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 

 

E5AZ/EZ/EZ-PRR/CZ 支持串行通信，包括 CompoWay/F 和 Sysway。 
 
本用户手册对 E5AZ/EZ/EZ-PRR/CZ 的通信功能进行说明。 
在使用 E5AZ/EZ/EZ-PRR/CZ 之前，请务必认真阅读本手册，并充分理解，以确保正确的使用。 
另外，阅读之后请妥善保管本手册，以便随时取阅。 

 
 
 
 
 
 
 
 
 
 
 
 
 
 
 

使用注意事项 
 
在以下情况或环境中使用时，需要对其额定值和性能留有充分余地，并在故障安全等方面采取足够的安全

措施，并与本公司营业负责人联系。 
不要在以下情况使用 
（1）在手册中未记载的条件或环境下使用。 
（2）用于原子能控制、铁道、航空、车辆、燃烧装置、医疗设备、娱乐设备、安全设备等。 
（3）用于可能会对生命财产产生严重威胁，特别是对安全性有特别要求的用途。 
 
 

 

前言 

关于本书的内容 

 
（1）未经允许，禁止将本书内容的部分或全部进行转载和复制。 

（2）关于本书内容，由于产品改良，可能会对规格等进行更改，恕不另行通知，请见谅。 

（3）本书内容未尽完善之处，在所难免，一旦发现不明确之处或错误等现象，请与卷末所记载的本公司分店或营业

所联系，同时请提供封面上所记载的样本目录编号。 



 

II 

安全注意事项 
 
●用于保证安全的标识及其含义 

为了安全使用 E5AZ/EZ/EZ-PRR/CZ，在本手册中用以下标识和符号来表述注意事项。 
在此所表示的注意事项是有关安全方面的重要内容。请务必遵守。 
标志及其含义如下所示。 
 

 
 
 
●图标说明 

符号 意义 

 

●注意标识 
没有特定的一般性注意、警告、危险的通告。 注

意

标

识 

 

●小心触电 
特定条件下，警告可能引起触电的通告。 

 

●禁止标识 
没有特定的一般性禁止通告。 禁

止

标

识 

 

●禁止分解 
对设备进行分解时，有可能引起触电等伤害的禁止通告。 

强

制

标

识  

●强制标识 
没有特定的、指示一般使用者行为的标识。 

 

如果操作不当，其引起的危险程度会引起轻度/中度伤害或者

物品损坏等。 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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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告标识 

 
输出继电器的寿命会因开关容量、开关条件而有很大的不同,因此必须考虑实际 
使用条件,请在额定负载、电气寿命次数内使用。 
在超过寿命的状态下使用时,会有接点溶着及烧毁的情况发生。 
注意 火灾和触电的危险 
a)本产品作为开式过程控制设备通过 UL listed 的认证，必须安装在不能向外喷火 
  构造内使用。 
b)在使用 2 个以上断路器的情况在，修理点检前，请关闭所有的开关，确保产品处于 
  不通电状态。 
c)信号输入为 SELV 限制回路。 
d)注意：为了降低火灾和触电的危险，请勿在内部连接异于 SELV 限制回路输出 

 

由于触电会引起轻度的伤害，通电时请不要触及端子。 

由于触电会引起轻度或中度的人身伤害，因此安装 OPTION 模块时请关闭电源。 

制品中请勿有金属或导线、加工的粉屑等进入；否则有触电、火灾、故障的危险。 

请勿在有易燃性、爆炸性瓦斯的地方使用；否则可能引起爆炸。 

请勿自行分解、修理、改造及触摸端子内部；否则有触电、火灾、故障的危险。 

端子螺丝请依规定的扭矩(0.74~0.90N·m)锁紧 
螺丝松了的话,可能会产生起火及误动作。 
温控器的各种设定值,请配合控制对象做正确的设定。在设定内容与控制对象 
的内容相异的情况下,错误的动作是造成装置的破损与事故的原因。 
当温控器因故障而无法正常运行时会损坏设备和机器。为了安全请考量温控器 
可能的故障,并在别系统中安装监视设备或防止温度过高的报警系统。 

确保铂电阻温度传感器的类型与温控器的内部设置保持一致。 

 
 
 
 
 
 
 
 

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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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使用注意事项 
请确保遵守以下注意事项以保证安全使用。 
（1） 请勿在下列环境中使用 

 有水、油等飞溅的地方 
 阳光直射的地方 
 有粉尘、腐蚀性气体（尤其是硫化气体、氨气等）存在的地方 
 温度变化激烈的地方 
 会产生结冰、凝露的地方 
 振动或冲击很强烈的地方 
 会直接受到加热机器辐射热的地方 

（2） 为了防止火灾和触电，必须在相对远离污染源并且可控制的环境中使用。 
（3） 在各型号规定的温度和湿度范围内使用和储藏温控器，当二个或多个温控器水平紧靠安装或垂直紧安装时，由于温

控器的热辐射会导致内部温度上升而降低使用寿命。这种情况下，需要采取风扇强制冷却或其它通风措施来降低温

控器的温度，但是，小心不要单冷却接线端部分以避免造成测量误差。 
（4） 为了不妨碍散热，温控器周边请勿封闭。温控器本身的通风孔也不要堵塞。 
（5） 配线用压接端子请使用指定尺寸（M3.5、宽 7.2mm 以下）的端子。 
（6） 配线用材料，请使用 AWG24（截面积 0.205mm2）~AWG18（截面积 0.832mm2）的电线，剥线长度 5~6mm。 
（7） 请确认端子的极性，做正确的配线。 
（8） 不使用的端子，请勿连接。 
（9） 内部电路和电压输出（控制输出）不是电隔离的。当使用一个接地温度传感器时，不能连接任何控制输出接地端。

否则不明电流会导致计量错误。 
（10） 为了避免感应噪声，温控器的接线板的接线应远离高压线或大电流的电源电缆，同样不要让电源线一起走线或平行

于温控器连线。推荐使用单独的管道屏蔽线。在可能产生噪声的外围设备上安装浪涌吸收器或噪声过滤器，例如电

感应设备（如电机、变压器、螺线管圈、磁性线圈等）。在电源上使用噪声过滤器时，除了确认其电压和电流值外，

还应尽可能近地安装在温控器附近。将温控器及其电源尽可能地远离产生强大的、高频波（如频焊接机、高频机器

等）的设备和产生浪涌的设备。 
（11） 电源电压及负载，请在规格、式样范围内使用。 
（12） 为了使电源投入时在 2 秒内到达额定电压，请借助开关、继电器等进行瞬间加载。如果电源电压缓慢增加，温控器

没有复位，输出可能会有误动作。 
（13） 使用自调节时，同时打开温度控制器和负载（如加热器），或在温控器打开前接通负载。如果在接通负载前打开温

控器电源，则不能再进行正确的自调节和实现最优控制。预热完成后开始操作，预热一完成即断开电源，然后同时

打开温控器和负载。（也可以通过从停止模式转换到运行模式得以实现这种温控器的电源关闭。） 
（14） 电源启动后经约 2 秒钟输出才开启，在配置控制回路时请给予充分的考虑。 
（15） 请设置作业人员能够马上关上电源的开关或断路器，并做适当的表示。 
（16） 请确认至少有 30 分钟以上的预热时间。 
（17） 切换成初始菜单时（菜单切换时）若输出为 ON 的状态将会变为 OFF，请考虑到这一点再进行操作。 
（18） 切断电源时，请借助开关、继电器等进行瞬时切断。如果缓慢切断电源会导致输出误动作和存储器异常等。 
（19） 当要延长热电偶的导线时，要使用与热电偶类型相匹配的补偿导线，不要延长铂电阻的导线。只能使用低阻值的导

线（每根最大 5Ω），并且保证三根导线的阻值都是相同的。 
（20） 请将 OPTION 模块安装在正确的位置。安装时，请不要将本体内部的其它基板取下。 
（21） 当温控器从机壳中抽出时，不能用力过大，以免使温控器发生变形或损坏。 
（22） 当将温控器从后机壳中抽出更换时，要检查端子的状态；若使用腐蚀过的端子，由于端子金具接触不良有可能会导

致温控器内部温度上升以致引起火灾。在这种场合下，将后机壳一起更换。 
（23） 将前盖插入后外壳时，若无法顺利进行，请不要勉强插入，因为可能会损坏内部的其它元件。 
（24） 可直接由前盖取出的温控器，在取出前需先关闭电源，请绝对不要用手触摸端子或电子部品，或者给予冲击。插回

时，请不要让电子部品与外壳接触。 
（25） 静电能够损坏内部部品，在用手拿温控器前，一定要先触摸一下与地相连的金属物，以释放手上的静电。在抽出温

控器时，不要接触到板上的电子部品和电路；但用手拿温控器时，抓住前面板的边缘部分。 
（26） EEPROM 的写入次数是有寿命的。通过通信等频繁写入数据的场合请使用 RAM 写入模式。 
（27） 关于清洁：请勿使用油漆稀释剂，请用标准等级的酒精。 
（28） 请使用工具来分离部品，以免受到内部锐利部品的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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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册构成 
本手册中，按通信方式进行分别说明。 
请结合所使用的系统阅读各章节。 

 
 

 
 
 
 
 
 
 
 
 
 
 
 
 
 
 
 
 
 
 
 
 
 
 
 
 
 
 
 

■关于相关手册 
本用户手册对 E5AZ/EZ/EZ-PRR/CZ 的通信功能进行说明。 
关于控制器功能的详情，请参见各用户手册。 
 
 
 
 

本手册的说明 

概要

CompoWay/F

通信数据

Sysway

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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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 通信方式 

本章中，对通信方式的概要、通信规格及布线方法进行说明。

在设置设备时请阅读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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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通信方式的概要 
 
 
■前言 通信功能在主机（例：个人电脑）侧进行编程，并监控或设定

E5AZ/EZ/EZ-PRR/CZ 的设定数据。在此，从主机开始进行说明。 
 
CompoWay/F 是欧姆龙通用串行通信中的统一通信方式。具有统一的帧格式、

其命令依据在欧姆龙生产的 PLC 等中有实际成果的 FINS*，便于主机和组件间

进行通信。 
* FINS（Factory Interface Network service）  

在欧姆龙 FA 网络上的控制器间进行信息传递的协议。 
 
E5AZ/EZ/EZ-PRR/CZ 的通信功能如下所示。 
·参数的读取和写入 
·动作指令 
·设定值的选择 
 
通信功能中有以下条件。 
·仅在允许进行通信写入时可进行设定数据的写入。 
 

■通信规格 传送通路连接 RS-485：多支路 
RS-232C：点对点 

通信方式 ※1 RS-485（2 线式半双工） 
RS-232C  

同步方式 起停同步 
波特率 ※2 1200、2400、4800、9600、19200bps 
传送代码 ASCII  
数据位长※2 7 或 8 位 
停止位长※2 1 或 2 位 
出错检查 垂直奇偶校验（ 无、偶数、奇数） 

FCS（帧检测时序）Sysway 时 
BCC（块检查字符）CompoWay/F 时 

流控制 无 
接口※1 RS-485／RS-232C  
重启式功能 无 
通信缓冲 40 字节 

※1 RS-232C 仅在 E5AZ/EZ 系列中有效。 
※2 波特率、数据位长、停止位长、垂直奇偶校验的设定可以由「通信设定值」

分别进行独立设定。上述带有阴影的部分为初始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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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送顺序 主机传送命令帧，E5AZ/EZ/EZ-PRR/CZ 传送与命令内容对应的响应帧｡即对 1

个命令帧返回 1 个响应帧。命令帧和响应帧的动作如下。 

 在从主机侧接收本机的响应到发送第二个指令之间，请保持 2ms 的等待时间。

  

■接口 与高位计算机（个人电脑）进行按照 RS-485、RS-232C（仅限 E5AZ/EZ 系列）

接口的通信。 
在 RS-232C 与 RS-485 接口的变换中，请使用以下的变换器等设备。 

 推荐产品：连接适配器    K32-23209（欧姆龙生产） 
通信变换器        K3SC（欧姆龙生产） 
（K3SC 的电源电压有 AC100V 型和 AC/DC24V 型，请在订货时指

定）。 
 

■配线 RS-485  
·连接形态为 1:1 或 1:N 。1:N 连接时包括主机最多能连接 32 台。 
·电缆总长最多为 500m。 
· 在电缆中，请 使用屏蔽 双绞线 AWG28 （ 截面 积 0.081mm2 ）以 上

（E5AZ/EZ/EZ-PRR/CZ）。 

命令帧 命令帧 

响应帧 

主机 
E5AZ/EZ/EZ-PRR/CZ 

在包括上位计算机的传送通路的两端，必须进行终端的指
定（终端负载的连接）｡ 
另外，对于终端负载，请使其总负载保持在 54Ω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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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将上位计算机和 E5AZ/EZ/EZ-PRR/CZ 的通信规格设为一致。另外，进行 1：

N 连接时，所有的单元都要符合通信规格。（但是，仅将通信单元 No.设定为固

有值）。（除了个别单元） 
在此，对 E5AZ/EZ/EZ-PRR/CZ 的通信规格的设定方法进行说明。对于上位计

算机的详情，请参见其他专用手册。 
 
 
RS-232C（仅限 E5AZ/EZ/EZ-PRR） 
·连接形态为 1:1。 
·电缆总长最大为 15m。延长线路长度时，请使用本公司的 RS-232C 光接口

（Z3RN）。 
·对于电缆，请使用屏蔽双绞线（AWG28（截面积 0.081mm2）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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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参数 E5AZ/EZ/EZ-PRR/CZ 的通信规格的设定由通信设定值进行。通信参数的设定由

E5AZ/EZ/EZ-PRR/CZ 的操作面板进行。通信设定项目的种类和设定内容如下所

示。 
 

参数 记号 设定内容 设定值 

通信单元 No.  ０～99  0,1１～99  
波特率  1.2／2.4／4.8／9.6／19.2 （kbps） 

1.2／2.4／4.8／9.6／19.2  

通信数据长  7／8（bit）  7／8（bit）  
通信停止位  1／2  1／2 
通信奇偶校验  无／偶数／奇数  

高亮字符为初始值。 
 
●通信设定操作 由 E5AZ/EZ/EZ-PRR/CZ 进行通信之前，通过前面板按键，按以下顺序设定通

信单元 No.和波特率等。关于通信参数设定以外的操作方法，请参见所使用机

型的用户手册。 
 
1. 按 键 3 秒以上，进行「运行菜单」→「初始菜单」的转换。 
2. 按 键，进行「初始菜单」→「通信设定菜单」的转换。 
3. 如下图所示，按 键，进行参数的切换。 
4. 用 键能进行参数的变更。 
 

 
 



第 1 章 通信方式 
 

1-6 

 
 

概 
要 

 
●通信参数项目 设定值仅在进行设定操作后，重新启动电源时才有效，请务必注意。 

 
·通信单元 No.   

和上位计算机进行通信时，为使上位计算机识别各温控器单元，将单元 No.
设定到各温控器中。能够在 0～99 的范围内进行设定，以 1 为间隔。购买时

默认设定为 1。在由多个进行通信时，如果设定为相同的单元 No.，则无法进

行正常的动作，请务必注意。 
 
·波特率  

设定与上位计算机进行通信时的波特率｡波特率分别为如下。 
1.2（1200bps）、2.4（2400bps）、4.8（4800bps）、9.6（9600bps）、19.2（19200bps） 

 
·通信数据（格式）长  

能变更通信数据位长度。数据位为 7 位或 8 位。 
 
·通信停止位  

能变更通信的停止位。停止位能设定为 1 或 2 中的任何一个。 
 
·通信奇偶校验   

可以设定通信奇偶校验。可将奇偶校验设定为无（none）、偶数（even）、奇

数（od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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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 CompoWay/F 格式进行通信时，请阅读本章。



第 2 章 CompoWay/F 通信方式 
 

2-2 

C
om

poW
ay/F

 

2.1 数据格式 
 

 
如下所示，在（H’02）数值前加上 H 时，表示为 16 进制数｡通常数值均用 ASCII 字符来表示｡ 
在帧的各分割下的数字表示字节数。 
 
 
■命令帧 

 
 
STX  表示通信帧（文本）的开头的代码（H’02）。 

请在开头字节中设置该字符。 
进行接收时再一次接收 STX 时，由已接收 STX 的地方修正接收。 

节点 No. 
 

 

·为特定发送对象的类别 No.。 
·指定 E5AZ/EZ/EZ-PRR/CZ 的「通信单元 No.」。 
·能进行 BCD 设定 00～99，以及"XX"设定。 
·运行广播发送时，请指定"XX"。但是，一同发送时将无响应。 
·对于上述以外的节点 No.，无响应。 

子地址 在 E5AZ/EZ/EZ-PRR/CZ 中不使用。请务必设定为"00"。 
SID（服务 ID） 在 E5AZ/EZ/EZ-PRR/CZ 中不使用。请务必设定为"00"。 
命令文本 命令文本部分。有关内容请参见「2.2 命令文本的构成」。 
ETX  表示文本结束的代码（H’03）。 
BCC  块检查字符。 

将节点 No.～ETX 的值按每个字节进行 XOR（异或）后的值作为 BCC。 

文本 

BCC 计算范围 

节点 No  子地址 命令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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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CC 的计算示例 BCC（块检查字符）对由节点 No.至 ETX 的值按每个字节进行异或计算，将该

8 位数据设置到 BCC 中。 
 

 
 

○+ 表示 XOR（异或）计算，H 表示 16 进制。 
 
■响应帧 

 
 
终止

码 
名称 内容 

出错检查

优先顺序

00 正常结束 无异常，命令正常结束。 无 
0F FINS 命令出错 不能执行指定 FINS 命令。 

有关不执行的详情，请根据 FINS 响应代码进行判断。

8 

10 奇偶校验出错 接收的数据为「1」的位总和与「通信奇偶校验」的设

定值不一致。 
2 

11 帧出错 停止位为「0」。 1 
12 溢出出错 接收数据已满时，希望传送新的数据。 3 

13 BCC 出错 接收的 BCC 值和计算的 BCC 值不一致。 5 
14 格式出错 ·命令文本内的字符在 0～9、A～F 之外。但是，回传测

试（详细请参见回传测试）除外。 
·没有 SID 和命令文本，或没有命令文本。 
·没有备齐命令文本的「MRC/SRC」。 

7 

16 子地址出错 ·子地址不正确（不支持）。 
·没有子地址、SID、命令文本。 
·子地址不满 2 字符，没有 SID 和命令文本。 

6 

18 帧长度出错 接收帧超过所规定的（支持）字节数。 4 

·终止码对自节点的 1 命令帧接收进行回送。 
·到 ETX、BCC 字符为止没有结束时，则没有响应。 
·出错检查优先顺序表示同时发生多个出错时的顺序。 

节点 No. 子地址 命令文本

将计算结果35H设置到BCC和部位。

节点 No. 子地址 结束代码 命令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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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数据 

通信 

（格式） 

设定 

（监控）值 
负值 小数点 

CompoWay/F 8 位 16 进制 2 的余数 
作为没有小数点的 16 进制转换  
例  105.0→1050→H’0000041A 

 
■终止码示例 表示对于以下命令没有正常结束时的终止码示例。 

 
例 1）子地址不正确，没有 SID、命令文本时 
命令 

 
响应 

 
终止码为「16」（子地址出错） 
可以接收子地址，是由于与格式出错相比，子地址出错的出错检查顺序较高。

 
例 2）没有命令文本时 
命令 

 

响应 

 
终止码为「14」（格式出错） 

 
例 3）节点 No. 未备齐时 
命令 

 
节点 No.缺１字符 

 
响应 
没有响应。 

 

节点 No. 子地址 

节点 No. 子地址 结束代码

节点 No. 子地址 

节点 No. 子地址 结束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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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 4）没有子地址，BCC 不正确时 

命令 

 
响应 

 
将子地址设为「00」，终止码为「13」（BCC 出错） 

 

节点 No. 子地址 结束代码

节点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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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命令文本的构成 

 
 

PPP ■ 构成 向命令文本传送 MRC（主请求代码）、SRC（子请求代码）以及与之相连的各

个必要的数据。 
 
服务请求 PDU 

 
响应帧中，紧接着上述 MRC/SRC 传送，传送 MRES（主响应代码）和 SRES
（子响应代码），接着继续传送数据。 

 
服务响应 PDU（正常时） 

 
无法执行指定命令文本时，仅 MRC/SRC、MRES/SRES 成为目标响应 PDU。

 
服务响应 PDU（不执行指定命令文本时） 

 

MRES/SRES 为「正常结束」以外的响应代码。 
 

■区域定义 仅由变量区域构成。 
 

■类别代码 

（变量类别） 

变量区域类别代码的定义如下所示。 

 
关于设定区域 0 及设定区域 1，请参见下表。 

区域 说明 

设定区域 0 包括保护/运行/ 调整菜单的区域。 
设定区域 1 包括初始设定/通信设定/高级功能设定/校正菜单的区

域。  

数据

数据

变量类别（１字节）

读取／写入 
0：只能读取 
1：可读取／写入

区域 
0：设定区域 0
1：设定区域 1

存取尺寸 
11：双字



2.2 命令文本的构成

 

2-7 

 
C

om
poW

ay/F 

 
 变量类别转换为 2 字节的 ASCII 代码，放入帧内。实际存在的变量类别如下所

示。 

变量类别 内容 

C0 双字数据，是设定区域 0 的只读参数。 
C1 双字数据，是设定区域 0 的可读写的参数。 
C3 双字数据，是设定区域 1 的可读写的参数。 

※由于设定区域 1 中没有只读参数，因此不存在变量类别「C2」。 
 

■地址 根据变量类别添加地址。地址用 2 字节的 16 进制数表示，请加上存取尺寸单

位。 
 

■要素数 要素数用 2 字节的 16 进制数表示。要素数的指定范围为「0～2」。 
例如，要素数为「0002」时，从地址指定 2 个项目的数据。 
 

■服务一览  MRC SRC 服务名称 处理 

01 01 变量区域读取 读取变量区域。 
01 02 变量区域写入 写入变量区域。 
05 03 固有属性读取 读取型号、通信缓冲器的尺寸。 
06 01 控制器状态读取 读取运行状态。 
08 01 回传测试 进行回传测试。 
30 05 动作指令 进行运行/停止、AT（自整定）执

行/中止、设定区域１移位等。 
※在存储器异常（RAM 异常）、初始状态（直至接通电源时读取当前值为止的

状态）中，不接受所有的服务，没有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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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服务详情 
 

 
■变量区域读取 读取变量区域。 

 
服务请求 PDU 

 

服务响应 PDU 

 

（1）变量类别和读取开始地址 
关于各变量类别和读取开始地址，请参见「第３章 通信数据」。 

 
（2）位位置 

E5AZ/EZ/EZ-PRR/CZ 中不支持位存取。为「00」固定。 
 
（3）要素数 

要素数 处理 

0000 不进行读取，为正常结束（不将读取数据添加到服务响

应 PDU 中）。 
0001～0002 进行读取，为正常结束。 

（4）响应代码 
正常结束时 

响应代码 名称 内容 

0000 正常结束 没有异常。 
 
发生出错时 

响应代码 出错名称 原因 

1001 命令长度溢出 命令长度过长。 
1002 命令长度不够 命令长度不够。 
1101 区域类别出错 变量类别错误。 
1103 开始地址范围外出错 读取开始地址在范围之外。

110B 响应长度溢出 超出要素数 0002。 
1100 参数出错 位位置在 00 之外。 
2203 动作出错 EEPROM 异常。  

变量
类别

读取开始
地址 

位位
置

要素数

响应代码 读取数据（要素数部分）

0  或  8  或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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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注意事项 

●报警功能 
即使报警在温控器面板上无显示时，但它们在通信功能中仍然有效。 
 

■变量区域写入 写入变量区域。 
 

 服务请求 PDU 

 

服务响应 PDU 

 

（1）变量类别和写入开始地址 
关于各变量类别和写入开始地址的详情，请参见「第 3 章 通信数据」。

 
（2）位位置 

E5AZ/EZ/EZ-PRR/CZ 中不支持位存取。为「00」固定。 
 
（3）要素数 

要素数 处理 

0000 不进行写入，为正常结束（请勿将写入数据添加到服务

响应 PDU 中）。 
0001～0002 进行写入，为正常结束。 

 
（4）响应代码 
正常结束时 

响应代码 名称 内容 

0000 正常结束 没有异常  
 

变量
类别

读取开始
地址 

位位
置

要素数 读取数据
（要素数部分）

0  或  8  或  16

响应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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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错时 

响应代码 出错名称 原因 

1002 命令长度太短 命令长度太短。 
1101 区域类别出错 变量类别错误。 
1103 开始地址超出范围 

写入开始地址在范围之外。 
1104 结束地址超出范围 写入结束地址（写入开始地址＋

要素数）超出变量区域的最终地

址。 

1003 要素数/数据数不一致 要素数和数据数不一致。 

1100 参数出错 ·位的位置为 00。 
·写入数据在设定范围之外。 

3003 只读数据 
在变量类别「C0」中进行了写入。

2203 动作出错 ·禁止通信写入。 
·由设定区域0写入到设定区域 1

的设定项目中。 
·由保护值以外写入到保护 

设定项目中。 
·在 AT（自整定）中。※ 
·EEPROM 异常。 

※ 关于 AT（自整定），请参见其它「用户手册」。 
 

 （5）注意事项 
●报警功能 
即使报警在控制器显示部上未显示，通信中的所有功能仍都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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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有属性读取 读取型号、通信缓冲器尺寸。 

 
服务请求 PDU 

 

服务响应 PDU 

 

（1）型号 
用 ASCII 代码 10 字节表示型号。不满 10 字节时为空格代码。 
 
例如 为 E5CZ、继电器输出、加热器断线检出、带通信功能时，如下所示。 

 

（2）缓冲器尺寸 
用 2 字节 16 进制数表示通信缓冲器尺寸，转换并读取 4 字节 ASCII 代码。

缓冲器尺寸为 40 字节（＝H’0028）。 
 
（3）响应代码 

 正常结束时 

响应代码 名称 内容 

0000 正常结束 没有异常 
发生出错时 

响应代码 名称 内容 

1001 命令长度溢出 命令长度过长 

2203 动作出错 EEPROM 异常  
 

响应代码 型号 缓冲器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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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器状态读取 读取控制器的运行状态和异常状态。 

 
服务请求 PDU 

 
服务响应 PDU 

 

 （1）运行状态 

运转状态 内容 

00 进行控制的状态（设定区域为 0、没有发生出错、在运行中）。

01 未进行控制的状态（除上述以外状态）。 
 
（2）相关信息 

 
（3）响应代码 
正常结束时 

响应代码 名称 内容 

0000 正常结束 没有异常 
 
发生出错时 

响应代码 名称 内容 

1001 命令长度溢出 命令长度过长 

2203 动作出错 EEPROM 异常  
 

相关

信息

运行

状态

响应代码

位位置 

加热器电流值溢出 

加热器电流值保持 
HB（加热器断线报警）

异常 
显示范围溢出

输入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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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传测试 进行回传测试。 

 
服务请求 PDU 

 
服务响应 PDU 

 
（1）测试数据 

将任意测试数据设定在 0～23 的范围内。 
根据「通信数据长度」，测试数据为下列范围内的值。 

通信数据长度 测试数据 

8 位 ASCII 代码的 H’20～H’7E、H’A1～H’FE 
7 位 ASCII 代码的 H’20～H’7E 

请勿设置 H’40。将会变为无响应。 
 
（2）响应代码 
正常结束时 

响应代码 名称 内容 

0000 正常结束 没有异常 
 
发生出错时 

响应代码 名称 内容 

1001 命令长度溢出 命令长度过长 
2203 动作出错 EEPROM 异常  

 

响应代码

测试数据

测试数据



第 2 章 CompoWay/F 通信方式 
 

2-14 

C
om

poW
ay/F

 
■动作指令 进行运行/停止、通信写入、写入模式、RAM 数据（格式）保存、AT（自整定）

执行/中止、多段 SP 设定、保护值移位、设定区域 1 移位、软复位的执行。 
 
服务请求 PDU 

 
服务响应 PDU 

 

（1）指令代码和相关信息 

指令代码 指令内容 相关信息 

00 通信写入 00：OFF （禁止） 
01：ON （许可） 

01 运行/停止 00：运行 
01：停止 

02 多段 SP 00：设定值 0 
01：设定值 1 
02：设定值 2 
03：设定值 3 

03 AT 执行/中止 00：中止 
01：AT 执行 

04 写入模式 00：备份 
01：RAM 

05 RAM 数据保存 00  
06 软复位※ 00  
07 设定区域 1 移位 00  
08 保护值移位 00  

※ 软复位中没有响应 
 
（2）响应代码 
正常结束时 

响应代码 名称 内容 

0000 正常结束 没有异常  
 

指令

代码

相关

信息

响应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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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生出错时 

响应代码 出错名称 原因 

1001 命令长度溢出 命令长度过长。 
1002 命令长度太短 命令长度太短。 
1100 参数出错 指令代码、相关信息错误。

2203 动作出错 • 通信写入为 OF F（禁止）。

但是，注意，无论「通信

写入」设为「ON」还是

「OFF」，错误信息始终能

被接收。 
• 无法处理。详细请参见以

下「（3）各动作指令的说

明和注意事项」的内容。

• EEPROM 异常。 
 
（3）各动作指令的说明和注意事项 
●通信写入 

根据相关信息选择「通信写入」的「ON：许可」或「OFF：禁止」。设定区

域 0/1 的双方均可进行接收。 
 
●运行/停止 

根据相关信息选择控制的运行/停止。设定区域 0/1 的双方均可进行接收。 
 
●AT 执行/中止 

根据相关信息选择 AT 的执行/中止。只可在设定区域 0 中进行接收。在下列

情况下会产生「动作出错」。 
·「运行/停止」为「停止」时。 
·已由「设定区域 1」发布时。 
·ON/OFF 控制时。 

 
●写入模式 

根据相关信息进行备份模式和 RAM 写入模式的选择。设定区域 0/1 的双方

均可进行接收。 
 
●多段 SP 

事先在调整值中设定 4 个设定值，可以切换设定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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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入模式 说明 

备份模式 由通信写入运行／调整菜单的设定内容（只读设定

内容除外）时，进行对 EEPROM 的写入。 

RAM 写入模式 由通信写入运行／调整值的设定内容（只读设定内

容除外）时，不进行对 EEPROM 的写入。但是，通

过控制器面板上的键操作可以改变参数值。 

 
·从 RAM 写入模式切换到备份模式时，运行/调整菜单的设定内容（只读设定

内容除外）会被写入 EEPROM。 
·RAM 写入模式仅在「通信写入」为「ON：许可」时才有效。 

因此，将「通信写入」变更为「OFF：禁止」时，即使设定为 RAM 写入模

式，运行/调整菜单设定内容（只读的设定内容除外）也会被写入 EEPROM｡

 
●RAM 数据保存 

将运行／调整菜单设定内容（只读设定内容除外）写入 EEPROM。设定区

域 0/1 的双方均可进行接收。 
 
●软复位 

恢复接通电源时的处理｡设定区域 0/1 的双方均可进行接收。没有对于该动

作指令的响应。 
 
●设定区域 1 移位 

向「设定区域１」移位的动作指令，设定区域 0/1 的双方均可进行接收。但

是，当「初始/通信保护」为「2」时，则为「动作出错」，禁止移位。 
从设定区域 0 开始移位，显示变为「初始设定值」的「输入类别」。在设定

区域 1 中发布该动作指令时，显示不会发生变化。 
 
●保护值移位 

向「保护值」移位的动作指令，只可在设定区域 0 中进行接收。在设定区域

1 进行发布时，则为「动作出错」，禁止移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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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响应代码一览 

 
 
正常结束时 

响应代码 名称 内容 
出错检查优

先顺序 

0000 正常结束 无异常 无 

 
发生出错时 

响应代码 名称 内容 
出错检查优

先顺序 

0401 未支持命令 不支持对该命令的服务功能。 1 
1001 命令长度溢出 命令长度过长。 2 
1002 命令长度太短 命令长度太短。 3 
1101 区域类别出错 变量类别错误。 4 
1103 开始地址范围外出错 读取/写入开始地址在范围之外。 5 
1104 结束地址范围外出错 写入结束地址（写入开始地址＋要素数）超出

变量区域的最终地址。 
6 

1003 要素数/数据数不一致 要素数和数据数不一致。 7 
110B 响应长度溢出 响应长度超出通信缓冲器尺寸（大于要素数

0002 时）。 
8 

1100 参数出错 ·位的位置为 00。 
·写入数据在设定范围外。 
·动作指令的指令代码、相关信息错误。 

9 

3003 只读数据 对变量类别「C0」进行写入。 10 
2203 动作出错 ·通信写入为 OFF（禁止）。 

·由设定区域 0 对设定区域 1 的设定项目进行写

入。 
·由保护值以外对保护设定项目进行写入。 
·在 AT 中进行写入。 
·在动作指令中不能进行处理。 
·EEPROM 异常。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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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章 通信数据 

本章中记载了 CompoWay/F、Sysway 中的各种通信数据的一

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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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变量区域（设定范围）一览 

 
 

以下为变量区域一览。在设定（监控）值栏内用 16 进制数表示，CompoWay/F 中的设定范围（）内的值为 
实际的设定范围（Sysway 的设定范围，请参见该实际值）。对于在文章中所讲述到的内容，请参见作为对象 
的设定项目。 

变量 
类别 

地址 项目 设定（监控）值 E5AZ E5EZ E5CZ 
E5EZ
-PRR

值名称

C0 0000 当前值 
温度： 与各传感器的控制范围相同。 

模拟：比例带下限值-5%FS～比例带上限值+5%FS 
○ ○ ○ ○ 

C0 0001 状态※ 请参见「3.2 状态」。 ○ ○ ○ ○ 

C0 0002 内部设定值※ 设定值下限值～设定值上限值 ○ ○ ○ ○ 

C0 0003 加热器电流值监控 H’00000000～H’00000226（0.0～55.0） ○ ○ ○ ○ 

C0 0004 操作量监控（OUT1）  
标准：H’00000000～H’000003E8（0.0～ 100.0） 
加热冷却：H’00000000～H’000003E8（0.0～ 100.0）   

○ ○ ○  

C0 0005 操作量监控（OUT2）  H’00000000～H’000003E8（0.0～100.0）  ○ ○ ○  

C0 000A 阀门开度监视 H'FFFFFF9C～H'0000044C (-10.0～110.0)       ○ 

运转 

 
※不在控制器显示部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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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 
类别 

地址 项目 设定（监控）值 E5AZ E5EZ E5CZ E5EZ
-PRR

值名称

C1 0000 运转/调整保护 

H’00000000（0）：在运转、调整值中没有制限 
H’00000001（1）：禁止向调整值的移位 
H’00000002（2）：只可进行「当前值」「当前值/设定值」

的显示和变更 
H’00000003（3）：只可进行「当前值」「当前值/设定值」

的显示 

○ ○ ○ ○ 

C1 0001 初始/通信保护 

H’00000000（0）：可向初始/通信设定值移位 
（高级功能设定值移位显示） 
H’00000001（1）：可向初始/通信设定值移位 
（高级功能设定值移位不显示） 
H’00000002（2）：禁止向初始/通信设定值移位 

○ ○ ○ ○ 

C1 0002 设定变更保护 

H’00000000（0）：OFF（允许在控制器显示部进行设定变

更） 
H’00000001（1）：ON（禁止在控制器显示部进行设定变

更） 

○ ○ ○ ○ 

保护 

C1 0003 设定值 设定值下限值～设定值上限值 ○ ○ ○ ○ 

C1 0004 报警值 1 H’FFFFF831～H’0000270F（-1999～9999）  ○ ○ ○ ○ 

C1 0005 报警上限值 1 H’FFFFF831～H’0000270F（-1999～9999）  ○ ○ ○ ○ 

C1 0006 报警下限值 1 H’FFFFF831～H’0000270F（-1999～9999）  ○ ○ ○ ○ 

C1 0007 报警值 2 H’FFFFF831～H’0000270F（-1999～9999）  ○ ○ ○ ○ 

C1 0008 报警上限值 2 H’FFFFF831～H’0000270F（-1999～9999）  ○ ○ ○ ○ 

C1 0009 报警下限值 2 H’FFFFF831～H’0000270F（-1999～9999）  ○ ○ ○ ○ 

C1 000A 报警值 3 H’FFFFF831～H’0000270F（-1999～9999）  ○ ○    

C1 000B 报警上限值 3 H’FFFFF831～H’0000270F（-1999～9999）  ○ ○    

C1 000C 报警下限值 3 H’FFFFF831～H’0000270F（-1999～9999）  ○ ○    

运转 

C1 000D 加热器断线检出 H’00000000～H’000001F4（0.0～50.0）  ○ ○ ○  

C1 000E 设定值 0 设定值下限值～设定值上限值 ○ ○ ○ ○ 

C1 000F 设定值 1 设定值下限值～设定值上限值 ○ ○ ○ ○ 

C1 0010 设定值 2 设定值下限值～设定值上限值 ○ ○ ○ ○ 

C1 0011 设定值 3 设定值下限值～设定值上限值 ○ ○ ○ ○ 

C1 0012 温度输入修正值 H’FFFFF831～H’0000270F（-199.9～999.9）  ○ ○ ○ ○ 

C1 0013 上限温度输入修正值 H’FFFFF831～H’0000270F（-199.9～999.9）  ○ ○ ○ ○ 

C1 0014 下限温度输入修正值 H’FFFFF831～H’0000270F（-199.9～999.9）  ○ ○ ○ ○ 

C1 0015 比例带 H’00000001～H’0000270F（0.1～999.9）  ○ ○ ○ ○ 

C1 0016 积分时间 H’00000000～H’00000F9F（0～3999）  ○ ○ ○ ○ 

C1 0017 微分时间 H’00000000～H’00000F9F（0～3999）  ○ ○ ○ ○ 

C1 0018 冷却系数 H’00000001～H’0000270F（0.01～99.99）  ○ ○ ○  

C1  0019 死区 H’FFFFF831～H’0000270F（-199.9～999.9）  ○ ○ ○  

C1  001A  手动复位值 H’00000000～H’000003E8（0.0～100.0）  ○ ○ ○ ○ 

C1  001B  滞后（OUT1）  H’00000001～H’0000270F（0.1～999.9）  ○ ○ ○  

C1  001C  滞后（OUT2）  H’00000001～H’0000270F（0.1～999.9）  ○ ○ ○  

C1 0022 停止时操作量 
H’FFFFFFFF (-1) ：全闭; 
H’00000000 (0) ： 保持; 
H’00000001 (1) ： 全开 

     ○ 

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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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 
类别 

地址 项目 设定（监控）值 E5AZ E5EZ E5CZ 
E5EZ
-PRR

值名称

C1 0023 异常时操作量 
H’FFFFFFFF (-1) ：全闭; 
H’00000000 (0) ： 保持; 
H’00000001 (1) ： 全开 

     ○ 

C1 0025 SP 斜坡设定值 
H’00000000 (0) ： OFF; 
H’00000001～H’0000270F (1～9999) 

     ○ 

C1 0026 操作量上限值 
操作量下限值+0.1～H’0000041A (操作量下限值+0.1～
105.0) 

     ○ 

C1 0027 操作量下限值 
H’FFFFFFCE～操作量上限值-0.1 (-5.0～操作量上限值

-0.1) 
     ○ 

C1 002B A/M 键保护 
H’00000000（0）：OFF 
H’00000001（1）：ON 

     ○ 

C1 002C 位置比例死区 H’00000001～H'00000064 (0.1～10.0)      ○ 

C1 002D 开闭滞后 H’00000001～H'000000C8 (0.1～20.0)      ○ 

调整 

 
※即使是没有报警输出端子的机型，也可以使用报警功能。可以根据状态数据确认是否发生报警。 

 
 
 



3.1 变量区域（设定范围）一览

 

3-5 

通
信
数
据 

变量 
类别 

地址 项目 设定（监控）值 E5AZ E5EZ E5CZ E5EZ
-PRR

值名称

H’00000000（0）：Pt(-200～850℃/-300～1500℉) 
H’00000001（1）：Pt（-199.9～500.0℃/-199.9～900.0℉）  
H’00000002（2）：Pt（0.0～100.0℃/0.0～210.0℉） 
H’00000003（3）：Jpt（-199.9～500.0℃/-199.9～900.0℉）  
H’00000004（4）：Jpt（0.0～100.0℃/0.0～210.0℉）  

○ ○ ○ ○ 

H’00000000（0）：K（-200～1300℃/-300～2300℉）  
H’00000001（1）：K（-20.0～500.0℃/0.0～900.0℉） 
H’00000002（2）：J（-100～850℃/-100～1500℉）  
H’00000003（3）：J（-20.0～400.0℃/0.0～750.0℉）  
H’00000004（4）：T（-200～400℃/-300～700℉）  
H’00000005（5）：E（0～600℃/0～1100℉） 
H’00000006（6）：L（-100～850℃/-100～1500℉）  
H’00000007（7）：U（-200～400℃/-300～700℉）  
H’00000008（8）：N（-200～1300℃/-300～2300℉）  
H’00000009（9）：R（0～1700℃/0～3000℉）  
H’0000000A（10）：S（0～1700℃/0～3000℉）  
H’0000000B（11）：B（100～1800℃/300～3200℉）  
H’0000000C（12）：非接触温度传感器（K 10～70℃）  
H’0000000D（13）：非接触温度传感器（K 60～120℃）  
H’0000000E（14）：非接触温度传感器（K 115～165℃）  
H’0000000F（15）：非接触温度传感器（K 140～260℃）  
H’00000010（16）：0～50mV  
H’00000011（17）：T（-199.9～400.0℃/-199.9～700.0℉）  
H’00000012（18）：U（-199.9～400.0℃/-199.9～700.0℉）  

○ ○ ○ ○ C3 0000 输入类别※ 

H’00000000（0）：4-20mA 
H’00000001（1）：0-20 mA 
H’00000002（2）：1-5V 
H’00000003（3）：0-5V 
H’00000004（4）：0-10V 

   ○ 

C3  0001 比例带上限值 比例带下限值＋1～H’0000270F（比例带下限值＋1～9999） ○ ○ ○ ○ 

C3  0002 比例带下限值 H’FFFFF831～比例带上限值-1（-1999 ～比例带上限值-1） ○ ○ ○ ○ 

C3  0003 小数点位置 H’00000000～00000001（0～1）  ○ ○ ○ ○ 

C3 0004 温度单位 
H’00000000（0）：℃ 
H’00000001（1）：℉  

○ ○ ○ ○ 

温度：设定值下限值+1～输入范围上限值 ○ ○ ○ ○ 
C3 0005 设定值上限值 

模拟：设定值下限值+1～比例带上限值 ○ ○ ○ ○ 

温度：输入范围下限值～设定值上限值-1 ○ ○ ○ ○ 
C3 0006 设定值下限值 

模拟：比例带下限值～设定值上限值-1 ○ ○ ○ ○ 

C3 0007 PID/OnOff  
H’00000000（0）：ON/OFF  
H’00000001（1）：2 自由度 PID 

○ ○ ○   

C3 0008 
标准/加热 
冷却 

H’00000000（0） ：标准 
H’00000001（1） ：加热/冷却 

○ ○ ○   

C3 0009 ST  
H’00000000（0）：OFF 
H’00000001（1）：ON  

○ ○ ○ 
  

 

C3 000A 
控制周期

（OUT1）  
H’00000001～H’00000063（1～99）  ○ ○ ○ 

  

 

初始 

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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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 
类别 

地址 项目 设定（监控）值 E5AZ E5EZ E5CZ 
E5EZ
-PRR

值名称

C3 000B 
控制周期

（OUT2）  
H’00000001～H’00000063（1～99）  ○ ○ ○ 

  

 

C3 000C 正/逆动作 
H’00000000（0）：逆动作 
H’00000001（1）：正动作 

○ ○ ○ ○ 

C3 000D 报警 1 类别 

H’00000000（0）：报警功能 
H’00000001（1）：上下限报警 
H’00000002（2）：上限报警 
H’00000003（3）：下限报警 
H’00000004（4）：上下限范围报警 
H’00000005（5）：带待机时序上下限报警 
H’00000006（6）：带待机时序上限报警 
H’00000007（7）：带待机时序下限报警 
H’00000008（8）：绝对值上限报警 
H’00000009（9）：绝对值下限报警 
H’0000000A（10）：绝对值上限带待机时序报警 
H’0000000B（11）：绝对值下限带待机时序报警 

○ ○ ○ 

 

 

 

 

○ 

C3 000E 报警 2 类别 与报警 1 类别相同 ○ ○ ○ ○ 

C3 000F 报警 3 类别 与报警 1 类别相同 ○ ○     

初始 

设定 

C3 0010 
通信单元 
No.※1 

H’00000000～H’00000063（0～99）  ○ ○ ○ ○ 

C3 0011 波特率※1 

H’00000000（0）：1.2  
H’00000001（1）：2.4  
H’00000002（2）：4.8  
H’00000003（3）：9.6  
H’00000004（4）：19.2  

○ ○ ○ ○ 

C3 0012 
通信数据长度 
※1 

H’00000007（7）：7  
H’00000008（8）：8  

○ ○ ○ ○ 

C3 0013 通信停止位※1  
H’00000001（1）：1  
H’00000002（2）：2  

○ ○ ○ ○ 

C3 0014 
通信奇偶校验 
※1 

H’00000000（0） ：无 
H’00000001（1） ：偶数 
H’00000002（2） ：奇数 

○ ○ ○ ○ 

通信 

设定 

C3 0015 多段 SP 使用数 
H’00000000(0) ：无多段 SP； 
H’00000001(1) ：2SP; 
H’00000002(2) ：4SP; 

○ ○ ○ ○ 

C3 0016 
EVENT 输入分

配 1 

H’00000000(0) ：无 
H’00000001(1) ： RUN/STOP(若多段 SP 使用数目为 1 或 2 时,
该处不能设置) 
H’00000002(2) ：Auto/Manual(若多段 SP 使用数目为 1 或 2 时,
该处不能设置) 
H’00000003(3) ：程序启动(若多段 SP 使用数目为 1 或 2 时,
该处不能设置) 

○ ○ ○ ○ 

C3 0017 
EVENT 输入分

配 2 

H’00000000(0) ：无 
H’00000001(1) ：RUN/STOP(若多段 SP 使用数目为 2 时,该处

不能设置) 
H’00000002(2) ：Auto/Manual(若多段 SP 使用数目为 2 时,该
处不能设置) 
H’00000003(3) ：程序启动(若多段 SP 使用数目为 2 时,该处不

能设置) 

○ ○ ○ ○ 

C3 001A 多段 SP 使用 
H’00000000（0）：OFF  
H’00000001（1）：ON  

○ ○ ○ ○ 

高级 

功能 

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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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 
类别 

地址 项目 设定（监控）值 E5AZ E5EZ E5CZ 
E5EZ
-PRR

值名称

C3 001B 空   ○ ○ ○ ○ 

C3 001C SP 斜坡设定值 
H’00000000（0）：OFF  
H’00000001～H’0000270F（1～9999）  

○ ○ ○   

C3 001D 
待机顺序复位方

式 
H’00000000（0） ：条件 A 
H’00000001（1） ：条件 B 

○ ○ ○ ○ 

C3 001E 报警 1 激磁 
H’00000000（0） ：滞后 
H’00000001（1） ：激磁 

○ ○ ○ ○ 

C3 001F 报警 1 滞后 H’00000001～H’0000270F（0.1～999.9）  ○ ○ ○ ○ 

C3 0020 报警 2 激磁 
H’00000000（0） ：滞后 
H’00000001（1） ：激磁 

○ ○ ○ ○ 

C3 0021 报警 2 滞后 H’00000001～H’0000270F（0.1～999.9）  ○ ○ ○ ○ 

C3 0022 报警 3 激磁 
H’00000000（0） ：滞后 
H’00000001（1） ：激磁 

○ ○     

C3 0023 报警 3 滞后 H’00000001～H’0000270F（0.1～999.9）  ○ ○     

C3 0024 加热器断线使用 
H’00000000（0）：OFF  
H’00000001（1）：ON  

○ ○ ○   

C3 0025 加热器断线锁存 
H’00000000（0）：OFF  
H’00000001（1）：ON  

○ ○ ○   

C3 0026 加热器断线滞后 H’00000001～H’000001F4（0.1～50.0）  ○ ○ ○   

C3 0027 ST 整定带 H’00000001～H’0000270F（0.1～999.9）  ○ ○ ○   

C3 0028 α  H’00000000～H’00000064（0.00～1.00）  ○ ○ ○ ○ 

标准：操作量下限值＋0.1～H’0000041A（操作量下限值＋

0.1～105.0）  C3 0029 操作量上限值 

加热冷却：H’00000000～H’0000041A（0.0～105.0）  

○ ○ ○   

标准：H’FFFFFFCE～操作量上限值－0.1（-5.0～操作量上限

值－0.1） C3 002A 操作量下限值 

加热冷却：H’FFFFFBE6～H’00000000（105.0～0.0）  

○ ○ ○   

C3 002B 输入数字滤波器 H’00000000～H’0000270F（0.0～999.9）  ○ ○ ○ ○ 

C3 002C 附加 PV 显示 
H’00000000（0）：OFF  
H’00000001（1）：ON  

○ ○ ○ ○ 

C3 002D 操作量显示 
H’00000000（0）：OFF（无操作量的显示） 
H’00000001（1）：ON （有操作量的显示） 

○ ○ ○ ○ 

C3 002E 
显示模式自动复

位时间 
H’00000000（0）：OFF  
H’00000001～H’00000063（1～99）  

○ ○ ○ ○ 

C3 002F 报警 1 锁存 
H’00000000（0）：OFF  
H’00000001（1）：ON  

○ ○ ○ ○ 

C3 0030 报警 2 锁存 
H’00000000（0）：OFF  
H’00000001（1）：ON  

○ ○ ○ ○ 

C3 0031 报警 3 锁存 
H’00000000（0）：OFF  
H’00000001（1）：ON  

○ ○     

C3 0032 保护值移位时间 H’00000001～H’0000001E（1～30）  ○ ○ ○ ○ 

C3 0033 
输入异常时的输

出 
H’00000000（0）：OFF  
H’00000001（1）：ON  

○ ○ ○ ○ 

高级 

功能 

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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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 项目 设定（监控）值 E5AZ E5EZ E5CZ 
E5EZ
-PRR

值名称

C3 0034 冷接点补偿 
H’00000000 (0)：OFF  

H’00000001 (1)：ON  
○ ○ ○ ○ 

C3 0035 
MB 命令逻辑切

换※2 

H’00000000 (0)：OFF  

H’00000001 (1)：ON  
○ ○ ○ ○ 

C3 0038 警报 1ON 延迟 00000000-00000063 ○ ○ ○ ○ 

C3 0039 警报 2ON 延迟 00000000-00000063 ○ ○ ○ ○ 

C3 003A 警报 3ON 延迟 00000000-00000063 ○ ○     

C3 003B 警报 1OFF 延迟 00000000-00000063 ○ ○ ○ ○ 

C3 003C 警报 2OFF 延迟 00000000-00000063 ○ ○ ○ ○ 

C3 003D 警报 3OFF 延迟 00000000-00000063 ○ ○     

C3 0043 
STOP 时/异常時

追加操作量 
H’00000000 (0) ： OFF 
H’00000001 (1) ： ON 

      ○ 

C3 0057 闭合/浮动 
H’00000000 (0) ： 浮动 
H’00000001 (1) ： 闭合 

      ○ 

C3 0058 行程时间 H’00000001～H’000003E7 (1～999)       ○ 

C3 0059 PV 值死区 H’00000000～H’0000270F (0～9999)       ○ 

C3 005A 阀门开度显示 
H’00000000 (0) ： OFF 

H’00000001 (1) ： ON 
      ○ 

C3 005B 
手动操作量极限

有效 

H’00000000 (0) ： OFF 

H’00000001 (1) ： ON 
      ○ 

高级 

功能 

设定 

 

※可以根据传感器选择输入类别。输入类别中，有「测温电阻」规格和「热电偶＆非接触温度传感器＆模拟输入」规格。 

1※ 通信设定数据，在设定变更后经过复位后才有效。 

2※ 仅 MB 命令（Sysway）可进行逻辑切换。CompoWay/F 的动作指令代码 00（通信写入）的逻辑不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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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状态 
 

 
状态数据如下所示。 

 
※1 电流输出时，控制输出一直为 0。

位位置 

加热器电流

值溢出 
加热器电流

值保持 
HB（加热器断线报

警）异常 

显示范围溢出

输入异常 

控制输出 1 1※  
控制输出 2 
HB（加热器断线报

警）输出 

报警输出 1 
报警输出 2 
报警输出 3 

HB

输
入
异
常 

输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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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位置 

动
作
状
态 

写入模式 
EEPROM 
设定区域 
AT 执行／中止 

运行/停止 
通信写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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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内容如下表所示。 

位的内容 
位位置 状态 

0 1 

0 加热器电流值溢出 未发生 发生 
1 加热器电流值保持 ※1 更新 保持 
2 HB（加热器断线报警）异常 未发生 发生 
3 空   
4 空   
5 显示范围溢出 未发生 发生 
6 输入异常 未发生 发生 
7 空   
8 控制输出 1 ※2 OFF  ON  
9 控制输出 2 OFF  ON  

10 HB（加热器断线报警）输出 OFF  ON  
11 空   
12 报警输出１ OFF  ON  
13 报警输出２ OFF  ON  
14 报警输出３ OFF  ON  
15 空   
16 空   
17 空   
18 空   
19 空   
20 写入模式 备份模式 RAM 写入模式 
21 EEPROM RAM＝EEPROM RAM≠EEPROM 
22 设定区域 设定区域 0 设定区域 1 
23 AT 执行/中止 AT 中止中 AT 执行中 
24 运行/停止 运行 停止 
25 通信写入 OFF（禁止） ON（许可） 
26 空   
27 空   
28 空   
29 空   
30 空   
31 空   

※1 控制输出 ON 的时间不满 190ms 时，设定为 1，在加热器电流值监控中保持之前的值。 
※2 电流输出时，控制输出一直为 OFF。 
※「空」位一直为 O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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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章 Sysway（E5□J、E5□X
格式）通信方式 

该通信方式支持与现有机型（E5□J、E5□X）的兼容性。

采用新系统时，建议使用 CompoWay/F 通信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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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数据格式 
 

 

■命令帧格式 

 
 
＠  表示块格式开头的字符（＝H’40）。 

通信单元 No. BCD 中可以设为 00～99。对于 00～99 以外的单元 No.，无响应。 

标题代码 用 2 个字符表示命令的种类。 
数据代码 仅在报警值 2 写入/读取时为「02」，其余全部为「01」。 
文本 保存读取值、写入值、状态等。根据命令而不同。 
FCS  帧检查时序。 

对从＠开始到文本最终字符为止的值，按每个字符进行 XOR（异或），保存转换

为 ASCII 代码的值。 
终端负载 表示块格式的结束。 

由＊和 CR（回车＝H’0D）构成。 

 
FCS● 的计算示例 FCS（帧检查时序）计算从开始字符「＠」到文本的最终字符为止的异或，将

该 8 位数据转换为 ASCII，设置到 FCS 处。 
 

 
 
 

通信单

元 No.
标题

代码

数据

代码
文本 终端

负载

开始
字符 

通信单元 No. 标题代码 数据代码 

将计算结果 4BH 根据各个位转换为 ASCII，设置到 FCS

○＋表示 XOR（异或）计算，H 表示 16 进制。

FCS 计算范围

﹡ C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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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应帧 

 
 

终止

码 
名称 内容 优先顺序

10 奇偶校验出错 接收的数据为「1」的位的总和与「通信奇偶校验」的设定

值不一致。 
1 

11 成帧出错 停止位为「０」。 2 
12 溢出出错 接收数据已满时，进行新的数据传送。 3 

13 FCS 出错 接收的 FCS 值和计算的 FCS 值不同。 4 
IC※ 未定义出错 不能解读命令的标题代码。 5 
14 格式出错 ・命令长度不正确。 6 
0D 命令不可执行 ・通信写入为 OFF（禁止）时，进行设定值的写入。 

・当 AT 执行时写入设定值。 
7 

15 未定义数据 ・写入数据在设定范围之外或不为数值。 
・数据代码在设定范围之外或不为数值。 

8 

00 正常结束 没有异常，正常结束命令。 － 

 
※未定义出错的响应格式与通常情况下不同，没有「终止码」，出错代码保存在「标题代码」中。详细情

况请参见以下内容。 
 
 

未定义出错时的响应格式 

 
 
 
■通信数据 
 

通信格式 
设定 

（监控）值 
负值 小数点 

Sysway 10 进制４位 最高位为「-1 」，则将最高位设为 A
例）-1999 → A999 
最高位为「-」，则将最高位设为 F  
例）-10 → F010 

设为没有小数点。  
例）105.0 → 1050 

 

通信单

元 No.
标题

代码

结束

代码
文本 终端

负载

通信单

元 No.
标题

代码

终端

负载

﹡

﹡ CR

CR



第 4 章 Sysway（E5 J□ 、E5 X□ 格式）通信方式 
 

4-4 

S
ysw

ay

 
Sysway ■ 命令一览 

分类 
标题 
代码 

数据 
代码 

命令 
写入/ 
读取 

数据 
长度 

备注 

通信写入切换 MB 01 通信写入切换 写入 4B  
ME 01 备份模式选择 写入模式选择 
MA 01 RAM 写入模式选择 

运转/调整设定值保存 MW 01 运行/调整设定值保存 
写入 无  

WS 01 设定值写入 
W% 01 报警值 1 写入 
W% 02 报警值 2 写入 
WB 01 比例带写入 
WN 01 积分时间写入 
WV 01 微分时间写入 
WI 01 温度输入修正值写入 

设定值写入 

WW 01 加热器断线检测写入 

写入 4B  

RS 01 设定值读取 
R% 01 报警值１读取 
R% 02 报警值２读取 
RB 01 比例带读取 
RN 01 积分时间读取 
RV 01 微分时间读取 
RI 01 温度输入修正值读取 

RW 01 加热器断线检测读取 

设定值读取及操作量

监控读取 

RO 01 操作量监控读取 

读取 4B  

设定值上下限值读取 RL 01 设定值上下限值读取 读取 8B 上下限值一次

性读取 
当前值读取 RX 01 当前值读取 读取 8B ※1 
加热器电流值监控读

取 RZ 01 加热器电流值监控读取 读取 8B ※2 

初始状态读取 RU 01 初始状态读取 读取 5B ※3 
·在内存异常（RAM 异常）、初始状态（直至求出接通电源时的当前值为止的状态）中，不接受全部服务，

没有响应。 
·在内存异常（EEPROM 异常）时进行写入时，不进行对 EEPROM 的写入，为「正常结束」。读取和平常

一样进行。 
※1 当前值读取范围为各输入的指示范围。 
※2 状态（后半部 4B）        ※3 状态（前半部 2B） 

 
·溢出  ：加热器电流值＞55.0A 时设为１。 
·显示保持 ：控制输出 ON 的时间不满 190ms 时

设为 1，加热器电流值保持之前的值。

 

 

位位置

溢出 
显示保持

位位置 

控制模式 
输出动作........正动作 反动作

ON/OFF P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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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命令解说 
 

 

■当前值读取 读取当前值和状态。 
 
命令 

 
响应 

 
 
（1）当前值 

请参见「第 3 章 通信数据」。 
 
（2）状态 

 
 

内容 
项目 

0 1 

输入异常 未发生 发生 
加热器断检测 OFF 或没有功能 ON  
EEPROM RAM＝EEPROM RAM≠EEPROM 
报警 1 OFF 或没有功能 ON  
报警 2 OFF 或没有功能 ON  

写入模式 备份模式 RAM 写入模式 

通信写入 OFF（禁止）或没有功能 ON（许可）  
 

通信单

元 No. 
标题

代码

数据

代码
终端

负载

终端

负载 
通信单

元 No. 
标题

代码

结束

代码

当前值 状态

位位置 

输入异常 
加热器断线检测

EEPROM 
报警 1 
报警 2 
写入模式 
通信写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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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终止码 

终止码"00"时，为正常，除此之外的情况下无法进行命令处理。关于终止码，

请参见「■响应帧」（4-3 页）。 
 
（4）注意事项 
·报警1、2尽管在控制器显示部为未显示状态，但是通信中的全部功能有效。 
·移位到设定区域 1 时，保持之前的状态。设定区域 1 为归纳初始设定／通信

设定／高级功能设定／校正值的区域。 

■设定值写入 进行设定值、报警值 1、2、比例带、积分时间、微分时间、温度输入修正值、

加热器断线检测的写入。 
 
命令 

 
响应 

 
（1）标题代码 

标题代码 命令 

WS 设定值写入 
W% 报警值 1/2 写入 
WB 比例带写入 
WN 积分时间写入 
WV 微分时间写入 
WI 温度输入修正值写入 

WW 加热器断线检测写入 
（2）数据代码 

仅在写入报警值 2 时为「02」，其余全部为「01」。 
 
（3）写入值 

写入值（设定值）的范围，请参见「第 3 章 通信数据」。 
 
（4）注意事项 
● 报警值 1、2 

将「报警 1 类别」设定为「上下限报警」、「上下限范围报警」、「带待机时序

上下限报警」中的任何一个时，由于报警为上下限独立设定，「报警值 1」
将变为无效，「报警上限值 1」和「报警下限值 1」将变为报警的设定值。 
为此，上下限报警时，由通信进行的写入值不是写入到「报警值 1」中，而

是写入到「报警上限值 1」和「报警下限值 1」中。 
「报警值 2」也一样。 

终端

负载

通信单

元 No. 
标题

代码

数据

代码
写入值

结束

代码

终端

负载
通信单

元 No. 
标题

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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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温度输入修正值 

将「输入类别」设定为「非接触温度传感器」时，由于修正为 2 点修正，因

此「温度输入修正值」将变为无效，「上限温度输入修正值」和「下限温度

输入修正值」将变为为温度修正的设定值。 
为此，2 点修正时，由通信进行的写入值不是写入到「温度输入修正值」中，

而是写入到「上限温度输入修正值」和「下限温度输入修正值」中。 
 
● 报警 

仅支持报警 1、2。 
不支持报警 3。 
 

■设定值及操作量

监控读取 

读取设定值、报警值 1/2、比例带、积分时间、微分时间、温度输入修正值、

加热器断线检测、操作量监控。 
 
命令 

 
响应 

 
（1）标题代码 

标题代码 命令 

RS 设定值读取 
R% 报警值 1/2 读取 
RB 比例带读取 
RN 积分时间读取 
RV 微分时间读取 
RI 温度输入修正值读取 

RW 加热器断线检测读取 
RO 操作量监控读取 

 
（2）数据代码 

仅在写入报警值 2 时为「02」，其余全部为「01」。 
 
（3）读取值 

关于读取值的范围，请参见「第 3 章 通信数据」。 
 

终端

负载

通信单

元 No. 
标题

代码

数据

代码

读取值结束

代码
终端

负载

通信单

元 No. 
标题

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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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注意事项 

● 报警值 1、2 
将「报警 1 类别」设定为「上下限报警」、「上下限范围报警」、「带待机时序

上下限报警」中任何一个时，由于报警为上下限独立设定，因此「报警值 1」
将变为无效，「报警上限值 1」和「报警下限值 1」将变为报警的设定值。 
为此，上下限报警时，不是「报警值 1」，而是「报警上限值 1」的值为通信

读取值。 
「报警值 2」也一样。 

 
● 温度输入修正值 

将「输入类别」设定为「非接触温度传感器」时，由于修正为 2 点修正，因

此「温度输入修正值」将变为无效，「上限温度输入修正值」和「下限温度

输入修正值」将变为温度修正的设定值。 
为此，2 点修正时，不是「温度输入修正值」，而是「上限温度输入修正值」

为通信读取值。 
 
● 报警 

仅支持报警 1、2。不支持报警 3。 
 

■通信写入切换 根据 MB 命令逻辑切换（高级功能设定值）设定值，MB 命令的逻辑如下表所

示。 
MB 命令（通信写入切换）相当于 E5□J 的 MB 命令（遥控／本地切换）。 

MB 命令逻辑切换的设定值 
MB 命令文本数据

OFF ON 

0000 
通信写入许可 

（遥控模式选择） 
通信写入禁止 

（本地模式选择） 

0001 
通信写入禁止 

（本地模式选择） 
通信写入许可 

（遥控模式选择） 
·MB 命令逻辑切换的初始值：OFF（与 E5□J 为相同逻辑） 

 



 

A-1 

 
 
 
 
 
 
 
 
 
 
 
 
 
 
 
 
 ASCII 代码表 ····················································································A-2 
 

附录 



附录 

 

A-2 

附
录

 

ASCII 代码表 
 

 

 

偶
校
验 



索引 
 

 

A 
ASCII 代码表 ···················································· 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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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CC··············································1-2,2-2,2-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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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oWay/F························· 1-2,2-1,2-4,3-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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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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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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