页 系统配置

43页 配线

对象设备与协议

将变频器与C24连接，读取变频器的运行模式值。

在CPU软元件(D300)中设置变频器站号进行发送，将运行模式值存储至CPU软元件(D201)中。

接收发送数据的存储目标软元件与缓冲存储器的分配

对数据存储区的CPU软元件与缓冲存储器进行指定，接收发送数据。

生产厂商 三菱电机

设备名称 FREQROL-A800

协议名 H7B:RD Operation Mode

数据包名 构成要素名 数据包类型 数据存储区指定

H7B:RD Operation Mode Inverter Station Number 数据包 D300

NOR:RD Data(4 Digits Data) Inverter Station Number 接收数据包 D200

Read Data D201

ERR:NAK Response Inverter Station Number D202

Error Code D203

FREQROL-A800

D300

D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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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编程示例

通信设置(工程工具)

用于进行通信协议通信的必要工程工具的设置如下所示。

n添加新模块
在工程中添加智能功能模块设置详细内容。

操作步骤

1. 选择导航窗口[参数][模块信息]右击[添加新模块]

2. 通过“添加新模块”画面“模块类型”选择“模块信息”通过“模块型号”选择“RJ71C24”

3. 点击下述[是]按钮，添加C24的模块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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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模块参数的设置
应将模块参数的[各种控制指定]按下述所示进行设置。

关于参数的详细内容，请参阅下述手册。

MELSEC iQ-R串行通信模块用户手册(应用篇)

画面显示

导航窗口[参数][模块信息]模块型号[模块参数][基本设置][各种控制设置]

设置数据

项目 内容

测试模式设置 0: 无指定

通信协议设置 通信协议

通信速度设置 9600bps

传送设置 动作设置 独立

数据位 8

奇偶位 有

奇数/偶数奇偶性 偶数

停止位 2

和校验码 无

RUN中写入 允许

设置变更 允许

信号设置 RTS(RS)信号状态指定 ON

DTR(ER)信号状态指定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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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编程示例

n通信协议支持功能的设置
关于通信协议支持功能设置的详细内容，请参阅下述手册。

MELSEC iQ-R串行通信模块用户手册(应用篇)

操作步骤

1. 选择工程工具[工具][通信协议支持功能]

2. 通过“通信协议支持功能”画面“模块类型”选择“串行通信模块”

3. 选择“通信协议支持功能”画面[文件][新创建]

4. 选择“协议设置”画面[编辑][协议添加]

5. 通过“协议添加”画面“类型”选择“通信协议库”通过“添加协议”选择使用的协议

6. 点击“协议设置”画面“数据包设置”的“变量未设置”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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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点击“数据包设置”画面“变量未设置出错”单元

8. 在“构成要素设置”画面“发送数据存储区”中设置“D300”

9. 将“协议设置”画面“数据包设置”的“变量未设置”单元以同样的顺序(5～8)进行数据包设置

在数据存储区内应设置下述值。

数据包名 结构要素编号 结构要素名 数据存储区指定

NOR:RD Data(4 Digits Data) 2 Inverter Station Number 设置D200

3 Read Data 设置D201

ERR:NAK Response 2 Inverter Station Number 设置D202

3 Error Code 设置D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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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编程示例

CPU模块的写入

CPU模块应在确认处于“STOP”状态之后执行。

操作步骤

1. 选择工程工具[在线][模块写入]

2. 通过“模块写入”画面“对象存储器”选择“CPU内置存储器”[执行]按钮点击

执行协议

操作步骤

1. 使用工程工具，创建使用了CPRTCL指令的程序。

2. 将CPU模块置于“RUN”状态，通过CPRTCL指令执行登录的协议。

使用了CPRTCL指令的程序。

在连接在接收数据包上的已设置的接收数据存储区内，接收数据被存储。

CPRTCL指令的详细内容，请参阅专用指令。(MELSEC iQ-R编程手册(指令/通用FUN/通用FB篇))

关于使用的模块FB，请参阅下述手册。

MELSEC iQ-R串行通信模块FB参考

分类 标签名 内容 软元件

模块标签 C24_1 对象模块 

C24_1.bSts_CommunicationProtocolPreparationCompletion 通信协议准备完成 X1D

定义标签 按下述所示定义全球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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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在发送数据存储区内存储设置值。

设置通道编号。

设置协议编号1。

指示协议执行。

(127) 将正常标志置为ON。

(138) 将异常标志置为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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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编程示例

确认协议的执行结果

n通过“协议执行履历”画面确认

“协议设置”画面[调试][协议执行履历]

“协议执行履历”画面中显示的履历根据履历登录条件可以从下述的2个中选择。

 • 仅显示异常完成的协议。

 • 显示全部协议的执行状态与执行履历。

关于履历登录条件的选择方法的详细内容，请参阅下述手册。

MELSEC iQ-R串行通信模块用户手册(应用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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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J71C24-R2

RJ71C24-R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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