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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注意事項
(使用之前請務必閱讀)

在使用本產品之前，請仔細閱讀本手冊以及本手冊中所介紹的關聯手冊，同時在充分注意安全的前提下正確地操作。

本手冊中的注意事項僅記載了與本產品有關的內容。關於可程式控制器系統方面的安全注意事項，請參閱MELSEC iQ-R模組組

態手冊。

在“安全注意事項”中，安全注意事項被分為“ 警告”和“ 注意”這二個等級。

此外，注意根據情況不同，即使“ 注意”這一級別的事項也有可能引發嚴重後果。

對兩級注意事項都須遵照執行，因為它們對於操作人員安全是至關重要的。

請妥善保管本手冊以備需要時閱讀，並應將本手冊交給 終用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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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注意事項]

警告
● 應在可程式控制器的外部設置安全電路，確保在外部電源異常及可程式控制器本體故障時，整個系統

始終都會安全運行。未在可程式控制器的外部設置安全電路的情況下，誤輸出或誤動作可能導致事

故。

(1) 應在可程式控制器的外部組態緊急停止電路、保護電路、正轉/反轉等相反動作的互鎖電路、定位

的上限/下限等防止機械損壞的互鎖電路。

(2) 可程式控制器檢測出以下異常狀態時，將停止運算，輸出將變為下述狀態。

 •電源模組的過電流保護裝置或過電壓保護裝置動作時將全部輸出置為OFF。

 •CPU模組中通過看門狗計時器出錯等自診斷功能檢測出異常時，根據參數設置，將保持或OFF全

部輸出。

(3) CPU模組無法檢測的輸入輸出控制部分等的異常時，全部輸出有可能變為ON。此時，應在可程式控

制器的外部組態失效安全電路，設置安全機構，以確保機械動作安全運行。關於失效安全電路示

例有關內容，請參閱MELSEC iQ-R模組組態手冊的“失效安全電路的思路”。

(4) 由於輸出電路的繼電器及電晶體等的故障，輸出可能保持為ON狀態或OFF狀態不變。對於可能引發

重大事故的輸出信號，應在外部設置監視電路。

● 在輸出電路中，由於超過額定的負載電流或負載短路等導致長時間持續過電流的情況下，可能導致冒

煙及著火，因此應在外部設置保險絲等的安全電路。

● 應組態在可程式控制器本體的電源啟動後再接通外部供應電源的電路。如果先啟動外部供應電源，誤

輸出或誤動作可能引發事故。

● 將可程式控制器本體的電源置為OFF的情況下，應組態電路，以確保先將外部供應電源置為OFF。如果

先將可程式控制器本體的電源置為OFF，誤輸出或誤動作可能導致事故。

● 關於網路通信異常時各站的動作狀態，請下載使用的網路的手冊並進行參考。誤輸出或誤動作可能導

致事故。

● 將外部設備連接到CPU模組上或智慧功能模組上，對運行中的可程式控制器進行控制(資料更改)時，應

在程式中組態互鎖電路，以確保整個系統始終都會安全運行。此外，對運行中的可程式控制器進行其

它控制(程式更改、參數更改、強制輸出、運行狀態更改(狀態控制))時，應仔細閱讀手冊並充分確認

安全之後再進行操作。如果未認真確認，操作錯誤可能導致機械損壞及事故。此外，安全CPU的情況下

在安全模式的運行中，無法進行控制(資料更改)。

● 從外部設備對遠端的可程式控制器進行控制時，由於資料通信異常可能無法立即對可程式控制器側的

故障進行處理。應在程式中組態互鎖電路的同時，在外部設備與CPU模組之間確定發生資料通信異常時

系統方面的處理方法。

● 在模組的緩衝記憶體中，請勿對系統區域或禁止寫入區域進行資料寫入。此外，從CPU模組對各模組的

輸出信號中，請勿對禁止使用的信號進行輸出(ON)操作。如果對系統區域或者禁止寫入區域進行資料

寫入，或對禁止使用的信號進行輸出，有可能造成可程式控制器系統誤動作。關於系統區域或者禁止

寫入區域、禁止使用的信號有關內容，請參閱各模組的用戶手冊。此外，對於安全通信中使用的區

域，由於無法由客戶寫入，因此安全通信不會誤動作。



[設計注意事項]

警告
● 通信電纜斷線的情況下，線路將變得不穩定，可能導致多個站中網路通信異常。應在程式中組態互鎖

電路，以便即使發生了通信異常也能保證系統安全運行。誤輸出或誤動作可能導致事故。此外，關於

安全通信，通過安全站互鎖功能的互鎖將起作用。

● 應在遠端起始模組的外部組態安全電路，確保在外部電源異常及遠端起始模組本體故障時，整個系統

始終都會安全運行。誤輸出或誤動作可能導致事故。

(1) 應在遠端起始模組的外部組態緊急停止電路、保護回路、正轉/反轉等相反動作的互鎖電路、定位

的上限/下限等防止機械損壞的互鎖電路。

(2) 遠端起始模組檢測出以下異常狀態時，輸出將變為下述狀態。

 •遠端起始模組中通過看門狗計時器出錯等自診斷功能檢測出異常時，根據主基板或擴展基板中

安裝的模組的參數設置，將保持或OFF全部輸出。

(3) 遠端起始模組無法檢測的輸入輸出控制部分等的異常時，全部輸出有可能變為ON。此時，應在遠

端起始模組的外部組態失效安全電路、設置安全機構，以確保機械動作安全運行。關於失效安全

電路示例有關內容，請參閱MELSEC iQ-R模組組態手冊的“失效安全電路的思路”。

● 應組態在遠端起始模組本體電源啟動後再接通外部供應電源的電路。如果先啟動外部供應電源，誤輸

出或誤動作可能引發事故。

● 將外部設備連接到遠端起始模組上，對運行中的遠端起始模組進行控制(資料更改)時，應在主站的程

式中組態互鎖電路，確保整個系統始終都會安全運行。此外，對運行中的遠端起始模組進行其它控制(參

數更改、強制輸出、運行狀態更改(狀態控制))時，應仔細閱讀手冊並充分確認安全之後再進行操作。

如果未認真確認，操作錯誤可能導致機械損壞及事故。

● 從外部設備對遠端的遠端起始模組進行控制時，由於資料通信異常，可能不能對遠端起始模組的故障

立即採取措施。應在主站的程式中組態互鎖電路的同時，預先在外部設備與遠端起始模組之間確定發

生資料通信異常時系統方面的處理方法。

● 在遠端起始模組的緩衝記憶體中，請勿進行資料寫入。如果對緩衝記憶體進行資料寫入，有可能造成

可程式控制器系統誤動作。

● 請勿從遠端起始模組對各模組的緩衝記憶體的系統區域或禁止寫入區域進行資料寫入。此外，從遠端

起始模組至各模組的輸出信號中，請勿對禁止使用的信號進行輸出(ON)操作。如果對各模組的系統區

域或者禁止寫入區域進行資料寫入，或對禁止使用的信號進行輸出，有可能造成可程式控制器系統誤

動作。關於系統區域或者禁止寫入區域、禁止使用的信號有關內容，請參閱各模組的用戶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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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注意事項]

[安全注意事項]

[安裝注意事項]

注意
● 請勿將控制線及通信電纜與主電路或動力線捆紮在一起，或使其相互靠得過近。電磁干擾可能導致誤

動作。對於控制線及通信電纜，應該彼此相距100mm及以上。

● 控制燈負載、加熱器、螺線管閥等的感應性負載時，輸出OFFON時有可能有較大電流(通常的10倍左

右)流過，因此應使用額定電流留有餘裕的模組。

● CPU模組的電源OFFON或復位時，CPU模組變為RUN狀態所需的時間根據系統組態、參數設置、程式容

量等而變化。在設計上應做到即使變為RUN狀態所需的時間變動，也能確保整個系統安全運行。

● 在登錄各種設置過程中，請勿進行模組安裝站的電源OFF及CPU模組的復位。如果在登錄過程中進行模

組安裝站的電源OFF及CPU模組的復位，快閃記憶體內、SD記憶卡的資料內容將變得不穩定，需要將設

置值重新設置到緩衝記憶體並重新登錄到快閃記憶體、SD記憶卡中。此外，有可能導致模組故障及誤

動作。

● 從外部設備對CPU模組進行運行狀態更改(遠端RUN/STOP等)時，應將“模組參數”的“打開方法設置”

設置為“不通過程式OPEN”。“打開方法設置”被設置為“通過程式OPEN”的情況下，如果從外部設

備執行遠端STOP，則通信線路將被關閉。以後將無法在CPU模組側重新打開，也無法從外部設備執行遠

端RUN。

● 遠端起始模組的電源OFFON或復位時，遠端起始模組變為RUN狀態所需的時間，根據系統組態、參數

設置等而變化。在設計上應做到即使變為RUN狀態所需的時間變動，也能確保整個系統安全運行。

● 在寫入參數過程中，請勿進行遠端起始模組的電源OFF及復位。否則有可能導致模組故障及誤動作。

警告
● 對於經由網路的來自於外部設備的非法訪問、DoS攻擊、電腦病毒及其它網路攻擊，為了保護可程式控

制器及系統的安全(可用性、完整性、機密性)，應採取安裝防火牆及VPN、將殺毒軟體導入到電腦等的

措施。

警告
● 安裝及拆卸模組時，必須先將系統使用的外部供應電源全部斷開後再進行操作。如果未全部斷開，有

可能導致觸電、模組故障及誤動作。



[安裝注意事項]

[配線注意事項]

注意
● 應在符合安全注意事項(Safety Guidelines)(IB-0800525E)記載的一般規格的環境下使用可程式控制

器。在不符合一般規格的環境下使用可程式控制器時，有可能導致觸電、火災、誤動作、產品損壞或

性能變差。

● 安裝模組時，應將模組下部的凹槽插入到基板的導軌中，以導軌的前端為支點，押入直到聽見模組上

部的掛鉤發出“哢嚓”聲為止。如果模組未正確安裝，有可能導致誤動作、故障或脫落。

● 安裝沒有模組固定用掛鉤的模組時，將模組下部的凹槽插入到基板的導軌中，以導軌的前端為支點押

入後，必須用螺栓擰緊。如果模組未正確安裝，有可能導致誤動作、故障或脫落。

● 在振動較多的環境下使用時，應將模組用螺栓擰緊。

● 應在規定的扭矩範圍內擰緊螺栓。如果螺栓擰得過鬆，有可能導致部件及配線脫落、短路或誤動作。

如果螺栓擰得過緊，可能會損壞螺栓及模組而導致脫落、短路或誤動作。關於規定的扭矩範圍，請參

閱MELSEC iQ-R模組組態手冊。

● 擴展電纜應可靠安裝到基板的擴展電纜用連接器上。安裝後，應確認是否鬆動。如果擴展電纜未正確

安裝，接觸不良可能導致誤動作。

● SD記憶卡及CFast卡應押入到安裝插槽中可靠安裝。安裝後，應確認是否鬆動。如果未正確安裝，接觸

不良可能導致誤動作。

● 擴展SRAM卡盒或無電池選項卡盒應押入到CPU模組的卡盒連接用連接器中可靠安裝。安裝後應關閉卡盒

蓋板，確認是否鬆動。接觸不良可能導致誤動作。

● 通電中及電源斷開之後，模組可能會處於高溫狀態，因此應加以注意。

● 請勿直接觸碰模組、SD記憶卡、CFast卡、擴展SRAM卡盒、無電池選項卡盒或連接器的導電部分及電子

部件。如果直接觸碰，可能導致模組的故障及誤動作。

警告
● 安裝或配線作業時，必須先將系統使用的外部供應電源全部斷開後再進行操作。如果未全部斷開，有

可能導致觸電、模組故障及誤動作。

● 在安裝或配線作業後，進行通電或運行的情況下，將空插槽蓋板模組(RG60)安裝到空餘插槽上。此

外，應根據需要，在擴展電纜用連接器上安裝擴展連接器保護蓋板*1。如果在通電或運行中直接觸碰

連接器的導電部分，可能會導致觸電。

*1 關於詳細內容，請向當地三菱電機代理店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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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線注意事項]

注意
● 必須對FG端子及LG端子採用可程式控制器專用接地(接地電阻小於100Ω)。否則可能導致觸電或誤動

作。

● 應使用合適的壓裝端子，並按規定的扭矩擰緊。如果使用Y型壓裝端子，端子螺栓鬆動的情況下有可能

導致脫落、故障。

● 模組配線時，應確認產品的額定電壓及信號排列後正確地進行操作。如果連接了與額定不相符的電源

或配線錯誤，有可能導致火災或故障。

● 對於外部設備連接用連接器，應使用生產廠商指定的工具進行壓裝、壓接或正確地焊接。連接不良的

情況下，有可能導致短路、火災或誤動作。

● 連接器應可靠安裝到模組上。接觸不良可能導致誤動作。

● 請勿將控制線及通信電纜與主電路或動力線捆紮在一起，或使其相互靠得過近。否則雜訊可能導致誤

動作。對於控制線及通信電纜，應該彼此相距100mm及以上。

● 連接在模組上的電線及電纜必須納入導管中，或通過夾具進行固定處理。如果未將電線及電纜納入導

管中或未通過夾具進行固定處理，有可能由於電纜的晃動或移動、不經意的拉扯等導致誤動作或模組

及電纜破損。

尤其是在振動、衝擊較大的場所中使用的情況下，電線及電纜的重量可能會給模組帶來負載。

對於擴展電纜，請勿除去外皮進行夾緊處理。否則電纜的特性變化可能導致誤動作。

● 連接電纜時，應在確認連接的介面類別型的基礎上，正確地操作。如果連接了不同類型的介面或者配

線錯誤，有可能導致模組或外部設備故障。

● 應在規定的扭矩範圍內擰緊端子螺栓及連接器安裝螺栓。如果螺栓擰得過鬆，可能導致脫落、短路、

火災或誤動作。如果螺栓擰得過緊，可能會損壞螺栓及模組而導致脫落、短路、火災或誤動作。

● 拆卸模組上連接的電纜時，請勿拉扯電纜部分。對於帶有連接器的電纜，應用手握住模組連接部分的

連接器進行拆卸。對於端子排連接的電纜，應將端子排端子螺栓鬆開後進行拆卸。如果在與模組相連

接的狀態下拉扯電纜，有可能導致誤動作或模組及電纜破損。

● 應注意防止切屑及配線頭等異物掉入模組內。否則有可能導致火災、故障或誤動作。

● 模組上部貼有防止混入雜物的標籤的情況下，在系統運行時必須撕下防止混入雜物的標籤。如果未撕

下防止混入雜物的標籤，散熱不充分，可能會導致火災、故障或誤動作。

● 應將可程式控制器安裝在控制盤內使用。在安裝在控制盤內的可程式控制器電源模組與主電源之間進

行配線時，應通過中繼端子排進行。此外，進行電源模組的更換及配線作業時，應由在觸電保護方面

受到過良好培訓的維護人員進行操作。關於配線方法，請參閱MELSEC iQ-R模組組態手冊。

● 系統中使用的乙太網路電纜，應符合各模組的用戶手冊記載的規格。不符合規格的配線時，將無法保

證正常的資料傳送。



[啟動·維護注意事項]

警告
● 請勿在通電狀態下觸碰端子。如果觸碰端子，有可能導致觸電或誤動作。

● 應正確連接電池連接器。請勿對電池進行充電、拆開、加熱、置入火中、短路、焊接、附著液體、強

烈衝擊等動作。如果電池處理不當，由於發熱、破裂、著火、漏液可能導致人身傷害或火災。

● 擰緊端子螺栓、連接器安裝螺栓或模組固定螺栓以及清潔模組時，必須先將系統使用的外部供應電源

全部斷開後再進行操作。如果未全部斷開，有可能導致觸電。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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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動·維護注意事項]

注意
● 將外部設備連接到CPU模組上或智慧功能模組上，對運行中的可程式控制器進行控制(資料更改)時，應

在程式中組態互鎖電路，以確保整個系統始終都會安全運行。此外，對運行中的可程式控制器進行其

它控制(程式更改、參數更改、強制輸出、運行狀態更改(狀態控制))時，應仔細閱讀手冊並充分確認

安全之後再進行操作。如果未認真確認，操作錯誤可能導致機械損壞及事故。

● 從外部設備對遠端的可程式控制器進行控制時，由於資料通信異常可能無法立即對可程式控制器側的

故障進行處理。應在程式中組態互鎖電路的同時，在外部設備與CPU模組之間確定發生資料通信異常時

系統方面的處理方法。

● 請勿拆開或改造模組。如果進行模組的拆開或改造，有可能導致故障、誤動作、人員傷害或火災。

● 在使用行動電話及PHS等無線通信設備時，應在全方向與可程式控制器本體保持25cm及以上的距離。如

果從可程式控制器本體的全方向到無線通信設備為止的距離小於25cm，有可能導致誤動作。

● 安裝及拆卸模組時，必須先將系統使用的外部供應電源全部斷開後再進行操作。如果未全部斷開，有

可能導致模組故障及誤動作。

● 應在規定的扭矩範圍內擰緊螺栓。如果螺栓擰得過鬆，有可能導致部件及配線脫落、短路或誤動作。

如果螺栓擰得過緊，可能會損壞螺栓及模組而導致脫落、短路或誤動作。

● 產品投入使用後，下述產品的拆裝次數不應超過50次(根據IEC 61131-2規範)。

此外，如果超過了50次，有可能導致誤動作。

 •模組與基板

 •CPU模組與擴展SRAM卡盒或無電池選項卡盒

 •模組與端子排

 •基板與擴展電纜

● 產品投入使用後，SD記憶卡的安裝·拆卸次數不應超過500次。如果超過了500次，有可能導致誤動

作。

● 使用SD記憶卡及CFast卡時，請勿觸碰露出的卡端子。如果觸碰卡端子，有可能導致故障及誤動作。

● 使用擴展SRAM卡盒或無電池選項卡盒時，請勿觸碰電路板上的IC。否則有可能導致故障及誤動作。

● 請勿讓安裝到模組中的電池遭受掉落·衝擊。掉落·衝擊可能導致電池破損、電池內部電池液洩漏。

受到過掉落·衝擊的電池應棄用。



[啟動·維護注意事項]

[運行注意事項]

[廢棄注意事項]

注意
● 執行控制盤內的啟動·維護作業時，應由在觸電保護方面受到過良好培訓的維護作業人員操作。此

外，控制盤應配鎖，以便只有維護作業人員才能操作控制盤。

● 在接觸模組之前，必須先接觸已接地的金屬等的導電性物體，釋放掉人體等所攜帶的靜電。或者，建

議佩戴已接地的防靜電腕帶。如果不釋放掉靜電，有可能導致模組故障及誤動作。

● 產品開包後，應注意對模組進行除電，以確保不受到靜電的影響。在模組帶電的狀態下接觸已接地的

金屬等時，電荷可能急劇放電，從而導致故障。

關於除靜電的具體步驟，請參閱下述技術通告。

Antistatic Precautions Before Using MELSEC iQ-R Series Products(FA-A-0368)

● 對於模組上附著的污垢，應用清潔且乾燥的布擦去。

● 將外部設備連接到遠端起始模組上，對運行中的可程式控制器進行控制(資料更改)時，應在主站的程

式中組態互鎖電路，確保整個系統始終都會安全運行。此外，對運行中的遠端起始模組進行其它控制(參

數更改、強制輸出、運行狀態更改(狀態控制))時，應仔細閱讀手冊並充分確認安全之後再進行操作。

如果未認真確認，操作錯誤可能導致機械損壞及事故。

● 從外部設備對遠端的遠端起始模組進行控制時，由於資料通信異常，可能不能對遠端起始模組的故障

立即採取措施。應在主站的程式中組態互鎖電路的同時，預先在外部設備與遠端起始模組之間確定發

生資料通信異常時系統方面的處理方法。

注意
● 將個人電腦等外部設備連接到智慧功能模組上對運行中的可程式控制器進行控制(尤其是資料更改、程

式更改、運行狀態更改(狀態控制))時，應在仔細閱讀用戶手冊並充分確認安全之後再實施操作。如果

資料更改、程式更改、狀態控制錯誤，有可能導致系統誤動作、機械損壞及事故。

● 將緩衝記憶體的設置值登錄到模組內的快閃記憶體中使用的情況下，在登錄過程中請勿進行模組安裝

站的電源OFF及CPU模組的復位。如果在登錄過程中進行模組安裝站的電源OFF及CPU模組的復位，快閃

記憶體內、SD記憶卡的資料內容將變得不穩定，需要將設置值重新設置到緩衝記憶體並重新登錄到快

閃記憶體、SD記憶卡中。此外，可能導致模組故障及誤動作。

注意
● 產品廢棄時，應將其作為工業廢棄物處理。

● 廢棄電池時，應根據各地區制定的法令單獨進行。關於歐盟成員國電池規定的詳細內容，請參閱

MELSEC iQ-R模組組態手冊。
9



10
[運輸注意事項]

注意
● 在運輸含鋰電池時，必須遵守運輸規定。關於規定物件機型的詳細內容，請參閱MELSEC iQ-R模組組態

手冊。

● 如果木製包裝材料的消毒及防蟲措施的薰蒸劑中包含的鹵素物質(氟、氯、溴、碘等)進入到三菱電機

產品中有可能導致故障。應防止殘留的薰蒸成分進入三菱電機產品，或採用薰蒸以外的方法(熱處理等)

進行處理。此外，消毒及防蟲措施應在包裝前的木材階段實施。



關於產品的應用

前言
在此感謝您選擇三菱電機可程式控制器MELSEC iQ-R系列產品。

本手冊是用於讓用戶瞭解使用下述物件模組時必要的功能、參數設置、故障排除有關內容的手冊。

在使用之前應熟讀本手冊及關聯手冊，在充分瞭解MELSEC iQ-R系列可程式控制器的功能·性能的基礎上正確地使用本產品。

應將本手冊交給 終用戶。

物件模組

RJ72GF15-T2
11



12
目錄

安全注意事項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關於產品的應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1

前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1

關聯手冊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5

術語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6

總稱/簡稱.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7

第1章 功能 18

1.1 資料通信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8

1.2 循環傳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9

位軟元件的循環傳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9

字軟元件的循環傳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5

注意事項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8

1.3 遠端操作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9

遠端RUN/STOP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9

遠端復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0

1.4 從外部設備的標籤訪問設置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1

設置步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1

檔案操作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1

1.5 RAS功能.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2

自診斷功能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2

出錯解除功能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4

事件履歷功能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6

電源冗餘系統診斷功能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9

1.6 安全功能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2

1.7 監視功能(當前值更改)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3

1.8 冗餘功能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4

系統組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5

投運步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7

系統切換動作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8

控制系統及待機系統的確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0

兩個系統同一性檢查的內容及異常時的動作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2

系統切換功能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4

從控制系統至待機系統的記憶體復製功能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9

冗餘系統中有限制的功能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61

設置示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62

1.9 安全通信中繼功能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66

系統組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66

投運步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68

有限制的功能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74

設置示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75

注意事項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75



C
O
NT

E
N
TS
第2章 參數設置 76

2.1 CPU參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76

名稱設置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77

動作關聯設置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78

RAS設置.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79

網路必須設置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80

網路應用設置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81

2.2 模組參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84

第3章 可執行的檔案操作 85

第4章 故障排除 87

4.1 故障排除的步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87

4.2 通過LED進行確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89

4.3 模組的狀態確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92

4.4 網路的狀態確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95

4.5 遠端起始模組的更換步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99

冗餘系統以外的組態中的更換步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99

冗餘系統組態中的待機系統的更換步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0

4.6 不同現象的故障排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1

無法循環傳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1

無法暫態傳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1

電源模組的POWER LED熄燈的情況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1

無法識別特定的擴展基板的情況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2

無法識別特定的Q系列的擴展基板的情況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2

冗餘系統組態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3

無法進行安全通信中繼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4

4.7 出錯代碼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5

出錯代碼體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5

出錯的解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6

出錯代碼一覽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6

4.8 參數No.一覽.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27

系統參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27

CPU參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27

4.9 事件一覽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28

一覽表的閱讀方法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28

事件一覽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30

附錄 132

附1 連結特殊繼電器(SB)一覽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32

附2 連結特殊暫存器(SW)一覽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35

附3 特殊繼電器(SM)一覽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37

附4 特殊暫存器(SD)一覽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43

附5 存取碼、屬性代碼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56

附6 處理時間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57

傳送延遲時間的計算中使用的處理時間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57

系統切換時間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59

附7 功能的添加及更改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60
13



14
索引 162

修訂記錄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64

保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65

商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66



關聯手冊
關於 新的e-Manual及手冊PDF，請向當地三菱電機代理店諮詢。

e-Manual是可以使用專用工具進行流覽的三菱電機FA電子書籍手冊。

e-Manual具有以下特點。

 • 可以從多本手冊同時搜尋需要的資訊(跨手冊搜尋)

 • 可以通過手冊內的連結流覽其它手冊

 • 可以通過產品插圖的各部分流覽想要瞭解的硬體規格

 • 可以將頻繁流覽的資訊登錄到我的 愛

 • 可以將樣本程式復製到工程工具中

手冊名稱[手冊編號] 內容 提供形態

MELSEC iQ-R CC-Link IE現場網路遠端起始模組用戶手冊(應

用篇)

[SH-081628CHT](本手冊)

記載CC-Link IE現場網路遠端起始模組的功能、參數設置、故障排除

有關內容。

e-Manual

PDF

MELSEC iQ-R CC-Link IE現場網路遠端起始模組用戶手冊(入

門篇)

[SH-081625CHT]

記載CC-Link IE現場網路遠端起始模組的規格、投運步驟、系統組態、

配線、通信示例有關內容。

e-Manual

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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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語
在本手冊中，除了特別標明的情況外，將使用下述術語進行說明。

*1 本手冊本文中的術語與工程工具的畫面用語存在不一致的地方。

閱讀本手冊時，畫面用語請依照以下方式替換。

術語 內容

A系統 是在冗餘系統中，為了判別2個系統，設置為A系統的系統。

有A系統及B系統，用於判別連接的2個系統。

B系統 是在冗餘系統中，為了判別2個系統，設置為B系統的系統。

有A系統及B系統，用於判別連接的2個系統。

SIL2模式 是進行SIL2等級的安全輸入輸出的輸入輸出模組以及智慧功能模組的動作模式。關於SIL2模式的詳細內容，請

參閱下述手冊。

各輸入輸出模組、智慧功能模組的手冊

智慧功能模組 是A/D、D/A轉換模組等具有輸入輸出以外的功能的模組。

智慧設備站 是將位元單位的輸入輸出信號及字單位的輸入輸出資料循環傳送到主站的站。也可進行暫態傳送。對來自於其

它站的暫態傳送(請求)返回回應。此外，對其它站發佈暫態傳送(請求)。

工程工具 是用於進行可程式控制器的設置、程式、調試、維護的工具。

全域標籤 是在工程內創建了多個程式資料時，對所有的程式資料均有效的標籤。

全域標籤有GX Works3自動生成的模組固有的標籤(模組標籤)及可對任意指定的軟元件創建的標籤。

系統切換 冗餘系統組態時，為了在控制系統的故障或異常時使系統的運行繼續進行，將切換控制系統及待機系統。

循環傳送 是使用連結軟元件，在同一網路的站之間定期進行資料通信的功能。

新控制系統 是通過系統切換從待機系統變為控制系統的系統。

新待機系統 是通過系統切換從控制系統變為待機系統的系統。

控制系統 是冗餘系統組態時進行控制及網路的通信的系統。

專用陳述式 是使用於使用智慧功能模組的功能的程式易於進行的陳述式。

待機系統 是冗餘系統組態時的備份用的系統。

資料連結 是通過循環傳送及暫態傳送進行的通信。

軟元件 是用於儲存資料的CPU模組的記憶體。軟元件根據用途有X/Y/M/D等。

設備站*1 是除主站以外的站(本地站、遠端I/O站、遠端設備站、智慧設備站等)。

電源冗餘系統 將2個電源模組安裝到基板上，即使一方的電源模組故障的情況下，也可從另一方的電源模組供應電源，可以繼

續運行。

熱備電纜 是冗餘系統組態時對冗餘功能模組之間進行連接的光纖電纜。

暫態傳送 是在來自於專用陳述式及工程工具的請求時，與其它站進行通信的功能。

冗餘系統 是對CPU模組、電源模組、網路模組等的基本系統進行冗餘，即使在一方的系統中發生異常，也可在另一方的系

統中繼續進行控制的系統。關於詳細內容，請參閱下述手冊的“冗餘系統”。

MELSEC iQ-R模組組態手冊

緩衝記憶體 是用於儲存設置值、監視值等的資料的智慧功能模組的記憶體。

CPU模組的情況下，是指用於儲存乙太網路功能的設置值、監視值等的資料及多CPU系統功能的資料通信中使用

的資料等的記憶體。

主站 是控制整個網路的站。可以與所有站進行循環傳送及暫態傳送。

1個網路中僅存在1個。

模組標籤 是對各模組固有定義的記憶體(輸入輸出信號及緩衝記憶體)以任意字元串進行表示的標籤。

可以從所使用的模組由GX Works3自動生成，作為全域標籤使用。

遠端I/O站 是與主站對位元單位的輸入輸出信號進行循環傳送的站。

遠端設備站 是將位元單位的輸入輸出信號及字單位的輸入輸出資料循環傳送到主站的站。對來自於其它站的暫態傳送(請求)

返回回應。

連結軟元件 是CC-Link IE現場網路的模組及插板內部具有的軟元件(RX/RY/RWr/RWw/SB/SW)。

本地站 是與主站及其它本地站進行循環傳送及暫態傳送的站。

畫面用語 替換後的用語

從站 設備站



總稱/簡稱
在本手冊中，除了特別標明的情況外，將使用下述總稱/簡稱進行說明。

總稱/簡稱 內容

CC-Link IE模組 是CC-Link IE控制網路搭載模組及CC-Link IE現場網路主站·本地站搭載模組的總稱。

CPU模組 是MELSEC iQ-R系列、MELSEC-Q系列及MELSEC-L系列CPU模組的總稱。

乙太網路對應設備 是支持IP通信的設備的總稱。(個人電腦等)

乙太網路搭載模組 是RJ71EN71(使用乙太網路功能時)及MELSEC iQ-R系列的CPU模組(使用乙太網路功能時)的總稱。

RAS 是Reliability(可靠性)Availability(易用性)Serviceability(易維護性)的簡稱。表示自動化設備的綜合易用

性能。

RQ擴展基板 是MELSEC iQ-R系列RQ擴展基板的簡稱。

SIL2功能模組 是R6PSFM的別稱。

是與SIL2過程CPU組合使用，進行安全控制的模組。不可以與SIL2過程CPU以外的CPU模組組合。

SIL2過程CPU 是R08PSFCPU、R16PSFCPU、R32PSFCPU、R120PSFCPU的總稱。

是與SIL2功能模組組合使用，進行一般控制與安全控制的CPU模組。此外，也與冗餘功能模組組合使用，對系統

進行冗餘。

電源冗餘用電源模組 是用於對電源進行冗餘的電源模組的總稱。

與電源冗餘用基板組合使用，對電源冗餘系統進行組態。

電源冗餘用基板 是用於對電源進行冗餘的基板的總稱。

與電源冗餘用電源模組組合使用，對電源冗餘系統進行組態。

電源模組 是MELSEC iQ-R系列電源模組的簡稱。

輸入輸出模組 是輸入模組、輸出模組、輸入輸出混合模組、中斷模組的總稱。

網路模組 是下述模組的總稱。

• 乙太網路介面模組

• CC-Link IE控制網路模組

• CC-Link IE現場網路模組

• MELSECNET/H網路模組

• MELSECNET/10網路模組

• RnENCPU(網路部)

基板 是主基板、擴展基板、RQ擴展基板的總稱。

主站·本地站模組 是RJ71GF11-T2、QJ71GF11-T2、QS0J71GF11-T2、LJ71GF11-T2型CC-Link IE現場網路主站·本地站模組及使用

CC-Link IE現場網路功能時的下述模組的總稱。

• RJ71EN71
• RnENCPU

遠端起始模組 是RJ72GF15-T2型CC-Link IE現場網路遠端起始模組的簡稱。

遠端暫存器(RWr) 是從設備站向主站以16位元單位(1字)輸入的資訊。(在本地站中有部分不同。)

遠端暫存器(RWw) 是從主站向設備站以16位元單位(1字)輸出的資訊。(在本地站中有部分不同。)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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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功能

1.1 資料通信

與主站的資料通信

遠端起始模組與主站通過下述方法進行資料通信。

 • 循環傳送(19頁 循環傳送)

 • 暫態傳送(使用的主站·本地站模組的用戶手冊)

與安裝的模組的資料通信

與安裝在遠端起始模組中的模組通過下述方法進行資料通信。

資料通信方法 內容 參照目標

I/O重新整理 輸入重新整理 從輸入模組、智慧功能模組或網路模組向遠端起始模組進行ON/OFF資料的輸入。 19頁 位軟元件的循環傳

送輸出重新整理 從遠端起始模組向輸出模組、智慧功能模組或網路模組進行ON/OFF資料的輸出。

智慧功能模組的重新整理 在智慧功能模組的緩衝記憶體與遠端起始模組的軟元件之間進行輸入輸出資料的

通信。

25頁 字軟元件的循環傳

送

網路模組的重新整理 在網路模組的連結特殊繼電器(SB)、連結特殊暫存器(SW)及連結軟元件與遠端起

始模組的軟元件之間進行輸入輸出資料的通信。

使用的網路模組的用

戶手冊
1  功能

1.1  資料通信



1

1.2 循環傳送
以下說明對遠端起始模組的位軟元件及字軟元件進行循環傳送的方法有關內容。

位軟元件的循環傳送
對於CPU模組(1)，可以將來自於遠端起始模組(3)上安裝的模組的輸入(X)及輸出(Y)像主站·本地站模組(2)的輸入及輸出一樣

使用。

X

Y

RX
(1) (2)

RY

RX

RY

(3)

X

Y

1  功能

1.2  循環傳送 19



20
資料的流向

以下說明對位軟元件的資料進行循環傳送時的資料的流向及設置方法有關內容。

 • 從智慧設備站向主站輸入時，將來自於遠端起始模組上安裝的各模組的輸入(X)的資料輸入至主站的遠端輸入(RX)中。

 • 從主站向智慧設備站輸出時，將主站的遠端輸出(RY)的資料輸出至遠端起始模組上安裝的各模組的輸出(Y)中。
1  功能

1.2  循環傳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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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O分配的設置為預設的情況下
以下對將主站的RX/RY設置的起始輸入輸出編號設置為0000H，遠端起始模組的I/O分配設置為預設的情況進行說明。

(1)主站中被分配的遠端起始模組(站號1)的RX/RY的範圍

• RX: 0000H～003FH

• RY: 0000H～003FH

0000H

003FH

0000H

003FH

3FFFH

3FFFH

07FFH

07FFH

(1)

RX RX

RY RY
0000H

003FH

003FH

X

000FH

Y
0000H

0000H
000FH

Y

X

000FH

Y
0000H
000FH

0000H
000FH

Y

X X

RX10 RY10R2 RX10 RY10R2

X

Y

RJ72GF15-T2

0000H

000FH

0000H

0000H
000FH000FH

0000H

0000H
1  功能

1.2  循環傳送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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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改了I/O分配的設置的情況下
以下對將主站的RX/RY設置的起始輸入輸出編號設置為0000H，更改了遠端起始模組的I/O分配設置的情況進行說明。

進行了I/O分配設置時的分配如下所示。

(1)主站中被分配的遠端起始模組(站號1)的RX/RY的範圍

• RX: 0000H～003FH

• RY: 0000H～003FH

0000H

003FH

0000H

003FH

3FFFH

3FFFH

07FFH

07FFH

(1)

RX RX

RY RY
0000H

003FH

003FH

X

000FH

Y0000H

0000H
000FH

Y

X

000FH

Y0000H
000FH

0000H
000FH

Y

X X

RX10 RY10R2 RX10 RY10R2

X

Y

RJ72GF15-T2

0000H

000FH

0000H

0000H
000FH000FH

0000H

0000H
1  功能

1.2  循環傳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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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置方法

在主站的網路組態設置中，將遠端起始模組上安裝的模組的輸入輸出點數的合計以16點單位進行設置。

 • 在智慧設備站中對空餘插槽進行設置，對起始輸入輸出編號進行更改的情況下，應在遠端起始模組中進行I/

O分配設置。

 • 有由於系統擴展等導致增加點數的預定的情況下，在主站的網路組態設置中，預先將RX/RY設置的點數設置

為更大點數。通過將點數設置為更大點數，在系統擴展時可以無需進行主站的參數更改。但是，如果點數過

多則處理時間將會延長。
1  功能

1.2  循環傳送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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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狀態的輸出狀態

根據資料連結及遠端起始模組的狀態，有可能無法輸出資料。

資料連結及遠端起始模組的狀態與輸出的狀態的關係如下所示。

:不取決於狀態

開關 遠端起始模組的狀態 資料連結狀態 輸出的狀態

RUN 正常運行中 循環傳送中 根據主站的狀態及設置而變化。(使用的主站·本地站模組的用戶手冊)

(1)主站的CPU模組的狀態為停止型出錯的情況下

輸出(Y)按照模組參數的出錯時輸出模式的設置。

使用的模組的用戶手冊

數位-類比轉換模組的類比輸出按照類比輸出HOLD/CLEAR功能的設置。

使用的數位-類比轉換模組的用戶手冊

冗餘系統組態時線路冗餘的情況下，根據主站的固件版本，將變為如下所示。

• 固件版本為“57”及以前的情況下，從發生停止型出錯後到進行系統切換為止的期間，輸出(Y)

按照模組參數的出錯時輸出模式的設置。

• 固件版本為“58”及以後的情況下，進行系統切換，或在2.1秒的期間保持輸出(Y)。超出2.1秒

未進行系統切換的情況下，輸出(Y)按照模組參數的出錯時輸出模式的設置。

(2)主站的CPU模組的狀態為STOP的情況下

輸出(Y)根據主站的重新整理參數(遠端起始模組用RY的重新整理軟元件)，將變為如下所示。

• CPU側軟元件中指定了Y的情況下，遠端起始模組的輸出(Y)將變為OFF。

• CPU側軟元件中指定了Y以外(M、L等)的情況下，遠端起始模組的輸出(Y)按照主站的CPU STOP時

的輸出狀態設置。

數位-類比轉換模組的類比輸出按照類比輸出HOLD/CLEAR功能的設置。

使用的數位-類比轉換模組的用戶手冊

RUN 正常運行中 循環傳送停止中 輸出(Y)按照模組參數的出錯時輸出模式的設置。

使用的模組的用戶手冊

數位-類比轉換模組的類比輸出按照類比輸出HOLD/CLEAR功能的設置。

使用的數位-類比轉換模組的用戶手冊

RUN 正常運行中 解除連接中 由於乙太網路電纜的斷線等，無法與主站通信之後的2秒期間，輸出(Y)將被保持。

冗餘系統組態時冗餘線路的情況下，在“3秒+主站中設置的系統切換監視時間”期間，輸出(Y)將

被保持。

解除連接中的輸出(Y)按照模組參數的出錯時輸出模式的設置。

使用的模組的用戶手冊

數位-類比轉換模組的類比輸出按照類比輸出HOLD/CLEAR功能的設置。

使用的數位-類比轉換模組的用戶手冊

RUN/STOP 異常發生中  輸出(Y)按照模組參數的出錯時輸出模式的設置。

使用的模組的用戶手冊

數位-類比轉換模組的類比輸出按照類比輸出HOLD/CLEAR功能的設置。

使用的數位-類比轉換模組的用戶手冊

STOP 正常運行中  智慧功能模組的輸出(Y)按照模組參數的出錯時輸出模式的設置。

使用的智慧功能模組的用戶手冊

數位-類比轉換模組的類比輸出按照類比輸出HOLD/CLEAR功能的設置。

使用的數位-類比轉換模組的用戶手冊
1  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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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軟元件的循環傳送
對於CPU模組(1)，可以將遠端起始模組(3)上安裝的模組的緩衝記憶體等的字資料像主站·本地站模組(2)的字軟元件一樣使

用。

D RWr
(1) (2)

RWw

RWr

RWw

(3)
1  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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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的流向

以下說明對字軟元件的資料進行循環傳送時的資料的流向及設置方法有關內容。

 • 從主站傳送至智慧設備站時，將主站的遠端暫存器(RWw)的資料傳送至遠端起始模組上安裝的智慧功能模組的緩衝記憶體中。

 • 從智慧設備站傳送至主站時，將遠端起始模組上安裝的智慧功能模組的緩衝記憶體的資料傳送至主站的遠端暫存器(RWr)中。

■將主站的RWw/RWr設置的起始輸入輸出編號設置為0000H的情況下

(1)主站

(2)遠端起始模組

(3)智慧功能模組

 在主站的網路組態設置中，設置遠端起始模組中分配的RWw/RWr的範圍。

 將W0～W3FF的1024點從RWw0開始進行分配。

將W1000～W13FF的1024點從RWr0開始進行分配。

 在智慧功能模組的重新整理設置中，設置遠端起始模組與智慧功能模組的緩衝記憶體的重新整理範圍。

(2)

W

1FFFH

(1)

RWr RWr
0000H0000H

0007H

1FFFH

0007H

03FFH

RWw RWw

0007H 0007H 0007H

1FFFH

03FFH 03FFH

1000H

13FFH

1006H
1007H

0006H0006H

(3)

Un\G
0000H

  ~0003H

0000H
  ~0003H

0000H
 ~0003H
1  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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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設置方法

1. 對遠端起始模組上安裝的智慧功能模組的重新整理設置進行設置。

[導航窗口][參數][模組資訊]物件模組[重新整理設置]

對於重新整理目標軟元件，應對下述軟元件進行設置。

2. 在主站的網路組態設置中，設置遠端起始模組中分配的RWw/RWr的範圍。

對於點數，應設置為大於上述步驟1.的智慧功能模組的重新整理設置中設置的點數。(設置“傳送至智慧功能模組”與“傳送

至CPU”中較多一方的點數)

有由於系統擴展等增加點數的預定的情況下，在主站的網路組態設置中，將RWw/RWr設置的點數設置為更大點

數。通過將點數設置為更大點數，在系統擴展時可以無需進行主站的參數更改。但是，如果點數過多則處理時

間將會延長。

項目 重新整理目標軟元件的設置範圍

“傳送至智慧功能模組”的資料 W0～W3FF

“傳送至CPU”的資料 W1000～W13FF
1  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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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項
MELSEC iQ-R系列的主站的固件版本為“04”及以前，在下述情況下全部站中進行網路的再連接處理。

 • 電纜的安裝、拆卸

 • 電源OFFON

因此，有可能瞬間變為全部站資料連結異常，且連接的設備站中輸出變為OFF。

應根據需要進行設置，以確保在主站及數位-類比轉換模組中保持輸出。(24頁 不同狀態的輸出狀態)
1  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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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遠端操作
通過來自於工程工具及模組的專用陳述式等，更改遠端起始模組的動作狀態。遠端操作有下述兩種。

 • 遠端RUN/STOP

 • 遠端復位

遠端RUN/STOP
將遠端起始模組的開關保持為RUN的位置不變，從外部將遠端起始模組置為RUN/STOP狀態。用於將位於手夠不到的地方的遠端

起始模組及控制盤內的遠端起始模組通過外部信號置為RUN/STOP狀態的情況下等。

遠端起始模組的開關為STOP，或主站的CPU模組為STOP狀態(也包括解除連接中)的情況下，即使進行遠端RUN，

遠端起始模組也不會變為RUN狀態。

執行方法

遠端RUN/STOP的執行方法，有下述幾種。

■通過工程工具的方法
 • 從功能表顯示“遠端操作”畫面，進行遠端RUN/STOP。(GX Works3操作手冊)

[線上][遠端操作]

 • 在CC-Link IE現場網路診斷中進行遠端RUN/STOP。(96頁 遠端操作)

■通過使用了SLMP的外部設備的方法
通過SLMP陳述式進行遠端RUN/STOP。(SLMP參考手冊)

■通過模組專用陳述式的方法
通過網路模組的專用陳述式進行遠端RUN/STOP。(MELSEC iQ-R程式手冊(模組專用陳述式篇))
1  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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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端復位
遠端起始模組為STOP狀態時(也包括遠端起始模組變為中度異常或重度異常時)，在無遠端起始模組的開關操作的狀況下，也可

以從外部對遠端起始模組進行復位。

即使遠端起始模組的開關為RUN的位置，遠端起始模組為STOP狀態時也可進行復位。

遠端復位設置

可以對遠端復位進行禁止。

[導航窗口][參數][RJ72GF15-T2][CPU參數][動作關聯設置][遠端復位設置]

畫面顯示

顯示內容

*1 與默認為CPU模組的情況下有所不同。在全部站指定中進行遠端復位的情況下應加以注意。

執行方法

遠端復位的執行方法有下述兩種。

■通過工程工具的方法
 • 從功能表顯示“遠端操作”畫面，進行遠端復位。(GX Works3操作手冊)

[線上][遠端操作]

 • 在CC-Link IE現場網路診斷中進行遠端復位。(96頁 遠端操作)

■通過使用了SLMP的外部設備的方法
通過SLMP的陳述式進行遠端復位。(SLMP參考手冊)

項目 內容 設置範圍

遠端復位 通過來自於外部的操作復位遠端起始模組的情況下進行此設置。 • 禁止

• 允許

(默認: 允許*1)
1  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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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從外部設備的標籤訪問設置
進行用於從使用了GOT及SLMP等的外部設備對全域標籤名進行了指定的通信的設置。

在指定了全域標籤名的通信中，可以執行下述操作。

 • 從外部設備(監視裝置、個人電腦等)通過標籤名進行通信

 • 在GOT(GOT的工程工具)的物件及圖形中指定標籤名

對於局部標籤、模組標籤，不能從外部設備進行訪問。

設置步驟
用於將通過從外部設備的全域標籤名指定的訪問置為允許的設置步驟如下所示。

操作步驟

檔案操作
標籤通信用資料可以從工程工具進行寫入。不能進行讀取、刪除*1。

*1 可以刪除各檔案夾。

(1) 遠端起始模組

(2) 乙太網路搭載模組

1. 在“Global[全域標籤設置]”中設置標籤後，

對“從外部設備的訪問”進行勾選。

[導航窗口][標籤][全域標籤][Global]

2. 確認標籤通信用資料的容量。

[線上][CPU記憶體操作]

GX Works3操作手冊

3. 將參數、全域標籤設置、全域標籤分配資訊寫

入到遠端起始模組中。

GOT

Ethernet

(1) (2)
1  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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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RAS功能

自診斷功能
通過遠端起始模組自身診斷異常的有無。

自診斷的時機

在遠端起始模組的電源投入時或RUN/STOP中發生了異常的情況下，遠端起始模組將檢測出異常並對出錯進行顯示。但是，根據

異常的發生狀態，有可能無法檢測出異常。在這種情況下，應在可程式控制器外部組態安全電路，確保整個系統始終都會安全

運行。

異常的確認方法

發生了異常時的確認方法如下所示。

■通過特殊繼電器及特殊暫存器進行確認的方法
遠端起始模組檢測出異常時，將‘ 新自診斷出錯’(SM0)、‘ 新自診斷出錯’(SM1)置為ON後，將異常內容對應的出錯代碼

儲存到‘ 新自診斷出錯代碼’(SD0)中。檢測出多個異常時， 新的出錯代碼將被儲存到‘ 新自診斷出錯代碼’(SD0)中。

應在主站的程式上使用‘ 新自診斷出錯’(SM0)、‘ 新自診斷出錯’(SM1)及‘ 新自診斷出錯代碼’(SD0)置為遠端起始

模組或機械繫統的互鎖。此外，對於當前發生中的異常內容對應的出錯代碼， 多16個被儲存到‘自診斷出錯代碼1’(SD10)

～‘自診斷出錯代碼16’(SD25)中。(對於第17個及以後發生的異常內容對應的出錯代碼將無法儲存)

■通過LED的確認方法
出錯發生狀況可以通過ERR LED的亮燈等進行確認。(MELSEC iQ-R CC-Link IE現場網路遠端起始模組用戶手冊(入門篇))

■通過工程工具進行確認的方法
可以通過模組診斷確認整個系統的出錯狀況、當前發生的出錯及事件履歷。(GX Works3操作手冊)

 • 當前發生的出錯: 遠端起始模組中當前發生的出錯(出錯內容) 多被顯示16個。*1 但是，中度異常或重度異常發生後即使

發生新的出錯，出錯資訊也無法被更新。

*1 對於可顯示的出錯，輕度異常時 多為15個，中度異常及重度異常時 多為1個。在已顯示了15個輕度異常的狀態下，發生了新的輕度異

常的情況下，將無法顯示新的出錯內容。此外，已經顯示了相同出錯代碼的出錯的情況下，將無法更新相應出錯的發生日期時間及詳細

資訊。

 • 出錯的履歷: 已發生的出錯的履歷可以通過事件履歷進行確認。(36頁 RAS功能)

異常檢測時的動作設置

對異常檢測時的各動作設置進行設置。

■異常檢測時的模式
通過自診斷檢測出異常時的動作，根據資料連結及安裝的模組的模組參數而有所不同。(24頁 不同狀態的輸出狀態)

■異常檢測設置
在位於“CPU參數”的“RAS設置”的“異常檢測設置”中設置異常檢測的有無。(79頁 RAS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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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常檢測時的遠端起始模組的動作設置
在位於“CPU參數”的“RAS設置”的“異常檢測時的遠端起始模組動作設置”中對異常檢測時的遠端起始模組的動作進行設

置。(79頁 RAS設置)

■遠端起始模組的動作設置
對各智慧功能模組中發生了出錯時的遠端起始模組的動作進行設置。

[導航窗口][參數][系統參數][I/O分配設置]選項卡[I/O分配設置]

畫面顯示

顯示內容

項目 內容 設置範圍 默認

異常檢測時的遠端起始模

組動作設置

在設置的模組中檢測出重度異常、中度異常的情況下，設置是停止還是繼續

運行遠端起始模組的動作。

設置了“停止”的情況下，將遠端起始模組的動作狀態置為STOP狀態後停止

循環傳送。

設置了“繼續運行”的情況下，將維持遠端起始模組的動作狀態。

遠端起始模組為STOP狀態的情況下，將變為下述動作。

• 從遠端起始模組的連結軟元件(RX、RY、RWr、RWw)到用戶軟元件(X、Y、W)

的傳送將變為下述動作。

RYY傳送停止

RWwW傳送停止

RXX傳送繼續

RWrW傳送繼續

• 遠端起始模組的軟元件間傳送將停止。

• 遠端起始模組的輸出(Y)的全部點將OFF。

重度: 停止，中度: 繼續

運行

重度: 停止，中度: 停止

重度: 繼續運行，中度: 

繼續運行

重度: 停止，中度: 繼續

運行
1  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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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錯解除功能
將當前發生的全部出錯批量解除。

僅特定的遠端起始模組的出錯解除

對特定的遠端起始模組進行操作，解除特定的遠端起始模組的出錯。

■出錯的解除方法
有如下所示的方法。

 • 通過工程工具進行解除的方法: 通過GX Works3的模組診斷進行解除。(GX Works3操作手冊)

通過工程工具進行的出錯解除的事件履歷將被儲存到連接的遠端起始模組中。

 • 通過SM/SD進行解除的方法: 通過SM/SD的操作進行解除。

1. 通過‘ 新自診斷出錯代碼’(SD0)確認檢測出的出錯。

2. 消除當前檢測中的出錯的出錯原因。

3. 將‘出錯解除’(SM50)置為OFFON。

■注意事項
使用出錯解除時的注意事項如下所示。

 • 由於對發生的所有出錯進行批量刪除，因此原本不希望解除的出錯也可能被解除。

 • 即使執行出錯解除，解除後的出錯也無法從事件履歷中刪除。

 • 對於出錯解除物件的遠端起始模組以外中發生的出錯，即使使用本功能進行出錯解除，也無法消除出錯原因。例如，發生“模

組校驗異常”(出錯代碼: 2400H)及“模組重度異常”(出錯代碼: 2450H)的情況下，即使通過本功能執行遠端起始模組的出

錯解除，也無法消除出錯原因。消除出錯原因時，需要消除物件模組的異常後，對遠端起始模組進行復位。
1  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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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遠端起始模組的出錯解除

操作主站，解除連接的所有遠端起始模組的出錯。

在此操作中，可以將當前發生的所有出錯批量解除，不檢測出錯。

■出錯的解除方法
使用主站的程式或工程工具按照下述步驟進行。

1. 消除遠端起始模組的出錯的原因。

2. 通過主站的‘各站權杖傳遞狀態’(SW00A0～SW00A7)，確認遠端起始模組對應的位變為0。

3. 從主站將遠端起始模組的‘出錯解除’(SB000F)置為ON。將‘出錯解除’(SB000F)置為ON時，遠端起始模組將解除出錯，

不對出錯進行檢測。

4. 從主站將遠端起始模組的‘出錯解除’(SB000F)置為OFF。將‘出錯解除’(SB000F)置為OFF時，遠端起始模組將對出錯

進行檢測。

■注意事項
 • 出錯的解除後，必須將‘出錯解除’(SB000F)置為OFF。

 • 由於對發生的所有出錯進行批量刪除，因此原本不希望解除的出錯也可能被解除。

 • 即使執行出錯解除，解除後的出錯也無法從事件履歷中刪除。

 • 對於出錯解除物件的遠端起始模組以外中發生的出錯，即使使用本功能進行出錯解除，也無法消除出錯原因。例如，發生“模

組校驗異常”(出錯代碼: 2400H)及“模組重度異常”(出錯代碼: 2450H)的情況下，即使通過本功能執行遠端起始模組的出

錯解除，也無法消除出錯原因。消除出錯原因時，需要消除物件模組的異常後，對遠端起始模組進行復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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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履歷功能
遠端起始模組從各模組中採集及儲存模組檢測出的出錯及對模組執行的操作的資訊。*1對於儲存的操作及出錯等的資訊，可以

按時間系列確認發生履歷。

通過使用本功能，可以進行下述操作。

 • 設備/裝置中發生的故障原因查明

 • 本號機及本號機管理的模組的控制資料更新狀況的確認

 • 至本號機及本號機管理的模組的非法訪問的檢測

*1 通過工程工具對遠端起始模組進行了線上操作的情況下，系統自動進行的處理有可能被作為事件履歷進行儲存。

 • 事件履歷與遠端起始模組的動作狀態無關，將常時採集。但是，模組重度異常或基板異常等情況下，有可能

無法採集事件履歷。

 • 遠端起始模組將從主站定期對時鐘資料進行接收。主站與遠端起始模組未連接時，將無法補償時鐘資料。

 • 將遠端起始模組側的電源置為OFFON時，將電源置為了OFF的時刻開始重啟時鐘。(電源OFF期間，時鐘不前

進)因此，初始化處理中發生的事件的發生日期時間有可能與實際的日期時間不相同。此外，對於已儲存到

事件履歷中的事件的發生日期時間，即使從主站接收時鐘資料，也無法補償。

 • 將事件履歷寫入到快閃記憶體中時如果電源變為OFF，將電源置為了OFF的時間有可能不被正確寫入到快閃記

憶體中。電源ON時，快閃記憶體中不存在將電源置為了OFF的時間的情況下，將從事件履歷的 終事件發生

日期時間獲取時間。從事件履歷中獲取時間失敗的情況下，將從初始值(2000/01/01 00:00:00)重啟時鐘。

 • 冗餘系統組態時，待機系統的遠端起始模組將與控制系統的遠端起始模組的時鐘自動進行同步。

注意事項

在開始系統的運用之前，應確認是否高速且持續地發生了事件，及事件履歷的獲取狀況。

高速且持續地發生事件時，在短時間內可能會發生“超過ROM寫入次數”(出錯代碼: 1080H)。

例如，在未消除智慧功能模組的出錯原因的狀況下進行了出錯清除時，出錯檢測及出錯清除的事件可能會高速且連續地重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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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履歷的儲存

事件履歷的儲存如下所示。

■事件履歷採集物件的模組
事件履歷採集的物件為包含遠端起始模組的同一基板(主基板及擴展基板)上安裝的模組中發生的事件。RQ擴展基板上安裝的Q

系列的模組的情況下，僅事件類型為“系統”且分類為“出錯”的事件履歷儲存。

網路上的設備的事件非事件履歷採集的物件。

■遠端起始模組儲存的事件
儲存事件履歷時，為了故障排除將操作源資訊等作為詳細資訊儲存。關於遠端起始模組作為事件履歷儲存的事件，請參閱事件

一覽。(128頁 事件一覽)

■事件履歷檔案
 • 儲存目標記憶體: 被儲存到資料記憶體中。

 • 檔案容量: 事件履歷檔案的儲存容量為128K位元組。超出128K位元組的情況下，將從 舊的履歷開始刪除並儲存 新的履

歷。此外，事件履歷檔案容量通過下述計算公式求出。

事件履歷檔案容量=檔案頭容量+事件履歷管理資訊容量+(記錄數每1事件履歷記錄的容量)

*1 由於儲存的各事件的詳細資訊內容不同，詳細資訊中包含有可變長的檔案名等，因此每1事件履歷記錄的容量也可變化。

此外，根據儲存的事件類型，事件履歷檔案中可儲存的個數有所不同。通過遠端起始模組的RUN、STOP、開關操作可登錄3276

個的事件。(至RUN的動作狀態的更改、至STOP的動作狀態的更改的事件容量為40位元組)

[計算公式]

128位元組1024 = 131072位元組

131072位元組 - (20位元組+12位元組) = 131040位元組

131040位元組  40位元組= 3276個

 • 檔案創建時機: 電源OFF→ON時(無事件履歷檔案時)、復位時(無事件履歷檔案時)、參數寫入時(無事件履歷檔案時)被創建。

新建了事件履歷檔案的情況下，表示新建的事件履歷將被儲存。

執行各操作時的事件履歷的動作如下所示。

■事件履歷的漏存
頻繁發生了事件或事件的檢測之後進行了電源OFF及復位的情況下，有可能會漏存事件履歷。漏存了事件履歷的情況下，在工

程工具的“事件代碼”欄中將顯示“*HST LOSS*”。

要素 容量

檔案頭容量 20位元組

事件履歷管理資訊容量 12位元組

每1事件履歷記錄的容量 小40位元組*1

操作 事件履歷的動作

記憶體的初始化 發生了事件的情況下，將事件履歷儲存到資料記憶體中。事件履歷超出資料記憶體中可儲存的個數的情況下，以後的事件

履歷將會漏存。(37頁 事件履歷的儲存)

創建事件履歷檔案的操作 將事件履歷檔案創建前資料記憶體中儲存的事件履歷儲存到資料記憶體中。(發生了漏存的情況下，儲存“*HST LOSS*”)
1  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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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履歷的顯示

通過工程工具的功能表操作進行。關於操作步驟、顯示內容的閱讀方法等的詳細內容，請參閱下述手冊。

GX Works3操作手冊

事件履歷的清除

通過事件履歷畫面進行。進行事件履歷的清除時，將資料記憶體的事件履歷全部刪除。關於操作步驟等的詳細內容，請參閱下

述手冊。

GX Works3操作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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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源冗餘系統診斷功能
使用電源冗餘用基板，對電源模組進行冗餘的情況下，執行電源冗餘系統的診斷。

關於電源冗餘系統有關內容，請參閱下述手冊。

MELSEC iQ-R模組組態手冊

電源冗餘系統的診斷

■診斷內容
電源冗餘系統組態時進行下述診斷。檢測出異常的情況下，將發生自診斷出錯。(106頁 遠端起始模組的自診斷出錯代碼

(1000H～3FFFH))

 • 電源模組1及電源模組2的輸入電源電壓過低或未處於OFF狀態

 • 電源模組1及電源模組2中未發生故障

■診斷條件
僅全部滿足下述條件的情況下，執行電源冗餘系統的診斷。

 • 使用電源冗餘用基板

 • 位於“CPU參數”的“RAS設置”的“異常檢測設置”的“電源冗餘系統異常”中設置為“進行檢測”

設置方法

電源冗餘系統的異常檢測通過“電源冗餘系統異常”進行設置。(79頁 RAS設置)

[CPU參數][RAS設置][異常檢測設置][電源冗餘系統異常]

將“電源冗餘系統異常”設置為“不進行檢測”的情況下，不執行電源冗餘系統的診斷。因此，使用電源冗餘

用基板時即使一方的電源模組變為異常，另一方的電源模組正常動作時也有可能不檢測出錯。
1  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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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源冗餘系統診斷功能關聯的資訊的確認方法

通過特殊繼電器(SM)、特殊暫存器(SD)，可以確認電源冗餘用電源模組的狀態。

■特殊繼電器

關於特殊繼電器(SM)的詳細內容，請參閱下述章節。

138頁 電源冗餘系統

■特殊暫存器

關於特殊暫存器(SD)的詳細內容，請參閱下述章節。

148頁 電源冗餘系統

SM編號 名稱

SM150 電源OFF/電源電壓過低檢測

SM151 電源故障檢測

SM152 瞬間掉電檢測(電源1)

SM153 瞬間掉電檢測(電源2)

SM154 電源模組識別禁止

SD編號 名稱

SD150 電源OFF/電源電壓過低檢測狀態

SD151 電源故障檢測狀態

SD152 瞬間掉電檢測次數(電源1)

SD153 瞬間掉電檢測次數(電源2)

SD154 電源模組識別禁止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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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源冗餘用電源模組的更換

以下對電源冗餘系統組態中的電源冗餘用電源模組的更換步驟有關內容進行說明。

■不對電源冗餘用電源模組的異常進行檢測的情況下

1. 按照下述方式設置為“不進行檢測”。

[CPU參數][RAS設置][異常檢測設置][電源冗餘系統異常]

2. 更換電源冗餘用電源模組。

MELSEC iQ-R模組組態手冊

對電源冗餘用電源模組進行了更換時不檢測電源冗餘系統的異常，因此無需對電源冗餘系統的異常進行清除。

■對電源冗餘用電源模組的異常進行檢測的情況下

1. 按照下述方式設置為“進行檢測”。

[CPU參數][RAS設置][異常檢測設置][電源冗餘系統異常]

2. 更換電源冗餘用電源模組。

MELSEC iQ-R模組組態手冊

3. 通過將遠端起始模組的‘出錯解除’(SM50)或主站的‘出錯解除’(SB000F)置為ON，可以清除電源冗餘系統的異常。

■對電源冗餘用電源模組的異常進行檢測，不對正常的電源冗餘用電源模組的異常進行檢測的情況下

1. 按照下述方式設置為“進行檢測”。

[CPU參數][RAS設置][異常檢測設置][電源冗餘系統異常]

2. 將主站的‘出錯解除’(SB000F)置為ON。

主站的‘出錯解除’(SB000F)處於ON狀態的情況下，遠端起始模組不對電源冗餘用電源模組的異常進行檢測。

3. 更換電源冗餘用電源模組。

MELSEC iQ-R模組組態手冊

4. 將主站的‘出錯解除’(SB000F)置為O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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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安全功能
防止對於MELSEC iQ-R系列的系統中的遠端起始模組內的客戶資源(1)，來自於協力廠商的非法訪問(也包括經由網際網路、內

網的訪問)進行的盜用、篡改、誤操作等。

資料保護的物件 目的 功能 參照

遠端起始模組 防止檔案的非法讀取/寫入。

(使用口令)

檔案口令功能 • GX Works3操作手冊

• MELSEC iQ-R乙太網路用戶手冊(應用

篇)

• SLMP參考手冊

• MELSEC iQ-R序列通訊模組用戶手冊

(應用篇)

限制經由乙太網路搭載模組或序列通訊模組中來自於特定

的通信路徑以外的訪問。(使用口令)

遠端口令功能 • MELSEC iQ-R乙太網路用戶手冊(應用

篇)

• MELSEC iQ-R序列通訊模組用戶手冊

(應用篇)

(1)

GOT
1  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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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監視功能(當前值更改)
在當前值更改中，可以在工程工具上對遠端起始模組的軟元件或遠端起始模組中安裝的智慧功能模組的緩衝記憶體的值進行更

改。

主站的CPU模組的狀態為STOP時，可以將遠端起始模組側的軟元件(Y)的值置為ON。

通過軟元件(Y)的當前值更改及各模組的動作狀態的輸出如下所示。

關於當前值更改的方法有關內容，請參閱下述手冊。

GX Works3操作手冊

遠端起始模組的狀態 主站的CPU模組的狀態 軟元件(Y)的當

前值更改

輸出狀態

RUN RUN ON ON

RUN OFF OFF

(發送從主站將遠端起始模組的軟元件(Y)的輸出狀態置為ON時，即使從遠

端起始模組進行當前值更改，軟元件(Y)的輸出狀態也不變為OFF)

STOP RUN ON ON

STOP

RUN OFF OFF

STOP OFF

(主站的CPU模組變為STOP狀態時，遠端起始模組也變為STOP狀態。此時，

發送從主站將遠端起始模組的軟元件(Y)的輸出狀態置為ON時，即使從遠端

起始模組進行當前值更改，軟元件(Y)的輸出狀態也不變為OFF。

但是，在主站的RY的連結重新整理源中設置Y的情況下，即使將CPU STOP時

的輸出狀態設置置為保持也被清除，因此將無法從主站發送ON)

RUN(解除連接時)  ON ON

OFF OFF

STOP(解除連接時)  ON ON

OFF OFF
1  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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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冗餘功能
冗餘功能是指，通過對遠端起始模組進行冗餘，即使一方的遠端起始模組中發生異常，另一方的遠端起始模組中繼續進行控

制，提高系統的可靠性的功能。

在本手冊中記載的冗餘系統中，根據故障狀態將不會始終保證系統的繼續運行。

此外，由於遠端起始模組被安裝的基板上的模組的異常導致發生了系統切換的情況下，待機系統中也檢測出同

樣的出錯後兩個系統的遠端起始模組將停止。

在這些情況下，應在可程式控制器的外部組態安全電路，確保整個系統始終都會安全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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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組態
以下對遠端起始模組的冗餘系統組態有關內容進行說明。

將遠端起始模組分別安裝到主基板的CPU插槽、插槽No.0上。

CPU插槽上安裝的遠端起始模組為1號機(1)，插槽No.0上安裝的遠端起始模組為2號機(2)。

冗餘系統組態時，對安裝的遠端起始模組進行指定，因此遠端起始模組中也分配輸入輸出編號。按照下述方式分配號機編號中

固定的輸入輸出編號。

 • 未安裝1號機的遠端起始模組或故障的情況下，冗餘系統不啟動。

 • 1號機的遠端起始模組故障發生了系統切換的情況下，應迅速對1號機的遠端起始模組進行更換。(99頁 

遠端起始模組的更換步驟)即使1號機故障的狀況下直接進行電源OFFON或復位，冗餘系統也不啟動。

號機編號 遠端起始模組的起始輸入輸出編號

1號機 3E00H

2號機 3E10H

(1) (2)
1  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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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個線路

在單個線路中，將所有站連接到1個網路線路上。單個線路有主站冗餘及設備站冗餘。

關於主站冗餘有關內容，請參閱下述手冊。

MELSEC iQ-R CC-Link IE現場網路用戶手冊(應用篇)

■設備站冗餘
在設備站冗餘中，對遠端起始模組進行冗餘後連接。控制系統的遠端起始模組中發生了異常的情況下，待機系統的遠端起始模

組中對控制進行切換後，繼續進行設備站側的控制及資料連結。

冗餘線路

在冗餘線路中，準備2個網路線路，將遠端起始模組連接到各自的網路線路中。

控制系統的網路中發生了異常的情況下，待機系統的網路中對控制進行切換後，繼續進行冗餘系統的控制及資料連結。

兩個系統的網路組態必須置為相同。關於詳細內容，請參閱下述手冊。

MELSEC iQ-R CC-Link IE現場網路用戶手冊(應用篇)

(1)主站

(2)本地站(控制系統)

(3)本地站(待機系統)

(4)智慧設備站(1號機為控制系統，2號機為待機系統時對遠端起始模組進行冗餘)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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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運步驟
以下對冗餘系統組態時的運行步驟中應注意的點有關內容進行說明。

模組的安裝、各設備的配線

 • 將遠端起始模組安裝到主基板的CPU插槽及插槽No.0上。

 • 在冗餘線路中，應將A系統的乙太網路電纜連線到1號機上，將B系統的乙太網路電纜連線到2號機上。

參數的設置

應在1號機及２號機中寫入相同的參數。

只將參數寫入到1號機中的情況下，雖然通過記憶體復製功能向2號機自動進行參數的復製，但是遠端起始模組的啟動將耗費一

定時間。

此外，對於2號機的網路No.及站號，根據1號機中設置的線路類型，下述條件中將自動被設置。

 • 工程中設置的機型與實際安裝的遠端起始模組中設置的機型不相同的情況下，不能將實際的系統組態讀取至

工程工具的模組組態圖中。應將參數寫入到遠端起始模組中，復位遠端起始模組，或將電源置為OFFON，

使工程中設置的機型與實際安裝的遠端起始模組中設置的機型匹配後，再次執行。

 • CPU參數僅1號機可以設置。對於2號機的CPU參數，根據1號機中設置的CPU參數將自動被設置。因此，工程工

具中無需寫入2號機的CPU參數。

遠端起始模組的復位

在設備站冗餘中對遠端起始模組進行冗餘的情況下，應將遠端起始模組的電源置為ON之後再將主站的電源置為ON。

將主站的電源置為ON之後再將遠端起始模組的電源置為ON時，實際的網路組態與主站的CC-LinkIE現場網路診斷的網路組態圖

有可能不一致。

網路的診斷

對於CC-Link IE現場網路診斷，應對兩個系統的遠端起始模組的通信狀態進行確認。

冗餘線路的情況下，即使從控制系統的主站進行CC-Link IE現場網路診斷，也只能顯示控制系統的遠端起始模組的通信狀態。

對待機系統的遠端起始模組的通信狀態進行確認的情況下，應將工程工具的連接更改為待機系統的主站，進行CC-Link IE現場

網路診斷。

線路類型 網路No. 站號

單個線路 與1號機相同 1號機的站號+1

1號機的站號為120( 大值)的情況下，工程工具中將發生出錯。

冗餘線路 與1號機相同 與1號機相同
1  功能

1.8  冗餘功能 47



48
系統切換動作
兩個系統的循環傳送的發送範圍將變為如下所示。

 • 通過成對兩個系統的連結軟元件(RY、RWw)的本站發送範圍將變為相同。

 • 變為控制系統的遠端起始模組，對循環資料進行發送接收。

 • 變為待機系統的遠端起始模組，僅進行循環資料的接收。

控制系統中發生了異常的情況下待機系統中對控制進行切換，執行系統的繼續運行。

以下對單個線路時的設備站冗餘中，遠端起始模組的系統切換動作有關內容進行說明。

關於單個線路時的主站冗餘及冗餘線路時的系統切換動作有關內容，請參閱下述手冊。

MELSEC iQ-R CC-Link IE現場網路用戶手冊(應用篇)

系統切換動作前

控制系統的遠端起始模組，與基板上的模組進行I/O重新整理等。

待機系統的遠端起始模組進行來自於主站的資料接收及來自於基板上的模組的輸入，但是不進行至主站的資料發送及至基板上

的模組的輸出。

下述示意圖的No.0～No.3表示站號。

: 站號的發送範圍

: 來自於主站的發送資料

: 來自於設備站的發送資料

: 外部設備的發送接收資料

 冗餘的遠端起始模組具有連續的站號。通過主站中的成對設置，兩個站的軟元件(RX、RY、RWr、RWw)被設置為相同。

 至主站的發送僅控制系統進行。

 來自於主站的接收由控制系統、待機系統均進行。

 來自於輸入輸出模組的輸入由控制系統、待機系統均進行。

 至輸入輸出模組的輸出僅控制系統進行。

RX, RWr

RY, RWw RY, RWw RY, RWw

RX, RWr RX, RWr

RY, RWw

RX, RWr

No.0 No.3No.1 No.2

�

�

�

�

�

No.1, 2 No.1, 2No.1, 2

No.1, 2

No.3

No.1, 2No.1, 2

No.3No.3

No.3
1  功能

1.8  冗餘功能



1

系統切換動作後

新控制系統與基板上的模組進行I/O重新整理等。

系統切換時通過發送資料被沿用至新控制系統可繼續進行循環傳送。

下述示意圖的No.0～No.3表示站號。

: 站號的發送範圍

: 來自於主站的發送資料

: 來自於設備站的發送資料

: 外部設備的發送接收資料

 系統切換後，主站中的兩個站的軟元件(RX、RY、RWr、RWw)也被設置為相同。

RX, RWr

RY, RWw RY, RWw RY, RWw

RX, RWr RX, RWr

RY, RWw

RX, RWr

No.0 No.3No.1 No.2

�

No.1, 2 No.1, 2

No.1, 2

No.3

No.1, 2No.1, 2

No.3No.3

No.3

No.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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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系統及待機系統的確定
遠端起始模組的控制系統及待機系統根據系統的電源啟動或遠端起始模組的復位解除的順序確定。

單個線路

以下對單個線路的設備站冗餘中，對遠端起始模組進行冗餘的情況進行說明。

系統啟動後，控制系統的遠端起始模組的CTRL LED及待機系統的遠端起始模組的SBY LED亮燈。

■通過電源ON，啟動了系統的情況下
1號機為控制系統，2號機為待機系統。

 • 2號機為控制系統時將電源置為了OFFON的情況下，1號機切換為控制系統，2號機切換為待機系統。

 • 僅安裝了1號機或2號機故障的情況下，1號機將變為控制系統。

 • 僅安裝了2號機或1號機故障的情況下，系統不啟動。為了使系統啟動，需要更換1號機或將2號機安裝到CPU

插槽中。

■通過控制系統的遠端起始模組的復位，啟動了系統的情況下
僅控制系統的遠端起始模組被復位，且發生系統切換。

復位解除後，已復位的遠端起始模組將變為待機系統。

 • 僅安裝了1號機或2號機故障的情況下，整個系統被復位。

 • 對2號機進行了復位時，1號機故障的情況下，整個系統被復位。但是，復位解除後，系統不啟動。為了使系

統啟動，需要更換1號機或將2號機安裝到CPU插槽中。

■通過待機系統的遠端起始模組的復位，啟動了系統的情況下
僅待機系統的遠端起始模組被復位。

復位解除後，已復位的遠端起始模組將變為待機系統。

■通過兩個系統的遠端起始模組的同時復位或遠端復位，啟動了系統的情況下
整個系統被復位。

復位解除後，1號機將變為控制系統，2號機將變為待機系統。

遠端復位可以只對控制系統的遠端起始模組進行。

■通過待機系統的遠端起始模組的更換，啟動了系統的情況下
已更換的遠端起始模組將變為待機系統。

控制系統的遠端起始模組將保持為控制系統不變。

遠端起始模組的更換可以只對待機系統的遠端起始模組進行。

關於更換步驟有關內容，請參閱下述章節。

100頁 冗餘系統組態中的待機系統的更換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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冗餘線路

冗餘線路時跟蹤主站確定遠端起始模組的控制系統及待機系統。

■通過電源ON，啟動了系統的情況下
跟蹤主站確定控制系統及待機系統。

 • 通過電源ON啟動之後到跟蹤主站的系統狀態確定控制系統及待機系統為止的期間，1號機將變為控制系統，2

號機將變為待機系統。

 • 未與主站連接的情況下，與主站連接時，跟蹤主站的系統狀態確定控制系統及待機系統。

 • 兩個系統的檔案不一致的情況下，從1號機(控制系統)對於2號機(待機系統)執行記憶體復製。記憶體復製完

成時，跟蹤主站的系統狀態確定控制系統及待機系統。

 • 僅安裝了2號機或1號機故障的情況下，系統不啟動。為了使系統啟動，需要更換1號機或將2號機安裝到CPU

插槽中。

■通過控制系統的遠端起始模組的復位，啟動了系統的情況下
僅控制系統的遠端起始模組被復位。

主站冗餘系統中，檢測控制系統的遠端起始模組的復位且發生系統切換。

跟蹤主站冗餘系統的系統切換，待機系統的遠端起始模組將變為控制系統。

復位解除後，已復位的遠端起始模組將跟蹤主站的系統狀態變為待機系統。

 • 僅安裝了1號機或2號機故障的情況下，整個系統被復位。復位解除後，已復位的遠端起始模組將跟蹤主站的

系統狀態變為控制系統。

 • 對2號機進行了復位時，1號機故障的情況下，整個系統被復位。但是，復位解除後，系統不啟動。為了使系

統啟動，需要更換1號機或將2號機安裝到CPU插槽中。

■通過待機系統的遠端起始模組的復位，啟動了系統的情況下
僅待機系統的遠端起始模組被復位。

復位解除後，已復位的遠端起始模組將跟蹤主站的系統狀態變為待機系統。

 • 僅安裝了1號機或2號機故障的情況下，整個系統被復位。復位解除後，已復位的遠端起始模組將跟蹤主站的

系統狀態變為待機系統。

 • 對2號機進行了復位時，1號機故障的情況下，整個系統被復位。但是，復位解除後，系統不啟動。為了使系

統啟動，需要更換1號機或將2號機安裝到CPU插槽中。

■通過兩個系統的遠端起始模組的同時復位或遠端復位，啟動了系統的情況下
整個系統被復位。

復位解除後，跟蹤主站確定控制系統及待機系統。

遠端復位可以只對控制系統的遠端起始模組進行。

■通過待機系統的遠端起始模組的更換，啟動了系統的情況下
已更換的遠端起始模組將跟蹤主站的系統狀態變為待機系統。

遠端起始模組的更換可以只對待機系統的遠端起始模組進行。

關於更換步驟有關內容，請參閱下述章節。

100頁 冗餘系統組態中的待機系統的更換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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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個系統同一性檢查的內容及異常時的動作
在冗餘功能中，發生了系統切換時，為了可繼續進行系統的控制，需要將控制系統及待機系統的遠端起始模組的檔案與動作狀

態置為相同。

在兩個系統同一性檢查中，對待機系統的遠端起始模組的檔案及動作狀態是否與控制系統相同進行檢查。

檢查項目

兩個系統同一性檢查的檢查項目如下所示。

執行條件

兩個系統同一性檢查的執行條件如下所示。

: 執行兩個系統同一性檢查， : 不執行兩個系統同一性檢查

*1 表中沒有記載的執行條件時，不進行兩個系統同一性檢查。

*2 根據執行時機，不變為兩個系統同一性檢查的物件的檔案類型。(53頁 物件檔案)

*3 僅系統切換時進行兩個系統同一性檢查。

檢查項目 檢查內容

檔案 檢查參數、軟元件初始值的內容。

動作狀態 檢查遠端起始模組的動作狀態(RUN狀態/STOP狀態)。

執行條件*1 檢查項目內容

執行時機 待機系統的動作狀態 控制系統的動作狀態 檔案*2 動作狀態

電源ON    

控制系統或待機系統復位解除時    

待機系統安裝時    

動作狀態變化時 RUN RUN *3 

STOP  

STOP RUN或STOP  

STOPRUN RUN  

STOP  

復位解除 RUN  

S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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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的兩個系統同一性檢查

進行用於作為冗餘系統運行的檔案的檢查。

■物件檔案
檔案的兩個系統同一性檢查的物件檔案如下所示。

*1 僅實際安裝的模組的參數檔案進行檢查。工程工具的模組組態圖中，選擇了“模組狀態設置(空餘)”的模組不是檢查物件。

*2 僅檔案名為COMMENT.DCM的檔案為兩個系統同一性檢查的物件。

■不一致時的動作
檢測出檔案的不一致的情況下，待機系統的遠端起始模組將檢測出“兩個系統同一性檢查異常(檔案)”(出錯代碼: 3714H)。

此外，檢測出檔案的不一致的情況下，執行從控制系統至待機系統的記憶體復製，自動復位待機系統後再啟動。

關於執行記憶體復製的時機，請參閱下述章節。

59頁 記憶體復製的執行方法

動作狀態的兩個系統同一性檢查

兩個系統的遠端起始模組的動作狀態不相同的情況下，系統切換後不能繼續相同的動作，因此對動作狀態(RUN狀態/STOP狀態)

是否一致進行檢查。

■檢查內容
對遠端起始模組的動作狀態(RUN狀態/STOP狀態)是否相同進行檢查。

■不一致時的動作
動作狀態(RUN狀態/STOP狀態)不一致的情況下，將變為禁止系統切換的狀態。

由於為禁止系統切換狀態，因此遠端起始模組的CTRL LED將閃爍。

應使兩個系統的動作狀態(RUN狀態/STOP狀態)一致。(91頁 CTRL LED閃爍的情況下)

物件檔案

CPU參數

系統參數

模組參數

模組擴展參數*1

軟元件注釋*2

全域標籤設置檔案

全域標籤初始值檔案

遠端口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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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切換功能
以下對冗餘系統運行中的系統切換方法、系統切換的執行可否、消除了不能系統切換的原因後的動作、系統切換相關的資訊的

確認方法有關內容進行說明。

關於系統切換時間的計算方法有關內容，請參閱下述章節。

159頁 系統切換時間

系統切換方法

對於遠端起始模組的系統切換，有冗餘系統自動進行的系統切換與可任意執行的用戶切換這2種類型。

同時發生了多個系統切換請求的情況下，在優先順序較高的切換原因中進行系統切換。

單個線路的情況下

■復位時或硬體異常導致的系統切換
控制系統的遠端起始模組為下述狀態，無法進行冗餘系統的控制時，待機系統的遠端起始模組將切換為控制系統，繼續進行冗

餘系統的控制。

 • 復位時

 • 發生硬體異常

線路類型 系統切換方法 系統切換原因 優先順序

單個線路 系統切換 復位時或硬體異常 高



低

1

中度異常或重度異常發生 2

資料連結異常 3

用戶切換 通過工程工具的系統切換操作 4

冗餘線路 系統切換 至主站冗餘系統的系統切換的跟蹤 

(1)主站

(2)控制系統新待機系統

(3)待機系統新控制系統

(4)系統切換(控制系統的復位或硬體異常發生)

(1)

(4)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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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度異常或重度異常發生導致的系統切換
在控制系統的遠端起始模組中發生中度異常或重度異常時，待機系統的遠端起始模組將切換為控制系統。發生了中度異常或重

度異常的控制系統的遠端起始模組將切換為待機系統。

但是，根據重度異常的內容，控制系統的遠端起始模組有可能無法切換為待機系統。

■資料連結異常導致的系統切換
控制系統的遠端起始模組的資料連結異常狀態(D LINK LED為熄燈或閃爍)持續了主站中設置的系統切換監視時間及以上的情況

下，待機系統的遠端起始模組將切換為控制系統。發生了資料連結異常的控制系統的遠端起始模組將切換為待機系統。

在電源啟動時，在通過下述狀態的資料連結異常中不發生系統切換。

 • 控制系統的遠端起始模組上未連接乙太網路電纜

 • 控制系統的遠端起始模組的乙太網路電纜斷線

■通過工程工具的系統切換操作
關於工程工具的操作方法有關內容，請參閱下述手冊。

GX Works3操作手冊

通過工程工具的系統切換操作只能從控制系統的遠端起始模組實施。

此外，通過工程工具進行系統切換操作的情況下，需要預先將‘用戶系統切換允許’(SM1646)置為ON(手動切換允許)。

(1)主站

(2)控制系統新待機系統

(3)待機系統新控制系統

(4)系統切換(控制系統中中度異常或重度異常發生)

(1)主站

(2)控制系統新待機系統

(3)待機系統新控制系統

(4)系統切換(控制系統中資料連結異常狀態持續系統切換監視時間及以上)

(1)

(4)

(2) (3)

(1)

(4)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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冗餘線路的情況下

■至主站的系統切換的跟蹤
跟蹤主站的系統切換，進行遠端起始模組的系統切換。

關於主站的系統切換有關內容，請參閱下述手冊。

MELSEC iQ-R CC-Link IE現場網路用戶手冊(應用篇)

系統切換的執行可否

系統切換的執行可否如下所示。

: 可以系統切換， : 禁止系統切換

*1 禁止系統切換的情況下，控制系統的遠端起始模組的CTRL LED將閃爍。

 • 即使1個禁止系統切換的條件成立的情況下，也無法執行系統切換。

 • 發生了表中沒有記載的操作或事件的情況下，將不進行系統切換。

系統切換條件 單個線路 冗餘線路

系統切換 用戶切換 系統切換

復位或硬體異常 中度異常或重度

異常

資料連結異常 通過工程工具的

系統切換操作

主站冗餘系統的

系統切換

正常或輕度異常(待機系統)     

(始終按照主站的系

統狀態)
中度異常或重度異常(待機系統)*1    

網路的異常檢測時(待機系統)*1    

從控制系統至待機系統的記憶體復製執行中
*1

   

兩個系統的動作狀態不一致時*1    

系統切換執行中*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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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除不能系統切換的原因後的動作

單個線路時，不能進行系統切換後，消除待機系統的遠端起始模組的系統不能切換的原因時，有可能發生系統切換。

■待機系統復位或硬體異常
待機系統復位或硬體異常時不能系統切換的情況如下所示。

*1 根據重度異常的內容，控制系統的遠端起始模組有可能無法切換為待機系統。

■待機系統的中度異常或重度異常
待機系統的中度異常或重度異常時不能系統切換的情況如下所示。

*1 根據重度異常的內容，控制系統的遠端起始模組有可能無法切換為待機系統。

■待機系統的資料連結異常
待機系統的資料連結異常時不能系統切換的情況如下所示。

*1 根據重度異常的內容，控制系統的遠端起始模組有可能無法切換為待機系統。

系統切換方

法

控制系統的系統切換原因 系統切換原因發生前後中

的系統狀態

消除了不能系統切換的原因後，2號機的復位後的狀態

系統切換 中度異常或重度異常*1 1號機: 控制系統控制系統

2號機: 待機系統

1號機: 控制系統

2號機: 待機系統

1號機為控制系統，因此2號機在待機系統時啟動。

復位或硬體異常 1號機: 控制系統

2號機: 待機系統

1號機: 

2號機: 

不啟動。

資料連結異常 1號機: 控制系統控制系統

2號機: 待機系統

1號機: 控制系統

2號機: 待機系統

1號機正常，因此2號機在待機系統時啟動。

用戶切換 通過工程工具的系統切換操作 1號機: 控制系統控制系統

2號機: 待機系統

1號機: 控制系統

2號機: 待機系統

1號機正常，因此2號機在待機系統時啟動。

系統切換方

法

控制系統的系統切換原因 系統切換原因發生前後中

的系統狀態

消除了不能系統切換的原因後，2號機的電源OFFON後的狀態

系統切換 中度異常或重度異常*1 1號機: 控制系統控制系統

2號機: 待機系統待機系統

1號機: 控制系統

2號機: 待機系統

1號機為控制系統，因此2號機在待機系統時啟動。

復位或硬體異常 1號機: 控制系統

2號機: 待機系統控制系統

1號機: 

2號機: 

不啟動。

資料連結異常 1號機: 控制系統控制系統

2號機: 待機系統待機系統

1號機: 控制系統

2號機: 待機系統

1號機正常，因此2號機在待機系統時啟動。

用戶切換 通過工程工具的系統切換操作 1號機: 控制系統控制系統

2號機: 待機系統待機系統

1號機: 控制系統

2號機: 待機系統

1號機正常，因此2號機在待機系統時啟動。

系統切換方

法

控制系統的系統切換原因 系統切換原因發生前後中

的系統狀態

消除了不能系統切換的原因後，2號機的電源OFFON後的狀態

系統切換 中度異常或重度異常*1 1號機: 控制系統待機系統

2號機: 待機系統控制系統

1號機: 

2號機: 控制系統

1號機異常，因此2號機在控制系統時啟動。

復位或硬體異常 1號機: 控制系統

2號機: 待機系統控制系統

1號機: 

2號機: 

不啟動。

資料連結異常 1號機: 控制系統控制系統

2號機: 待機系統待機系統

1號機: 控制系統

2號機: 待機系統

1號機正常，因此2號機在待機系統時啟動。

用戶切換 通過工程工具的系統切換操作 1號機: 控制系統控制系統

2號機: 待機系統待機系統

1號機: 控制系統

2號機: 待機系統

1號機正常，因此2號機在待機系統時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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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切換關聯的資訊的確認方法

以下對發生了系統切換時，系統切換關聯的資訊的確認方法有關內容進行說明。

發生了系統切換或通過用戶切換的系統切換時，可以通過下述所示的方法確認系統切換關聯的資訊。

■特殊暫存器
關於系統切換的結果及詳細資訊，可以通過特殊暫存器進行確認。

 • 通過對‘系統切換原因(系統切換正常完成時)’(SD1649)進行確認，可以確認是否發生了系統切換。發生系統切換時，控制

系統與待機系統的‘系統切換原因(系統切換正常完成時)’(SD1649)中將儲存系統切換原因。

 • 發生系統切換原因系統仍不能切換的情況下，‘禁止系統切換原因’(SD1644)中將儲存不能系統切換的原因。

系統切換相關的特殊暫存器及新控制系統與新待機系統的遠端起始模組中的安裝有無如下所示。

: 安裝， : 不安裝

關於特殊暫存器(SD)的詳細內容，請參閱下述章節。

143頁 特殊暫存器(SD)一覽

■遠端起始模組的CTRL LED與SBY LED
根據系統切換原因，系統切換正常完成了時的LED顯示有關內容如下所示。

根據禁止系統切換原因，系統切換未正常完成時的LED顯示有關內容如下所示。

*1 待機系統為禁止系統切換的情況下閃爍。

■事件履歷
可以從工程工具的事件履歷，對系統切換結果、系統切換原因、控制系統/待機系統的切換相關的資訊進行確認。

系統切換時，兩個系統的事件履歷中將儲存下述內容。

 • 通過系統切換對系統進行了切換的情況下，“系統切換(系統)”(事件代碼: 00F00)

 • 通過用戶切換對系統進行了切換的情況下，“系統切換(用戶)”(事件代碼: 2B000)

事件履歷的詳細內容，請參閱下述章節。

128頁 事件一覽

確認方法 確認內容

特殊暫存器(SD) 系統切換的結果、系統切換的詳細資訊

遠端起始模組的CTRL LED與SBY LED 系統切換的結果

事件履歷 系統切換的結果、系統切換原因、控制系統/待機系統的切換

SD編號 名稱 系統切換時的安裝有無

新控制系統 新待機系統

SD1643 系統切換原因  

SD1644 禁止系統切換原因  

SD1648 其它系統監視異常原因  

SD1649 系統切換原因(系統切換正常完成時)  

SD1681 新自診斷出錯代碼(其它系統)  

項目 從控制系統切換為待機系統的情況下 從待機系統切換為控制系統的情況下

CTRL LED 亮燈熄燈 熄燈亮燈(待機系統為允許系統切換的情況下)

熄燈閃爍(待機系統為禁止系統切換的情況下)

SBY LED 熄燈亮燈 亮燈熄燈

項目 控制系統 待機系統

CTRL LED 亮燈或閃爍*1 熄燈

SBY LED 熄燈 亮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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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控制系統至待機系統的記憶體復製功能
該功能是將控制系統的遠端起始模組的參數等的資料傳送至待機系統的遠端起始模組中，與控制系統的遠端起始模組匹配的功

能。

不執行從待機系統至控制系統的記憶體復製。此外，記憶體復製正常完成時將事件履歷儲存到遠端起始模組中。

記憶體復製的檔案

在記憶體復製中，冗餘系統的啟動所必需的檔案被復製。

記憶體復製中被復製的檔案如下所示。

: 可以記憶體復製， : 禁止記憶體復製，: 禁止儲存

在執行記憶體復製時，對有差異的待機系統的遠端起始模組的記憶體進行初始化後，再復製檔案。

因此，對於事件履歷等記憶體復製禁止的檔案，由於從待機系統的遠端起始模組的記憶體中被刪除，因此應根

據需要在記憶體復製實施前實施備份操作。

記憶體復製的執行方法

在下述時機，通過兩個系統同一性檢查檢測出檔案的不一致的情況下，將自動執行記憶體復製。

 • 電源ON(與上次啟動時的系統狀態無關，將變為從1號機至2號機的記憶體復製)

 • 控制系統、待機系統的遠端起始模組的復位解除

 • 待機系統的遠端起始模組的更換

記憶體復製的執行可否

記憶體復製功能與控制系統及待機系統的遠端起始模組的動作狀態無關可以執行。

但是，下述情況下，將無法執行記憶體復製。

 • 記憶體格式化執行中

 • 控制系統的遠端起始模組中寫入操作中

檔案類型 復製有無

遠端起始模組內置記憶體

軟元件/標籤記憶體 資料記憶體

CPU參數  

系統參數  

模組參數  

模組擴展參數  

軟元件注釋  

全域標籤設置檔案  

標籤初始值檔案 全域標籤初始值檔案  

事件履歷  

軟元件資料儲存用檔案  

通用資料  

遠端口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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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憶體復製執行時的動作

關於記憶體復製執行時的動作，以將電源置為OFF→ON的情況為例進行說明。

1. 將電源置為OFF→ON。

2. 通過兩個系統同一性檢查對檔案的不一致進行檢測，待機系統的ERR LED閃爍。此外，控制系統的CTRL LED閃爍，顯示禁

止系統切換狀態。

3. 待機系統的SBY LED閃爍，自動開始記憶體復製。

4. 記憶體復製正常完成後，待機系統自動被復位。

記憶體復製失敗的情況下，將不進行待機系統的復位。

待機系統的SBY LED熄燈，顯示記憶體復製異常完成。此外，控制系統的CTRL LED閃爍，顯示禁止系統切換狀態。

5. 待機系統的再啟動後，控制系統的CTRL LED及待機系統的SBY LED亮燈。

注意事項

記憶體復製執行中發生了異常的情況下，待機系統的遠端起始模組將無法正確進行記憶體復製，而變為中度異常。

記憶體復製執行中，不能從工程工具對控制系統及待機系統的遠端起始模組執行下述操作。

 • CPU記憶體操作

 • 可程式控制器寫入

 • 可程式控制器的資料刪除

 • 系統切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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冗餘系統中有限制的功能
在冗餘系統中使用遠端起始模組的情況下，有限制的功能如下所示。

功能 限制事項

遠端操作 遠端復位 僅對於控制系統的遠端起始模組實施時，整個系統被復位。但是，根據遠端起始模組的狀態有可能無法進行遠端復

位。

■1號機或2號機中有異常的情況下

• 僅安裝了2號機的情況下，將無法復位。

• 1號機或2號機中發生了重度異常的情況下，1號機、2號機均無法復位。

(僅安裝了1號機的情況下，被復位)

■兩個系統的遠端起始模組不處於STOP狀態的情況下

控制系統的遠端起始模組為STOP狀態及待機系統的遠端起始模組為RUN狀態時，即使對於控制系統的遠端起始模組

進行遠端復位，控制系統及待機系統的遠端起始模組也無法被復位。應將控制系統及待機系統的遠端起始模組的動

作狀態更改為STOP狀態之後再進行遠端復位。

■對於兩個系統的遠端起始模組從其它路徑進行了遠端操作的情況下

對於控制系統及待機系統的遠端起始模組從其它路徑進行了遠端操作的情況下，即使對於控制系統的遠端起始模組

進行遠端復位，控制系統及待機系統的遠端起始模組也無法被復位。對於控制系統的遠端起始模組進行遠端復位的

情況下，應解除至待機系統的遠端起始模組的遠端操作之後再進行遠端復位。

RAS功能 事件履歷功能 系統切換關聯的事件被儲存到兩個系統的遠端起始模組中，但是遠端起始模組中發生的事件被儲存到已發生的遠端

起始模組中。此外，基板上的模組中發生的事件被儲存到控制系統的遠端起始模組中。

僅各個遠端起始模組中被儲存的事件，可以進行事件履歷的清除/顯示。

監視功能 軟元件/緩衝記憶體

批量監視

對控制系統中執行的遠端起始模組的軟元件的當前值更改的執行結果，即使發生系統切換也無法反映到新控制系統

中。

應將工程工具連接到新控制系統上，再次執行當前值更改。

同步功能 CC-Link IE現場網路

同步通信功能

不能使用。

模組間同步功能

SLMP通信功能 • 通信中，發生了系統切換的情況下，從系統切換前的控制系統、新控制系統的遠端起始模組均未返回回應，變為

響應等待超時，因此需要來自於通信設備的重試。但是，RJ71C24根據回應監視時間的設置，有可能不變為響應

等待超時。

• 在通過遠端起始模組的SLMP(MC協議)的通信中，在其它系統無法返回回應的狀態(復位、乙太網路電纜拔出等)

下，進行了其它系統目標地址通信的情況下，有可能返回超時出錯。

MC協議通信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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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置示例
以下對單個線路時的設備站冗餘中，對遠端起始模組進行冗餘時的設置有關內容進行說明。

關於單個線路時的主站冗餘、本地站冗餘及冗餘線路時的設置示例有關內容，請參閱下述手冊。

MELSEC iQ-R CC-Link IE現場網路用戶手冊(應用篇)

系統組態示例

主站的設置

將工程工具連接到主站的CPU模組中後，對參數進行設置。

1. 按照下述方式設置CPU模組。

[工程][新建]

2. 點擊[設置更改]按鈕，設置為使用模組標籤。

3. 在下述中點擊[OK]按鈕，添加CPU模組的模組標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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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I/O分配設置中將主站·本地站模組設置到插槽No.0中。

[導航窗口][參數][系統參數][I/O分配設置]選項卡[I/O分配設置]

5. 點擊[設置更改]按鈕，設置為使用模組標籤。

6. 在下述中點擊[OK]按鈕，添加主站·本地站模組的模組標籤。

7. 按照下述方式設置傳送線路形式。

[導航窗口][參數][模組資訊][RJ71GF11-T2][基本設置][傳送線路形式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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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按照下述方式設置網路組態。

[導航窗口][參數][模組資訊][RJ71GF11-T2][基本設置][網路組態設置]

9. 按照下述方式設置重新整理設置。

[導航窗口][參數][模組資訊][RJ71GF11-T2][基本設置][重新整理設置]

10.將已設置的參數寫入到主站的CPU模組中後，對CPU模組進行復位，或將電源置為OFFON。

[線上][可程式控制器寫入]

在設置示例中，上述中所示以外的參數將使用默認的設置。關於參數有關內容，請參閱下述手冊。

MELSEC iQ-R CC-Link IE現場網路用戶手冊(應用篇)
1  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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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備站的設置

將工程工具連接到1號機的遠端起始模組中後，對參數進行設置。

在冗餘系統中對於2號機也應寫入相同的參數。

1. 按照下述方式設置遠端起始模組。

[工程][新建]

2. 在I/O分配設置中將遠端起始模組的2號機設置到插槽No.0中。

[導航窗口][參數][系統參數][I/O分配設置]選項卡[I/O分配設置]

3. 按照下述方式設置“CPU參數”的“網路必須設置”的內容。

[導航窗口][參數][RJ72GF15-T2(SR)][CPU參數][網路必須設置]

4. 對遠端起始模組上安裝的模組的模組參數進行設置。(使用的模組的手冊)

5. 將已設置的參數寫入到遠端起始模組的1號機及2號機中後，對1號機及2號機的遠端起始模組進行復位，或將電源置為

OFFON。

[線上][可程式控制器寫入]

在設置示例中，上述中所示以外的參數將使用默認的設置。關於參數有關內容，請參閱本手冊的參數章節。

(76頁 參數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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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安全通信中繼功能
安全通信中繼功能是對主站中包括的SIL2過程CPU與設置為遠端起始模組中包括的SIL2模式的模組的安全通信進行中繼的功

能。

系統組態
以下對安全通信中繼功能的系統組態有關內容進行說明。

安全通信中繼功能的系統中，有下述組態。

主站冗餘

主站冗餘的系統組態如下所示。

關於主站冗餘有關內容，請參閱下述手冊。

MELSEC iQ-R CC-Link IE現場網路用戶手冊(應用篇)

系統組態 內容

主站冗餘 對主站進行冗餘。

冗餘線路 將控制系統及待機系統在不同的網路中進行組態，對網路線路進行冗餘。

(1)SIL2過程CPU

(2)SIL2功能模組

(3)冗餘功能模組

(4)RJ71GF11-T2

(5)遠端起始模組

(6)設置為SIL2模式的模組

(1) (2) (3) (4)

(5) (6)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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冗餘線路

冗餘線路的系統組態如下所示。

關於冗餘線路有關內容，請參閱下述手冊。

MELSEC iQ-R CC-Link IE現場網路用戶手冊(應用篇)

(1)SIL2過程CPU

(2)SIL2功能模組

(3)冗餘功能模組

(4)RJ71GF11-T2

(5)遠端起始模組

(6)設置為SIL2模式的模組

(1) (2) (3) (4)

(5)
(6)

(1) (2) (3) (4)
1  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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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運步驟
以下對安全通信中繼功能的系統組態時的投運步驟進行說明。

安裝的步驟

1. 電池的安裝

將電池安裝到兩個系統的SIL2過程CPU中。(MELSEC iQ-R CPU模組用戶手冊(入門篇))

2. 擴展SRAM卡盒及SD記憶卡的安裝

根據需要，將擴展SRAM卡盒及SD記憶卡安裝到兩個系統的SIL2過程CPU中。(MELSEC iQ-R CPU模組用戶手冊(入門篇))

對SD記憶卡的訪問中，請勿進行電源OFF、復位或SD記憶卡的取出。(MELSEC iQ-R CPU模組用戶手冊(應用篇))

3. 模組的安裝

將各模組安裝到基板中。(MELSEC iQ-R模組組態手冊)

配線的步驟

1. 配線

進行各模組及外部設備的配線。

遠端起始模組側的步驟

1. 系統的電源投入

確認下述項目後，再投入電源。

 • 電源的配線正確

 • 電源電壓變為了規格的範圍內

 • 遠端起始模組變為了STOP狀態

2. 工程的創建

啟動工程工具，創建工程。(MELSEC iQ-R CC-Link IE現場網路遠端起始模組用戶手冊(入門篇))

3. 個人電腦與遠端起始模組之間的連接

連接安裝了工程工具的個人電腦與遠端起始模組。(MELSEC iQ-R CC-Link IE現場網路遠端起始模組用戶手冊(入門篇))

4. 遠端起始模組的初始化

使用工程工具，對遠端起始模組進行初始化。(MELSEC iQ-R CC-Link IE現場網路遠端起始模組用戶手冊(入門篇))

5. 遠端起始模組側的參數設置

設置系統參數、CPU參數、各模組的模組參數。(MELSEC iQ-R CC-Link IE現場網路遠端起始模組用戶手冊(應用篇))

 • 系統參數、CPU參數的設置)

 • 各模組的模組參數的設置

配線位置 參照目標

電源模組的配線 MELSEC iQ-R模組組態手冊

冗餘功能模組的配線 MELSEC iQ-R CPU模組用戶手冊(應用篇)

從RJ71GF11-T2至遠端起始模組的配線 • MELSEC iQ-R乙太網路/CC-Link IE用戶手冊(入門篇)

• MELSEC iQ-R CC-Link IE現場網路遠端起始模組用戶手冊(入門篇)

輸入輸出模組的配線 使用的輸入輸出模組的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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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至遠端起始模組的寫入

將工程工具中設置的參數寫入到遠端起始模組中。(MELSEC iQ-R CC-Link IE現場網路遠端起始模組用戶手冊(入門篇))

7. 遠端起始模組的復位

通過下述方法之一再啟動遠端起始模組側的系統。

 • 電源的OFFON

 • 遠端起始模組的復位(MELSEC iQ-R CC-Link IE現場網路遠端起始模組用戶手冊(入門篇))

SIL2過程CPU側的步驟

1. 系統的電源投入

對於兩個系統，確認下述項目後，再投入電源。

 • 電源的配線正確

 • 電源電壓變為了規格的範圍內

 • SIL2過程CPU變為了STOP狀態

投入電源後，確認下述LED亮燈。

 • 電源模組: POWER LED

 • SIL2過程CPU: READY LED

 • SIL2功能模組: READY LED

 • 冗餘功能模組: RUN LED

 • RJ71GF11-T2: RUN LED

在步驟1的階段中，各模組的LED將變為下述狀態，並應進行下一步驟。

 • SIL2過程CPU: ERROR LED閃爍

 • SIL2功能模組: ERROR LED閃爍

 • 冗餘功能模組: ERR LED亮燈

 • RJ71GF11-T2: ERR LED亮燈

2. 工程的創建

啟動工程工具，創建工程。(MELSEC iQ-R CPU模組用戶手冊(應用篇))

3. 個人電腦與SIL2過程CPU之間的連接

連接安裝了工程工具的個人電腦與SIL2過程CPU。(MELSEC iQ-R CPU模組用戶手冊(應用篇))

4. SIL2過程CPU的初始化

使用工程工具，對SIL2過程CPU進行初始化。

將一方的SIL2過程CPU初始化後，將個人電腦連接到另一方的SIL2過程CPU上。連接後，同樣對SIL2過程CPU進行初始化。

5. SIL2過程CPU側的參數設置

設置系統參數、CPU參數、各模組的模組參數。(MELSEC iQ-R CC-Link IE現場網路用戶手冊(應用篇))

通過將實際的系統組態讀取到工程工具的模組組態圖中，可以設置系統參數。

6. 安全通訊設定

實施安全通訊設定。(MELSEC iQ-R CC-Link IE現場網路用戶手冊(應用篇))

7. 系統設置的寫入

從工程工具設置A系統/B系統。(MELSEC iQ-R CPU模組用戶手冊(應用篇))
1  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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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用戶資訊的設置

在兩個系統的SIL2過程CPU及工程中設置用戶資訊。(GX Works3操作手冊)

9. 程式的創建

創建安全程式與一般程式。

10.可程式控制器寫入

將工程工具中設置的參數與創建的程式寫入到兩個系統中。(MELSEC iQ-R CPU模組用戶手冊(應用篇))

11. SIL2過程CPU的復位

通過下述方法之一再啟動兩個系統。

 • 電源的OFFON

 • SIL2過程CPU的復位

12. SIL2過程CPU側的LED確認

確認各模組的LED處於下述狀態。此外，根據SD記憶卡的安裝有無，CARD READY LED將亮燈或熄燈。

*1 在主站冗餘的系統中，待機系統的RJ71GF11-T2的MST LED將變為閃爍。

發生了出錯的情況下，下述LED將亮燈。應通過工程工具確認出錯的內容後，再消除出錯原因。

 • SIL2過程CPU: ERROR LED(MELSEC iQ-R CPU模組用戶手冊(入門篇))

 • SIL2功能模組: ERROR LED(MELSEC iQ-R CPU模組用戶手冊(入門篇))

 • 冗餘功能模組: ERR LED、L ERR LED(MELSEC iQ-R CPU模組用戶手冊(入門篇))

 • RJ71GF11-T2: ERR LED、L ERR LED(MELSEC iQ-R乙太網路/CC-Link IE用戶手冊(入門篇))

• 控制系統

• 待機系統*1
1  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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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組的有效化

1. 安全模組操作

確認SIL2過程CPU側及遠端起始模組側的系統的電源是否變為了ON，並在工程工具的“安全模組操作”中，將設置為SIL2模式

的模組有效化。(MELSEC iQ-R CC-Link IE現場網路用戶手冊(應用篇))

2. 系統的電源OFF

完成後，應將SIL2過程CPU側及遠端起始模組側的系統的電源置為OFF。

3. SIL2過程CPU及遠端起始模組的再啟動

將兩個系統的SIL2過程CPU、遠端起始模組的RUN/STOP/RESET開關設置為RUN的位置，並將電源置為ON。
1  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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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作確認的步驟

1. 各種確認

確認系統中使用的各模組的狀態及程式的動作。

 • 各模組中是否發生了出錯

 • 各模組的LED是否變為了下述所示

*1 在主站冗餘的系統中，待機系統的RJ71GF11-T2的MST LED將變為閃爍。

*2 在主站冗餘的系統中，由於不對遠端起始模組進行冗餘，因此下述LED將常時熄燈。

CTRL LED
SBY LED

*3 以帶診斷功能輸入模組為例。關於其它模組的LED有關內容，請參閱各模組的手冊。

 • CC-Link IE現場網路診斷中是否發生了異常(MELSEC iQ-R CC-Link IE現場網路用戶手冊(應用篇))

 • 安全程式及一般程式的動作有無問題

2. 安全動作模式的切換

由於作為使用了SIL2過程CPU的系統進行普通運行，因此將安全動作模式切換為安全模式。(MELSEC iQ-R CPU模組用戶手冊

(應用篇))

將CPU模組置為STOP狀態時，在待機系統中將檢測出動作狀態不一致的繼續運行型出錯。

• 控制系統

• 待機系統*1

• 遠端起始模組側*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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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程式的執行

將兩個系統的SIL2過程CPU、遠端起始模組的電源置為OFF。OFF後，將兩個系統的SIL2過程CPU、遠端起始模組的RUN/STOP/

RESET開關設置為RUN的位置，並將電源置為ON。確認控制系統的CPU模組的PROGRAM RUN LED亮燈。

在電源ON的狀態下將RUN/STOP/RESET開關個別設置為RUN的位置時，在待機系統中將檢測出動作狀態不一致的

繼續運行型出錯。

4. 程式的監視

通過工程工具，確認程式是否正常進行動作。
1  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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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制的功能
在安全通信中繼功能的系統中使用遠端起始模組的情況下，有限制的功能如下所示。

功能 限制事項

遠端操作 遠端復位 僅對於控制系統的遠端起始模組實施時，整個系統被復位。但是，根據遠端起始模組的狀態有可能無法進行遠端復

位。

■1號機或2號機中有異常的情況下

• 僅安裝了2號機的情況下，將無法復位。

• 1號機或2號機中發生了重度異常的情況下，1號機、2號機均無法復位。

(僅安裝了1號機的情況下，被復位)

■兩個系統的遠端起始模組不處於STOP狀態的情況下

控制系統的遠端起始模組為STOP狀態及待機系統的遠端起始模組為RUN狀態時，即使對於控制系統的遠端起始模組

進行遠端復位，控制系統及待機系統的遠端起始模組也無法被復位。應將控制系統及待機系統的遠端起始模組的動

作狀態更改為STOP狀態之後再進行遠端復位。

■對於兩個系統的遠端起始模組從其它路徑進行了遠端操作的情況下

對於控制系統及待機系統的遠端起始模組從其它路徑進行了遠端操作的情況下，即使對於控制系統的遠端起始模組

進行遠端復位，控制系統及待機系統的遠端起始模組也無法被復位。對於控制系統的遠端起始模組進行遠端復位的

情況下，應解除至待機系統的遠端起始模組的遠端操作之後再進行遠端復位。

RAS功能 事件履歷功能 系統切換關聯的事件被儲存到兩個系統的遠端起始模組中，但是遠端起始模組中發生的事件被儲存到已發生的遠端

起始模組中。此外，基板上的模組中發生的事件被儲存到控制系統的遠端起始模組中。

僅各個遠端起始模組中被儲存的事件，可以進行事件履歷的清除/顯示。

監視功能 軟元件/緩衝記憶體

批量監視

對控制系統中執行的遠端起始模組的軟元件的當前值更改的執行結果，即使發生系統切換也無法反映到新控制系統

中。

應將工程工具連接到新控制系統上，再次執行當前值更改。

同步功能 CC-Link IE現場網路

同步通信功能

不能使用。

模組間同步功能

SLMP通信功能 • 通信中，發生了系統切換的情況下，從系統切換前的控制系統、新控制系統的遠端起始模組均未返回回應，變為

響應等待超時，因此需要來自於通信設備的重試。

• 在通過遠端起始模組的SLMP(MC協議)的通信中，在其它系統無法返回回應的狀態(復位、乙太網路電纜拔出等)

下，進行了其它系統目標通信的情況下，有可能返回超時出錯。

MC協議通信功能
1  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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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置示例
關於設置示例有關內容，請參閱下述手冊。

MELSEC iQ-R CC-Link IE現場網路用戶手冊(應用篇)

注意事項

發生了瞬間掉電的情況下

發生瞬間掉電時，安全通信中繼功能中斷，因此有可能檢測出出錯而停止安全通信。

瞬間掉電被解除時，安全通信中繼功能將重新啟動。

應根據需要，執行下述處理之一。

*1 計算公式的各變數的意義如下所示。

環形連接的情況下

環形連接的情況下，應將設置為SIL2模式Main的模組的發送間隔監視時間設置為滿足下述計算公式的值。*1

未滿足下述計算公式的情況下，發生或解除環路回送時有可能停止安全通信。

 • TM(SCmst2)+(LS10)+24
*1 計算公式的各變數的意義如下所示。

處理方法

應實施瞬間掉電的措施。(MELSEC iQ-R模組組態手冊)

應將發送間隔監視時間設置為滿足下述計算公式的值。*1

■主站(安全站)的發送間隔監視時間

TM＞(S2cyc2)+(LS6)+(PT2)+110
■設置為SIL2模式Main的模組的發送間隔監視時間

TM＞(SCmst2)+(LS6)+(PT2)+110

變數 意義

TM 發送間隔監視時間[ms]

S2cyc 設置為SIL2模式Main的模組的控制週期時間[ms]

SCmst 主站的安全週期時間[ms]

LS 連結掃描時間[ms]

PT 遠端起始模組的電源模組的瞬間掉電允許時間[ms]

變數 意義

TM 發送間隔監視時間[ms]

SCmst 主站的安全週期時間[ms]

LS 連結掃描時間[ms]
1  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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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參數設置

本章對遠端起始模組的CPU參數及遠端起始模組中安裝的模組的模組參數有關內容進行說明。

2.1 CPU參數
以下對CPU參數的設置畫面及各參數的內容進行說明。

[導航窗口][參數][RJ72GF15-T2][CPU參數]

 • 遠端起始模組中沒有靜態路由。支援動態路由。

 • 通過靜態路由與其它網路進行通信時的路由設置應在主站側進行。遠端起始模組按照主站的路由設置進行通

信。

項目 內容 參照目標

名稱設置 進行遠端起始模組的標題設置及注釋設置。 77頁 名稱設置

動作關聯設置 進行遠端起始模組的遠端復位設置。 78頁 動作關聯設置

RAS設置 進行RAS功能有關內容的設置。 79頁 RAS設置

網路必須設置 進行遠端起始模組的網路No.設置及站號設置。 80頁 網路必須設置

網路應用設置 進行遠端起始模組的模組動作模式設置、軟元件間傳送設置、冗餘設置。 81頁 網路應用設置
2  參數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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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設置
進行遠端起始模組的標題設置、注釋設置。

項目 內容 設置範圍

標題設置 標題 設置遠端起始模組的標題(名稱、用途)。 半形32字元及以內

(默認: 空白)

注釋設置 注釋 設置遠端起始模組的標題的注釋。 半形256字元及以內

(默認: 空白)
2  參數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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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作關聯設置
進行遠端起始模組的遠端復位設置。

*1 與默認為CPU模組的情況下有所不同。在全部站指定中進行遠端復位的情況下應加以注意。

項目 內容 設置範圍

遠端復位設置 遠端復位 設置是否允許通過外部操作進行的遠端操作進行遠端起始模組的復

位。

• 禁止

• 允許

(默認: 允許*1)
2  參數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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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S設置
進行RAS功能有關內容的設置。

*1 “不檢測”設置時拔出了運行中的模組的情況下，模組校驗異常不檢測，但對拔出的模組通過程式等進行訪問時，有可能發生出錯。此

外，即使重新安裝模組也不變為可訪問的狀態，因此STOP→RUN操作時發生了至重新安裝的模組的訪問處理的情況下，有可能發生出錯。

*2 設置通過自診斷功能的異常檢測時的遠端起始模組動作。

設置了“停止”的情況下，將遠端起始模組的動作狀態置為STOP狀態後停止循環傳送。

設置了“繼續運行”的情況下，將維持遠端起始模組的動作狀態。

遠端起始模組為STOP狀態的情況下，將變為下述動作。

·從遠端起始模組的連結軟元件(RX、RY、RWr、RWw)到用戶軟元件(X、Y、W)的傳送將變為下述動作。

RYY傳送停止

RWwW傳送停止

RXX傳送繼續

RWrW傳送繼續

·遠端起始模組的軟元件間傳送將停止。

·遠端起始模組的輸出(Y)的全部點將OFF。

項目 內容 設置範圍

異常檢測設置 模組校驗異常*1 設置是否檢測模組校驗異常。 • 檢測

• 不檢測

(默認: 檢測)
保險絲熔斷 設置是否檢測遠端起始模組中安裝的模組的保險絲熔斷。

電源冗餘系統異常 設置電源冗餘系統組態時，是否檢測電源模組的異常。

異常檢測時的遠端起始模組動作設置*2 模組校驗異常 設置模組校驗異常發生時的遠端起始模組的動作。 • 停止

• 繼續運行

(默認: 停止)
保險絲熔斷 設置遠端起始模組中安裝的模組的保險絲熔斷檢測時的遠端起始

模組的動作。

線上模組更換功能設置 直接更換設置 將直接更換設置為“允許”、“不允許”。

[注意事項]

允許直接更換的情況下，由於直接更換將發生輕度異常。

由於發生的出錯為輕度異常，因此即使將“異常檢測時的遠端起

始模組動作設置”的“模組校驗異常”設置為“停止”，遠端起

始模組的動作狀態也不變為STOP狀態。

• 不允許

• 允許

(默認: 不允許)
2  參數設置

2.1  CPU參數 79



80
網路必須設置
進行遠端起始模組的網路No.設置及站號設置。

*1 線上模式中將“網路No.設置”及“站號設置”置為空白時，將以主站的CC-Link IE現場網路診斷中設置的站號進行動作。關於詳細內

容，請參閱下述章節。

96頁 遠端起始模組的站號設置

*2 系統組態中包括設置為SIL2模式的模組的情況下，“網路No.設置”及“站號設置”應設置為空白以外。

項目 內容 設置範圍*1*2

網路No.設置 網路No. 設置遠端起始模組的網路No.。 • 空白

• 1～239

(默認: 空白)

站號設置 站號 設置遠端起始模組的站號。 • 空白

• 1～120

(默認: 空白)
2  參數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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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應用設置
進行遠端起始模組的模組動作模式設置、軟元件間傳送設置、冗餘設置。

項目 內容 設置範圍

模組動作模式設

置

模組動作模式設

置

線上模式

• 將遠端起始模組連接到網路中，與其它站進行資料連結的情況下選擇此項。

離線模式

• 將遠端起始模組從網路上解除連接，不與其它站進行資料連結的情況下選擇此

項。

• 線上模式

• 離線模式

(默認: 線上模式)

軟元件間傳送設

置

軟元件間傳送設

置

進行用於將遠端起始模組的軟元件作為循環資料傳送的設置。 82頁 軟元件間傳送設置

冗餘設置 線路類型 將遠端起始模組在冗餘系統中使用的情況下顯示線路的類型。 • 單個線路

• 冗餘線路
2  參數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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軟元件間傳送設置

為了將遠端起始模組(2)的下述軟元件作為與主站(1)的循環資料進行傳送而進行軟元件間傳送設置(3)。

 • 連結特殊繼電器(SB)

 • 連結特殊暫存器(SW)

 • 特殊繼電器(SM)

 • 特殊暫存器(SD)

 • 連結暫存器(W)

(2)

(3)

W SB/SW/SM/SD

1FFFH

(1)

RWw

RWr

RWw

RWr

0000H

03FFH

1000H

13FFH
2  參數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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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軟元件編號應以16點單位進行指定以確保位軟元件的情況下能夠以字單位進行處理。

項目 內容 設置範圍

設置方法 在“軟元件間傳送設置”的畫面內右擊，從“設置方法”中選擇軟元件的設置方

法。

• 起始/ 終: 輸入軟元件的起始編號及 終編號後進行設置。

• 點數/起始: 輸入軟元件的點數及起始編號後進行設置。

• 起始/ 終

• 點數/起始

(默認: 起始/ 終)

軟元件名 設置傳送源及傳送目標的軟元件名。

應在傳送源軟元件或傳送目標軟元件中設置W軟元件。

• SB
• SW
• SM
• SD
• W
(默認: 空白)

點數 設置傳送的軟元件的點數。 • SB: 16～8192*1

• SW: 1～8192

• SM: 16～2048*1

• SD: 1～2048

• W: 1～8192

(默認: 空白)

起始 設置傳送的軟元件的起始編號。 傳送源

• SB: 00000H～01FF0H*1

• SW: 00000H～01FFFH

• SM: 0～2032*1

• SD: 0～2047

• W:00000H～01FFFH

(默認: 空白)

傳送目標

• SB: 00000H～01FF0H*1

• SW: 00000H～01FFFH

• SM: 0～2032*1

• SD: 0～2047

• W: 01000H～01FFFH

(默認: 空白)

終 設置傳送的軟元件的 終編號。 傳送源

• SB: 0000FH～01FFFH*1

• SW: 00000H～01FFFH

• SM: 15～2047*1

• SD: 0～2047

• W: 00000H～01FFFH

(默認: 空白)

傳送目標

根據傳送源的設置被設置自動。
2  參數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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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模組參數
遠端起始模組中安裝的模組的模組參數中，與CPU模組不同的點如下所示。

重新整理設置

 • 重新整理目標: 僅指定軟元件可以選擇。模組標籤、重新整理資料暫存器(RD)不能選擇。

 • 傳送至智慧功能模組、傳送至CPU: 可設置的軟元件的範圍有限制。可設置的軟元件範圍如下所示。

對於重新整理設置的自動連號分配，智慧功能模組的緩衝記憶體在多個區域中分散存在時，希望將這些彙總進

行訪問的情況下使用時較為方便。

 • 通過智慧功能模組的重新整理設置，在遠端起始模組的緩衝記憶體中對連結暫存器(W)進行自動連號分配並重

新整理。

 • 對於主站，可以通過READ/WRITE陳述式的1陳述式對遠端起始模組的連結暫存器(Ｗ)進行讀寫。

將主站為智慧功能模組的緩衝記憶體通過REMFR/REMTO陳述式進行直接訪問的情況下，REMFR/REMTO陳述式將實

施緩衝記憶體的區域數數量的次數。

中斷設置

不能設置中斷設置。

設置了中斷設置的情況下，在遠端起始模組中將發生出錯。

重新整理組

不能設置重新整理設置的重新整理組。

參數設置方法

在RJ61BT11中，“必須設置”的“參數設置方法”中，不能選擇“通過程式設置”。

項目 重新整理目標軟元件的設置範圍

傳送至智慧功能模組的資料 通過循環傳送，從主站接收資料的

情況下

• W0～W03FF

• Y(輸入輸出中不使用的軟元件)

通過暫態傳送，從主站寫入資料的

情況下

• W0～W1FFF(循環傳送中未分配的軟元件)

• X/Y(輸入輸出中不使用的軟元件且循環傳送中未分配的軟元件)

• SB1000～SB1FFF

• SW1000～SW1FFF

• RD0～RD12287

傳送至CPU模組的資料 通過循環傳送將資料發送至主站的

情況下

• W1000～W13FF

• X(輸入輸出中不使用的軟元件)

通過暫態傳送，將資料讀取到主站

中的情況下

• W0～W1FFF(循環傳送中未分配的軟元件)

• X/Y(輸入輸出中不使用的軟元件且循環傳送中未分配的軟元件)

• SB1000～SB1FFF

• SW1000～SW1FFF

• RD0～RD12287
2  參數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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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可執行的檔案操作

對於各檔案可執行的檔案操作如下所示。

: 可以執行， : 無相應操作

*1 僅遠端起始模組的動作狀態為STOP時可以。如果RUN時進行操作，將變為通信出錯。

*2 僅遠端起始模組的動作狀態為STOP時可以。如果RUN時進行操作，通過遠端STOP的動作狀態更改後，將繼續進行操作。

檔案類型 通過工程工具進行的操作 通過SLMP、FTP伺服器功能進行的操作

寫入 讀取 刪除 寫入 讀取 刪除

參數 *2  *2 *1  *1

軟元件注釋    *1  *1

全域標籤設置檔案    *1  *1

標籤初始值檔案 全域標籤初始值檔案    *1  *1

事件履歷      

軟元件資料儲存用檔案    *1  *1

通用資料      

遠端口令 *2  *2 *1  *1
3  可執行的檔案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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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忘錄
3  可執行的檔案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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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故障排除

本章對使用系統時發生的各種出錯的內容、原因及處理方法有關內容進行說明。

關於模組個別的故障排除有關內容，請參閱各模組的手冊。

讀取發生故障時的軟元件等，儲存工程時，有助於故障原因的闡明等。關於從可程式控制器的讀取操作有關內

容，請參閱下述手冊。

GX Works3操作手冊

4.1 故障排除的步驟
發生了故障的情況下，應按照下述順序實施故障排除。

1. 應確認電源模組的LED。(101頁 電源模組的POWER LED熄燈的情況下)

2. 應確認遠端起始模組的LED。(89頁 通過LED進行確認)

3. 應確認各輸入輸出模組及智慧功能模組的LED。(各模組的用戶手冊(應用篇))

4. 應連接工程工具，啟動系統監視。可以確認出錯發生源的模組。

[診斷][系統監視]
4  故障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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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應選擇出錯發生源的模組，啟動模組診斷。可以確認出錯的原因及處理方法。(92頁 模組的狀態確認)

[診斷][系統監視]按兩下相應模組

6. 在模組診斷中，遠端起始模組處於正常狀態但卻無法資料連結的情況下，應實施CC-Link IE現場網路診斷，進行處理。

(95頁 網路的狀態確認)

7. 通過模組診斷及CC-Link IE現場網路診斷無法特定原因的情況下，應通過工程工具的事件履歷，對操作及出錯的履歷進

行確認後再特定原因。

[診斷][系統監視][事件履歷]按鈕

8. 通過步驟1～7無法特定原因的情況下，應實施按現象分類的故障排除。(各模組的用戶手冊(應用篇))
4  故障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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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通過LED進行確認
本節對通過LED進行故障排除的有關內容進行說明。

根據RUN LED及ERR LED的亮燈狀態，可以按以下方式判別異常狀態。

*1 發生了多個異常的情況下，將按重度＞中度＞輕度的順序顯示異常狀態。

RUN LED熄燈的情況下

遠端起始模組的電源投入後，RUN LED熄燈的情況下，應確認下述項目。

即使進行上述處理仍然未能解決問題的情況下，應實施單體通信測試，確認硬體中有無異常。(94頁 單體通信測試)

BUS RUN LED熄燈的情況下

遠端起始模組的電源投入後，BUS RUN LED熄燈的情況下，應確認下述項目。

即使進行上述處理仍然未能解決問題的情況下，應實施單體通信測試，確認硬體中有無異常。(94頁 單體通信測試)

ERR LED亮燈或閃爍的情況下

ERR LED亮燈或閃爍的情況下，應確認下述項目。

即使進行上述處理仍然未能解決問題的情況下，應實施下述測試，確認有無異常。

 • 單體通信測試(94頁 單體通信測試)

 • 電纜測試(MELSEC iQ-R CC-Link IE現場網路用戶手冊(應用篇))

RUN LED ERR LED 異常狀態*1 內容

熄燈 亮燈、閃爍 重度異常 是由於硬體異常及記憶體異常等導致模組停止動作的出錯。

亮燈 閃爍 中度異常 是由於與模組動作相關的參數異常等導致模組停止動作的出錯。

亮燈 亮燈 輕度異常 是由於通信失敗等導致模組繼續運行動作的出錯。

確認項目 處理方法

遠端起始模組是否正確安裝。 未正確安裝的情況下，應重新將遠端起始模組正確安裝到主基板中。

更換電源模組後再投入了電源時，RUN LED亮燈。

(應對擴展基板上的電源模組也進行更換及確認。)

更換前的電源模組中發生異常。應更換電源模組。

即使更換電源模組後再投入電源，RUN LED也不亮燈。

(應對擴展基板上的電源模組也進行更換及確認。)

電源模組以外的模組中發生異常。應逐一增加安裝的模組的同時，重覆電源的

投入。

RUN LED未亮燈時刻的 後安裝的模組中發生異常，因此應更換該模組。

冗餘系統組態中，是否處於待機系統的遠端起始模組的更換中。 應對更換後的待機系統的遠端起始模組進行復位。

確認項目 處理方法

遠端起始模組的開關是否處於RUN狀態。 應將遠端起始模組的開關置為RUN，開始資料連結。

是否處於遠端STOP中。 應解除遠端STOP，開始資料連結。

遠端起始模組中有無出錯。 應通過工程工具的系統監視對遠端起始模組的出錯原因進行特定後再進行處

理。(87頁 故障排除的步驟)

主站是否處於RUN狀態。 應將主站置為RUN狀態。主站由於出錯停止的情況下，應參閱主站的手冊進行

故障排除。(使用的主站·本地站模組的用戶手冊)

主站為STOP中遠端起始模組是否解除連接。 • 應將主站置為RUN狀態，恢復遠端起始模組。

• 遠端起始模組保持主站的STOP狀態，因此應對遠端起始模組進行復位。

確認項目 處理方法

模組診斷中是否發生出錯。 應按照模組診斷中的處理方法進行處理。

在CC-Link IE現場網路診斷中，是否顯示異常。 應按照CC-Link IE現場網路診斷中的處理方法進行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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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LINK LED熄燈的情況下

D LINK LED熄燈的情況下，應確認下述項目。

即使進行上述處理仍然未能解決問題的情況下，應實施下述測試，確認有無異常。

 • 單體通信測試(94頁 單體通信測試)

 • 電纜測試(MELSEC iQ-R CC-Link IE現場網路用戶手冊(應用篇))

D LINK LED閃爍的情況下

D LINK LED閃爍的情況下，應確認下述項目。

即使進行上述處理仍未能解決問題的情況下，應將工程工具連接到主站上，進行CC-Link IE現場網路診斷。(使用的主站·

本地站模組的用戶手冊)

確認項目 處理方法

主站是否連接在網路上，是否正常動作。 • 主站的CPU模組中發生了出錯的情況下，應消除CPU模組的出錯。(使用的

CPU模組的用戶手冊)

• 將工程工具連接到主站上，通過CC-Link IE現場網路診斷確認主站是否處於

資料連結狀態。(使用的主站·本地站模組的用戶手冊)

使用的乙太網路電纜是否正常。 • 應確認是否使用滿足標準的乙太網路電纜。(使用的主站·本地站模組的

用戶手冊)

• 應確認站間距離是否在規格的範圍內。(MELSEC iQ-R CC-Link IE現場網

路遠端起始模組用戶手冊(入門篇))

• 應確認乙太網路電纜是否斷線。

環形連接中是否連接切換型集線器。 在未連接切換型集線器的狀況下，置為環形連接。

與遠端起始模組連接的切換型集線器及其它站是否正常。 應確認切換型集線器及其它站的電源是否處於ON狀態。

使用的切換型集線器是否正常。 應確認是否使用滿足標準的切換型集線器。(使用的主站·本地站模組的用

戶手冊)

遠端起始模組的站號是否與其它站重覆。 應更改重覆的站的站號。

遠端起始模組的網路No.是否與連接的網路一致。 應使遠端起始模組的網路No.與連接的網路No.一致。

在CC-Link IE現場網路診斷中，是否顯示異常。 應按照CC-Link IE現場網路診斷中的處理方法進行處理。

確認項目 處理方法

遠端起始模組的點陣LED中顯示的站號是否與主站的網路組態設置中指定的遠

端起始模組的站號一致。

• 應使遠端起始模組的站號與主站的網路組態設置中指定的遠端起始模組的站

號一致。(使用的主站·本地站模組的用戶手冊)

• 應通過工程工具，實施遠端起始模組的初始化後，再次寫入參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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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ERR LED亮燈的情況下

L ERR LED亮燈的情況下，應確認下述項目。

即使進行上述處理仍然未能解決問題的情況下，應實施下述測試，確認有無異常。

 • 單體通信測試(94頁 單體通信測試)

 • 電纜測試(MELSEC iQ-R CC-Link IE現場網路用戶手冊(應用篇))

LINK LED熄燈的情況下

LINK LED熄燈的情況下，應確認下述項目。

即使進行上述處理仍然未能解決問題的情況下，應實施下述測試，確認有無異常。

 • 單體通信測試(94頁 單體通信測試)

 • 電纜測試(MELSEC iQ-R CC-Link IE現場網路用戶手冊(應用篇))

CTRL LED閃爍的情況下

CTRL LED閃爍的情況下，應確認下述項目。

確認項目 處理方法

使用的乙太網路電纜是否正常。 • 應確認是否使用滿足標準的乙太網路電纜。(使用的主站·本地站模組的

用戶手冊)

• 應確認站間距離是否在規格的範圍內。(MELSEC iQ-R CC-Link IE現場網

路遠端起始模組用戶手冊(入門篇))

• 應確認乙太網路電纜是否斷線。

使用的切換型集線器是否正常。 • 應確認是否使用滿足標準的切換型集線器。(使用的主站·本地站模組的

用戶手冊)

• 應將切換型集線器的電源置為OFFON。

與遠端起始模組連接的其它站是否正常。 應確認其它站模組的動作狀態。

主站的模式是否為線上。 應將主站的模式更改為線上。(使用的主站·本地站模組的用戶手冊)

模組及配線的周圍中是否存在雜訊的發生源。 應更改模組及配線的組態。

是否進行設置以確保主站中使用環路回送功能。 進行使用環路回送功能的設置的情況下，應確認L ER LED亮燈的PORT的連接是

否變為正常的環形連接。(使用的主站·本地站模組的用戶手冊)

確認項目 處理方法

使用的乙太網路電纜是否正常。 • 應確認是否使用滿足標準的乙太網路電纜。(使用的主站·本地站模組的

用戶手冊)

• 應確認站間距離是否在規格的範圍內。(MELSEC iQ-R CC-Link IE現場網

路遠端起始模組用戶手冊(入門篇))

• 應確認乙太網路電纜是否斷線。

設施狀況(彎曲半徑)是否超出規格範圍。 應確認使用的乙太網路電纜的手冊，將彎曲半徑置為規格的範圍內。

與遠端起始模組連接的切換型集線器及其它站是否正常。 應確認切換型集線器及其它站的電源是否處於ON狀態。

確認項目 處理方法

待機系統的遠端起始模組中是否發生中度異常或重度異常。 應通過ERR LED進行故障排除。(89頁 ERR LED亮燈或閃爍的情況下)

待機系統的遠端起始模組的D LINK LED是否熄燈或閃爍。 應通過D LINK LED進行故障排除。(90頁 D LINK LED熄燈的情況下、90頁 

D LINK LED閃爍的情況下)

待機系統的遠端起始模組的SBY LED是否閃爍。 從控制系統至待機系統的記憶體復製為執行中。

應等待直至從控制系統至待機系統的記憶體復製完成，自動復位待機系統的遠

端起始模組後進行再啟動為止。

兩個系統的遠端起始模組的動作狀態(RUN狀態/STOP狀態)是否不一致。 應使兩個系統的動作狀態(RUN狀態/STOP狀態)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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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模組的狀態確認
從遠端起始模組的“模組診斷”畫面，可以確認下述內容。

出錯資訊

確認當前發生的出錯的內容及處理方法。

項目 內容

出錯資訊 顯示當前發生的出錯的內容。

如果點擊[事件履歷]按鈕，除網路上已發生的出錯以外，還可以確認各模組中

檢測出的出錯及被執行的操作的履歷。

模組資訊一覽 顯示遠端起始模組的各種狀態資訊。

協助工具 CCIEF診斷 CC-Link IE現場網路中發生異常時，確認原因後解決故障。(95頁 網路的

狀態確認)

項目 內容

狀態 重度: 是硬體異常及記憶體異常等的出錯。

中度: 是模組動作相關的參數異常等的出錯。

輕度: 是通信失敗等的出錯。

詳細資訊 各出錯的詳細資訊 多被顯示3個。

原因 顯示出錯原因的詳細內容。

處理方法 顯示對出錯的處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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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組資訊一覽

通過切換為[模組資訊一覽]選項卡，對遠端起始模組的各種狀態資訊進行確認。

項目 內容

LED資訊 顯示遠端起始模組的LED的狀態。

開關資訊 顯示遠端起始模組的開關的狀態。

個別資訊 站類型 顯示“智慧設備站”。

網路No. 顯示選擇的模組中設置的網路No.。

站號 顯示選擇的模組中設置的站號。

通信模式 顯示選擇的模組中設置的通信模式。

MAC地址(第1八位元位元組) MAC地址的第1八位元位元組被顯示。

MAC地址(第2八位元位元組) MAC地址的第2八位元位元組被顯示。

MAC地址(第3八位元位元組) MAC地址的第3八位元位元組被顯示。

MAC地址(第4八位元位元組) MAC地址的第4八位元位元組被顯示。

MAC地址(第5八位元位元組) MAC地址的第5八位元位元組被顯示。

MAC地址(第6八位元位元組) MAC地址的第6八位元位元組被顯示。
4  故障排除

4.3  模組的狀態確認 93



94
單體通信測試

單體通信測試是指對遠端起始模組的硬體進行檢查的測試。遠端起始模組的通信動作不穩定的情況下，對硬體中有無異常進行

確認。

在單體通信測試中，對下述內容進行測試。

■執行步驟

1. 將遠端起始模組的P1及P2通過乙太網路電纜連線。

2. 通過遠端起始模組的開關，將STOPRESET/TESTSTOP在小於1秒的週期內重覆3次。(重覆3次時，RUN LED將閃爍)

3. 通過遠端起始模組的復位，開始單體通信測試。

 • 請勿在與其它站連接的狀態下實施單體通信測試。否則有可能導致其它站的動作異常。

 • 單體通信測試實施中，不能使用冗餘功能。

■單體通信測試的狀態及結果的確認
單體通信測試的狀態及結果的確認通過模組的LED顯示進行判斷。

■異常完成時的出錯編號
點陣LED中顯示的出錯編號以“埠編號 出錯編號”的形式被顯示。

例如，顯示為“1 3”的情況下，表示P1中發生出錯編號3的出錯。

單體通信測試變為異常完成的情況下，應確認下述項目。

測試項目 檢查內容

內部自回送測試 確認模組的通信功能是否正常動作。

外部自回送通信測試 確認是否以模組的2個連接器之間連接的電纜正常進行通信。

測試的狀態 LED顯示

實施中 點陣LED中“UCT”被顯示。

正常完成 點陣LED中“OK”被顯示。

異常完成 ERR LED亮燈，點陣LED中“ERR”及出錯編號以1秒間隔交互顯示。

出錯編號 內容 處理方法

1 內部自回送測試異常完成 請向當地三菱電機代理店諮詢。

2 外部自回送通信測試連接異常完成 應確認乙太網路電纜的連接或更換乙太網路電纜後再次實施測試。再次異常完成的情況下，

請向當地三菱電機代理店諮詢。

3 外部自回送通信測試通信異常完成 應更換乙太網路電纜後再次實施測試。再次異常完成的情況下，請向當地三菱電機代理店諮

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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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網路的狀態確認
通過在網路狀態、異常內容的確認及動作測試中對通信進行測試，可以通過CC-Link IE現場網路診斷進行網路狀態的確認及故

障排除。

以下對將工程工具連接到遠端起始模組上進行診斷的方法有關內容進行說明。將工程工具連接到主站上進行診斷的情況下，請

參閱下述手冊。

使用的主站·本地站模組的用戶手冊

診斷項目一覽

在CC-Link IE現場網路診斷中，可以確認下述項目。

 • 在“連接目標指定 Connection”畫面的“其它站指定”中指定其它站時，不能啟動CC-Link IE現場網路診

斷。應將工程工具直接連接到希望診斷的遠端起始模組上，啟動CC-Link IE現場網路診斷。

 • 冗餘系統組態時，在“連接目標指定 Connection”畫面的“物件系統”中指定其它機號時，不能啟動CC-

Link IE現場網路診斷。應將工程工具直接連接到希望診斷的遠端起始模組上，指定本號機(“多CPU指定”

為“無指定”及“冗餘CPU指定”為“無系統指定”)後再啟動CC-Link IE現場網路診斷。

診斷項目 說明 參照目標

(1) 遠端起始模組的狀態及異常內

容的顯示

可以確認遠端起始模組的通信狀態。 MELSEC iQ-R CC-Link IE現場

網路用戶手冊(應用篇)

(2) 通信測試 可以確認從連接站開始到通信目標站為止的暫態通信的到達可否及路徑。

IP通信測試 可以確認從連接站開始到通信目標為止的IP通信的到達時間及路徑。

電纜測試 可以確認測試實施站及測試實施站的埠上連接的設備之間的電纜連線狀態。

(3) 遠端操作 可以對遠端起始模組進行遠端操作(RUN、STOP、RESET)。 96頁 遠端操作

(1)

(3)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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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端操作

通過CC-Link IE現場網路診斷的遠端操作按照下述步驟進行。

*1 進行遠端復位時，應將位於“CPU參數”的“動作關聯設置”的“遠端復位設置”設置為“允許”。

關於遠端操作的詳細內容，請參閱下述章節。

29頁 遠端操作

遠端起始模組的站號設置

通過CC-Link IE現場網路診斷進行的遠端起始模組的站號設置按照下述步驟進行。

1. 從主站上連接的工程工具中啟動CC-Link IE現場網路診斷。

2. 從畫面中的網路組態圖中選擇站號未設置的遠端起始模組的圖示。

3. 點擊“選擇站通信狀態監視”中的[站號設置]按鈕。

4. 在下述畫面中設置站號，點擊[OK]按鈕。

從MELSEC-Q/L系列的主站進行遠端起始模組的站號設置的情況下，應使用序號的前5位數為13032及以後的主站

·本地站模組及Version1.50C及以後的GX Works2。

■注意事項
 • 網路No.將變為與主站相同的網路No.。

 • 在“CPU參數”的“網路必須設置”中，設置網路No.及站號的情況下，將優先“網路必須設置”的參數。

1. 通過CC-Link IE現場網路診斷，選擇遠端操作的物件模

組。

2. 點擊“CC-Link IE Field診斷”畫面的[遠端操作]按鈕，

或右擊“網路狀態”的模組圖示，選擇[遠端操作]。

顯示“遠端操作”畫面。

3. 通過“操作”選擇對遠端起始模組的遠端操作(RUN、

STOP及RESET)的內容。*1

4. 點擊[執行]按鈕，執行遠端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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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個線路的冗餘系統組態的情況下
將遠端起始模組在單個線路的冗餘系統組態中使用的情況下，來自於主站的遠端起始模組的站號設置如下所示。

*1 設置的站號+1的站在同一網路上已經存在的情況下，將發生出錯。

1. 網路組態圖中兩個系統的遠端起始模組將被顯示。

2. 選擇1號機或2號機的遠端起始模組後設置站號。

3. 兩個系統的遠端起始模組中站號被設置。

1號機將變為設置的站號，2號機將變為設置的站號+1。*1

但是，將站號設置為120的情況下，1號機的站號將變為119，

2號機的站號將變為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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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冗餘線路的冗餘系統組態的情況下
將遠端起始模組在冗餘線路的冗餘系統組態中使用的情況下，來自於主站的遠端起始模組的站號設置如下所示。
■控制系統

■待機系統

1. 網路組態圖中僅一個系統的遠端起始模組被顯示。

2. 選擇控制系統或待機系統的遠端起始模組後設置站號。

■控制系統

■待機系統

3. 兩個系統的遠端起始模組中設置的站號被設置。
4  故障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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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遠端起始模組的更換步驟
以下對遠端起始模組的更換步驟有關內容進行說明。

冗餘系統以外的組態中的更換步驟
在不停止整個網路的資料連結的狀況下，可以更換遠端起始模組。

即使連接未設置站號的遠端起始模組，也可通過主站的CC-Link IE現場網路診斷設置站號。

1. 將遠端起始模組中寫入的參數讀取到工程工具的工程中。

[線上][來自於可程式控制器的讀取]

2. 將工程工具連接到主站上，通過CC-Link IE現場網路診斷停止遠端起始模組的資料連結。

使用的主站·本地站模組的用戶手冊

3. 通過CC-Link IE現場網路診斷將遠端起始模組設置為暫時出錯無效站。

使用的主站·本地站模組的用戶手冊

4. 將遠端起始模組側的電源置為OFF，將乙太網路電纜從遠端起始模組上拆卸。

MELSEC iQ-R CC-Link IE現場網路遠端起始模組用戶手冊(入門篇)

5. 更換遠端起始模組。

MELSEC iQ-R模組組態手冊

6. 將乙太網路電纜連線到遠端起始模組上，將電源置為ON。

MELSEC iQ-R CC-Link IE現場網路遠端起始模組用戶手冊(入門篇)

7. 從主站通過CC-Link IE現場網路診斷，將遠端起始模組的站號設置為更換前的遠端起始模組的站號。(96頁 遠端起始

模組的站號設置)

8. 將工程工具的連接目標更改為遠端起始模組後，將通過步驟1.讀取的參數寫入到更換後的遠端起始模組中。

電源OFFON或遠端起始模組的復位時，寫入的參數將被反映。

[線上][可程式控制器寫入]

9. 將遠端起始模組的開關置為RUN側後，置為RUN狀態。

10.解除主站中設置的暫時出錯無效站，進行連結啟動。

使用的主站·本地站模組的用戶手冊

11. 使用CC-Link IE現場網路診斷，確認可否正常通信。(95頁 網路的狀態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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冗餘系統組態中的待機系統的更換步驟
以下對冗餘系統組態中的待機系統的更換步驟有關內容進行說明。

控制系統的遠端起始模組在通電中(線上中)進行系統控制的同時，可以更換待機系統的遠端起始模組。

1. 確認更換的遠端起始模組變為待機系統(CTRL LED熄燈)。對控制系統的遠端起始模組進行更換的情況下，通過工程工具

切換為待機系統。

GX Works3操作手冊

2. 從更換的遠端起始模組上拆卸乙太網路電纜。

MELSEC iQ-R CC-Link IE現場網路遠端起始模組用戶手冊(入門篇)

3. 將待機系統的遠端起始模組的開關置為STOP的位置。

4. 將待機系統的遠端起始模組從主基板上拔出。

MELSEC iQ-R模組組態手冊

5. 將更換的遠端起始模組的開關置為STOP的位置。

6. 將要更換的遠端起始模組安裝到主基板上。

MELSEC iQ-R模組組態手冊

7. 對更換後的待機系統的遠端起始模組進行復位。

8. 確認待機系統的遠端起始模組的RUN LED亮燈，且正常供應電源。

9. 通過兩個系統同一性檢查檢測出檔案的不一致的情況下，將自動執行從控制系統至待機系統的記憶體復製，自動復位待

機系統的遠端起始模組後再啟動。

10.將乙太網路電纜安裝到遠端起始模組上。

MELSEC iQ-R CC-Link IE現場網路遠端起始模組用戶手冊(入門篇)

11. 將待機系統的遠端起始模組的開關與控制系統的遠端起始模組的開關位置匹配。

拔出待機系統的遠端起始模組時，控制系統的遠端起始模組將變為輕度異常。待機系統的遠端起始模組的更換

完成後，應在控制系統的遠端起始模組中根據需要進行出錯解除。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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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不同現象的故障排除
遠端起始模組的功能動作不正確的情況下，應通過以下項目確認相應內容進行故障排除。此外，ERR LED亮燈或閃爍的情況

下，應通過工程工具消除出錯原因。

無法循環傳送
無法循環傳送的情況下，應確認下述項目。

即使進行了上述處理後仍未能解決的情況下，應確認主站的連結軟元件的分配及重新整理參數的重新整理目標軟元件中有無錯

誤。(使用的主站·本地站模組的用戶手冊)

無法暫態傳送
無法暫態傳送的情況下，應確認下述項目。

即使進行了上述處理後仍未能解決的情況下，請參閱主站·本地站模組的故障排除。(使用的主站·本地站模組的用戶手

冊)

電源模組的POWER LED熄燈的情況下
電源模組的POWER LED熄燈的情況下，應確認下述項目。

即使確認上述項目後電源模組的POWER LED仍未亮燈的情況下，有可能是硬體異常。請向當地三菱電機代理店諮詢。

確認項目 處理方法

遠端起始模組的D LINK LED是否亮燈。 D LINK LED熄燈或閃爍的情況下，應通過LED進行故障排除。(90頁 D LINK 

LED熄燈的情況下、90頁 D LINK LED閃爍的情況下)

位於“系統參數”畫面的[I/O分配設置]選項卡的“I/O分配設置”是否正確。 應正確設置I/O分配。(MELSEC iQ-R模組組態手冊)

遠端起始模組的開關是否處於RUN狀態。 應將遠端起始模組的開關置為RUN。

遠端起始模組的RUN LED是否亮燈。 RUN LED熄燈的情況下，應通過LED進行故障排除。(89頁 RUN LED熄燈的情

況下)

確認項目 處理方法

遠端起始模組的D LINK LED是否亮燈。 D LINK LED熄燈或閃爍的情況下，應通過LED進行故障排除。(90頁 D LINK 

LED熄燈的情況下、90頁 D LINK LED閃爍的情況下)

確認項目 處理方法

電源模組是否被正常安裝到基板中。 應重新安裝電源模組，再投入電源。

遠端起始模組的RUN LED是否亮燈。 相應電源模組中發生了異常。應更換電源模組。

是否供應合適的電壓的電源。 應供應合適的電壓的電源。(MELSEC iQ-R模組組態手冊)

整個系統的內部消耗電流是否超出電源模組的額定輸出電流。 應重新研討系統組態，將內部消耗電流抑制在電源模組的額定輸出電流及以

下。(MELSEC iQ-R模組組態手冊)

在將電源模組以外的模組全部拆卸的狀態下再投入了電源時，POWER LED是否

亮燈。

電源模組以外的模組中發生異常。

應逐一增加安裝的模組的同時，重覆電源的投入。POWER LED未亮燈時點的

後安裝的模組中發生異常，因此應更改該模組。
4  故障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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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識別特定的擴展基板的情況下
無法識別特定的擴展基板的情況下，應確認下述項目。

即使確認上述項目後仍無法識別特定的擴展基板的情況下，有可能是硬體異常。請向當地三菱電機代理店諮詢。

無法識別特定的Q系列的擴展基板的情況下
無法識別特定的Q系列的擴展基板的情況下，應確認下述項目。

即使確認上述項目後仍無法識別特定的擴展基板的情況下，有可能是硬體異常。請向當地三菱電機代理店諮詢。

確認項目 處理方法

無法識別的擴展基板是否為Q系列的擴展基板。 請參閱無法識別特定的Q系列的擴展基板時的故障排除。(102頁 無法識別

特定的Q系列的擴展基板的情況下)

無法識別的擴展基板的電源模組的POWER LED是否熄燈。 請參閱電源模組的故障排除。(101頁 電源模組的POWER LED熄燈的情況下)

是否正確安裝擴展電纜。 應正確安裝擴展電纜。

對上述項目進行確認，是否可以識別特定的擴展基板。 應按照下述順序實施。

• 更換擴展電纜。

• 更換相應的擴展基板。

• 更換相應的擴展基板的前段1個基板。

確認項目 處理方法

無法識別的Q系列的擴展基板的電源模組的POWER LED是否熄燈。 請參閱電源模組的故障排除。(使用的Q系列的CPU模組的用戶手冊(硬體設

計/維護點檢篇))

無法識別的擴展基板的電源模組的POWER LED是否熄燈。 請參閱電源模組的故障排除。(101頁 電源模組的POWER LED熄燈的情況下)

是否正確安裝擴展級數設置的連接器針。 應正確安裝擴展級數設置的連接器針。

是否正確安裝擴展電纜。 應正確安裝擴展電纜。

對上述項目進行確認，是否可以識別特定的Q系列的擴展基板。 應按照下述順序實施。

• 更換擴展電纜。

• 更換相應的Q系列的擴展基板。

• 更換相應的Q系列的擴展基板的前段1個基板。
2
4  故障排除

4.6  不同現象的故障排除



4

冗餘系統組態時

冗餘系統不啟動

遠端起始模組的冗餘系統不啟動的情況下，應確認下述項目。

無法系統切換

即使發生系統切換原因，也無法進行遠端起始模組的系統切換的情況下，應確認下述項目。

確認項目 處理方法

1號機及2號機中是否發生了中度異常或重度異常。 應通過LED進行故障排除。(89頁 ERR LED亮燈或閃爍的情況下)

1號機及2號機的開關是否處於RUN狀態。 應將1號機及2號機的開關置為RUN。

1號機及2號機的D LINK LED是否熄燈。 應通過LED進行故障排除。(90頁 D LINK LED熄燈的情況下)

1號機及2號機的D LINK LED是否閃爍。 應通過LED進行故障排除。(90頁 D LINK LED閃爍的情況下)

確認項目 處理方法

待機系統的遠端起始模組中是否發生中度異常或重度異常。 應通過LED進行故障排除。(89頁 ERR LED亮燈或閃爍的情況下)

待機系統的遠端起始模組的RUN LED是否熄燈。 應通過LED進行故障排除。(89頁 RUN LED熄燈的情況下)

待機系統的遠端起始模組中，位於“CPU參數”的“網路應用設置”的“模組

動作模式設置”是否被設置為“離線模式”。

應將位於“CPU參數”的“網路應用設置”的“模組動作模式設置”設置為“線

上模式”。(81頁 網路應用設置)

待機系統的遠端起始模組是否為單體通信測試狀態。 如果處於單體通信測試中，應完成單體通信測試。

待機系統的遠端起始模組是否處於更換中。 應完成待機系統的遠端起始模組的更換。

待機系統的遠端起始模組的D LINK LED是否熄燈或閃爍。 應通過LED進行故障排除。(90頁 D LINK LED熄燈的情況下、90頁 D LINK 

LED閃爍的情況下)

冗餘線路時，待機系統的遠端起始模組側網路的主站的主站·本地站模組是否

為禁止系統切換的狀態。

應將主站·本地站模組置為可系統切換的狀態。(MELSEC iQ-R CC-Link IE

現場網路用戶手冊(應用篇))

冗餘線路時，待機系統的遠端起始模組側網路的主站的CPU模組是否為禁止系

統切換的狀態。

應將CPU模組置為可系統切換的狀態。(MELSEC iQ-R CPU模組用戶手冊(應

用篇))

新控制系統的D LINK LED是否熄燈。 應通過LED進行故障排除。(90頁 D LINK LED熄燈的情況下)
4  故障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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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進行安全通信中繼
無法進行安全通信中繼的情況下，應確認下述項目。

即使進行了上述處理後仍未能解決的情況下，請參閱各模組的故障排除。(使用的模組的手冊)

確認項目 處理方法

遠端起始模組的D LINK LED是否亮燈。 D LINK LED熄燈或閃爍的情況下，應通過LED進行故障排除。(90頁 D LINK 

LED熄燈的情況下、90頁 D LINK LED閃爍的情況下)

遠端起始模組的開關是否處於RUN狀態。 應將遠端起始模組的開關置為RUN，開始資料連結。

是否處於遠端STOP中。 應解除遠端STOP，開始資料連結。
4
4  故障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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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出錯代碼
遠端起始模組通過自診斷功能檢測出異常時，將出錯代碼儲存到特殊暫存器(SD)中。此外，從工程工具、智慧功能模組或網路

系統至遠端起始模組的通信請求時發生了出錯的情況下，將向請求源返回出錯代碼。確認出錯代碼時，可以特定異常的內容及

原因。通過下述方法確認出錯代碼。

 • 工程工具的模組診斷(87頁 故障排除的步驟)

 • 特殊暫存器(‘ 新自診斷出錯代碼’(SD0)、‘自診斷出錯代碼’(SD10～SD25))(143頁 特殊暫存器(SD)一覽)

遠端起始模組中發生的出錯的內容及出錯對應的處理方法如下所示。

出錯代碼體系
所有模組中，出錯代碼以16進制4位(無16位元符號整數)表示。出錯有通過各模組的自診斷功能檢測出的出錯及模組之間的通

信時檢測出的通用出錯。出錯的檢測類型及出錯代碼的範圍如下所示。

詳細資訊

通過自診斷進行的出錯檢測時，表示出錯原因的詳細資訊也一起被儲存。通過工程工具可以確認各出錯代碼的詳細資訊。各出

錯代碼中附加有下述內容的詳細資訊。(儲存的詳細資訊的內容 多為2種類型，根據各出錯代碼而有所不同)此外，通過特殊

暫存器(SD)也可確認 新出錯代碼對應的詳細資訊1、2。(143頁 特殊暫存器(SD)一覽)

出錯檢測類型 出錯代碼範圍 說明

通過各模組的自診斷檢測 1000H～3FFFH 模組的自診斷出錯等個別模組的出錯

模組之間的通信時檢測 4000H～4FFFH CPU模組或遠端起始模組的出錯

7000H～7FFFH 序列通訊模組的出錯

B000H～BFFFH CC-Link模組的出錯

C000H～CFFFH 乙太網路搭載模組的出錯

D000H～DFFFH CC-Link IE現場網路模組的出錯

詳細資訊 項目 內容

詳細資訊1 驅動器·檔案資訊 顯示驅動器名、檔案名相關的資訊。

參數資訊 顯示參數儲存目標及參數類型等參數相關的資訊。

系統組態資訊 顯示輸入輸出編號及電源No.等系統組態相關的資訊。

次數資訊 顯示寫入至記憶體的次數等次數相關的資訊。

故障資訊 顯示故障時的資訊。

系統切換資訊 顯示系統切換相關的資訊。

詳細資訊2 驅動器·檔案資訊 顯示驅動器名、檔案名相關的資訊。

參數資訊 顯示參數儲存目標及參數類型等參數相關的資訊。

系統組態資訊 顯示輸入輸出編號及電源No.等系統組態相關的資訊。
4  故障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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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錯的解除
只有可解除的出錯才可進行出錯的解除。(34頁 RAS功能)

出錯代碼一覽

遠端起始模組的自診斷出錯代碼(1000H～3FFFH)

通過遠端起始模組的自診斷功能進行的出錯代碼如下所示。

出錯

代碼

出錯名稱 異常內容及原因 處理方法 詳細資訊 診斷時機

1000H 發生電源斷開 • 供應電源中發生了瞬間掉電。

• 供應電源變為了OFF。

應確認供應電源。  常時

1010H 一側發生電源

斷開

電源冗餘用基板中檢測出一側的電源冗

餘用電源模組的電源OFF、電源電壓過低

或未安裝。

• 應確認基板上安裝的電源模組的供應電源。

• 應確認基板上是否安裝電源模組。再次顯示了相

同出錯的情況下，有可能是電源模組的硬體異

常。請向當地三菱電機代理店諮詢。

系統組態資訊 常時

1020H 一側發生電源

故障

檢測出電源冗餘用基板中一側的電源冗

餘用電源模組的故障。

有可能是電源模組的硬體異常。請向當地三菱電機

代理店諮詢。

系統組態資訊 常時

1030H 電源模組識別

禁止

在電源冗餘用基板中，安裝了不能識別

的電源模組。

應安裝可使用的電源模組。

再次顯示了相同出錯的情況下，有可能是電源模組

的硬體異常。請向當地三菱電機代理店諮詢。

系統組態資訊 常時

1031H 電源冗餘系統

異常

電源冗餘用基板中，安裝了電源冗餘用

電源模組以外的電源模組。

應安裝可使用的電源模組。

再次顯示了相同出錯的情況下，有可能是電源模組

的硬體異常。請向當地三菱電機代理店諮詢。

系統組態資訊 常時

1080H 超過ROM寫入次

數

至快閃記憶體(資料記憶體及系統記憶體

)的寫入次數超過了10萬次。

(變為了寫入次數>10萬次)

應更換遠端起始模組。 次數資訊 電源ON時、

RESET時、寫入

時

1200H 模組中度異常 檢測出來自於智慧功能模組的中度異常

發生通知。

應通過工程工具的模組診斷確認詳細資訊(系統組

態資訊)，消除異常模組的出錯。

系統組態資訊 常時

1210H 模組中度異常 檢測出來自於智慧功能模組的模組間同

步信號異常發生通知。

應通過工程工具的模組診斷確認詳細資訊(系統組

態資訊)，消除異常模組的出錯。

系統組態資訊 常時

1830H 接收佇列滿異

常

暫態傳送的接收請求數超出了可同時處

理的上限。

應降低暫態傳送的使用頻率後再次執行。  常時

1831H 接收處理異常 暫態傳送的接收失敗。 應降低暫態傳送的使用頻率後再次執行。 系統組態資訊 常時

1832H 暫態資料異常 暫態傳送的處理數過多導致暫態傳送無

法執行。

應重新審核暫態傳送的執行數。  常時

1850H 網路異常 發生CC-Link IE現場網路相關的出錯。 應通過CC-Link IE現場網路診斷確認模組異常的詳

細內容，按照相應出錯的處理採取措施。

 常時

1B61H 待機系統遠端

起始模組異常

檢測出待機系統的遠端起始模組的中度

異常或重度異常。(通過控制系統檢測)

應消除待機系統的遠端起始模組的出錯後再啟動。

再次顯示了相同出錯的情況下，有可能是遠端起始

模組的硬體異常。請向當地三菱電機代理店諮詢。

 常時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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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B70H 其它系統通信

禁止

禁止與其它系統通信。(控制系統或待機

系統中檢測)

• 待機系統的遠端起始模組為復位狀態的情況下，

應進行復位解除。

• 未安裝待機系統的遠端起始模組的情況下，應進

行安裝。

• 應實施降噪措施。

• 再次顯示了相同出錯的情況下，有可能是遠端起

始模組或基板的硬體異常。請向當地三菱電機代

理店諮詢。

 常時

1BD0H 系統切換異常 由於禁止系統切換原因，導致了系統切

換不能執行。(通過控制系統檢測)

應通過工程工具的模組診斷確認詳細資訊(系統切

換資訊)的禁止系統切換原因，消除了不能系統切

換的原因後，通過工程工具進行系統切換。再次顯

示了相同出錯的情況下，有可能是遠端起始模組的

硬體異常。請向當地三菱電機代理店諮詢。

系統切換資訊 系統切換執行

時

1D10H 發生模組間同

步傳送脫漏

發生了循環傳送脫漏。 • 應延長位於“系統參數”畫面的[模組間同步設

置]選項卡的“模組間同步設置”的“模組間同

步的恒定週期間隔設置”中設置的模組間同步週

期，以防止超出模組間同步週期。

• 為了不超出模組間同步週期，應通過減少同步重

新整理的物件資料，削減重新整理處理時間。

• 應將無需同步的模組更改為非同步，以防止超出

模組間同步週期。

 常時

2000H 模組組態異常 在位於“系統參數”畫面的[I/O分配設

置]選項卡的“I/O分配設置”中，模組

類型設置與實際安裝模組的類型不相同。

應根據智慧功能模組、遠端起始模組的實際安裝狀

態重新設置位元於“系統參數”畫面的[I/O分配設

置]選項卡的“I/O分配設置”。

系統組態資訊 電源ON時、

RESET時

2001H 模組組態異常 位於“系統參數”畫面的[I/O分配設置]

選項卡的“I/O分配設置”中設置的輸入

輸出編號與其它模組重覆。

應根據智慧功能模組/輸入輸出模組的實際安裝狀

態重新設置位元於“系統參數”畫面的[I/O分配設

置]選項卡的“I/O分配設置”。

系統組態資訊 電源ON時、

RESET時

2002H 模組組態異常 位於“系統參數”畫面的[I/O分配設置]

選項卡的“I/O分配設置”中，智慧功能

模組的分配點數設置值小於安裝模組的

點數。

應根據智慧功能模組的實際安裝狀態重新設置位元

於“系統參數”畫面的[I/O分配設置]選項卡的

“I/O分配設置”。

系統組態資訊 電源ON時、

RESET時

2004H 模組組態異常 • 在主基板或擴展基板上，安裝了CC-

Link IE控制網路模組*、CC-Link IE

現場網路模組*。

• 在主基板及擴展基板上，合計安裝了9

個及以上的CC-Link主站·本地站模組。

* 包括在CC-Link IE內置乙太網路 I/F模

組中使用CC-Link IE控制網路、CC-Link 

IE現場網路的情況。

• 應對主基板或擴展基板上安裝的CC-Link IE控制

網路模組*、CC-Link IE現場網路模組*進行拆

卸。

• 應將主基板及擴展基板上安裝的CC-Link主站·

本地站模組合計置為8個及以下。

* 包括在CC-Link IE內置乙太網路 I/F模組中使用

CC-Link IE控制網路、CC-Link IE現場網路的情

況。

系統組態資訊 電源ON時、

RESET時

2006H 模組組態異常 在65插槽及以後安裝了模組。 應對65插槽及以後的模組進行拆卸。 系統組態資訊 電源ON時、

RESET時

2007H 模組組態異常 位於“系統參數”畫面的[I/O分配設置]

選項卡的“I/O分配設置”中設置的插槽

數以後安裝了模組。

應對位於“系統參數”畫面的[I/O分配設置]選項

卡的“I/O分配設置”中設置的插槽數以後安裝的

模組進行拆卸。

系統組態資訊 電源ON時、

RESET時

2008H 模組組態異常 • 輸入輸出點數4096點及以後安裝了模

組。

• 模組安裝跨越了輸入輸出點數4096點

的邊界。

• 應對4096點及以後安裝的模組進行拆卸。

• 應更換為 終模組不超出4096點的佔用點數的模

組。

系統組態資訊 電源ON時、

RESET時

出錯

代碼

出錯名稱 異常內容及原因 處理方法 詳細資訊 診斷時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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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H 模組組態異常 對輸入輸出模組或智慧功能模組進行了

訪問，但無回應。

• 應重新審核位於“系統參數”畫面的[I/O分配設

置]選項卡的“I/O分配設置”。

• 應實施降噪措施。

• 應復位遠端起始模組後，再進行RUN。再次顯示

了相同出錯的情況下，有可能是輸入輸出模組或

智慧功能模組的硬體異常。請向當地三菱電機代

理店諮詢。

系統組態資訊 常時

2020H 模組組態異常 安裝了不支持的模組，或安裝了不支持

位於“系統參數”畫面的[I/O分配設置]

選項卡的“I/O分配設置”中設置的網路

類型(模組型號)的模組。

• 安裝了不支持的模組的情況下，應拆卸該模組。

• 應確認是否支持位於“系統參數”畫面的[I/O分

配設置]選項卡的“I/O分配設置”中設置的網路

類型(模組型號)。

• 支援相應模組或網路類型(模組型號)的情況下，

有可能是遠端起始模組、基板、輸入輸出模組或

智慧功能模組的硬體異常。請向當地三菱電機代

理店諮詢。

系統組態資訊 電源ON時、

RESET時

2022H 模組組態異常 電源冗餘用基板中，安裝了電源冗餘用

電源模組以外的電源模組。

應安裝電源冗餘用電源模組。

再次顯示了相同出錯的情況下，有可能是電源模

組、遠端起始模組、基板的硬體異常。請向當地三

菱電機代理店諮詢。

系統組態資訊 電源ON時、

RESET時

2040H 遠端起始模組

組態異常

• 位於“系統參數”畫面的[I/O分配設

置]選項卡的“I/O分配設置”的遠端

起始模組個數與實際安裝的遠端起始

模組個數不相同。

• 與I/O分配位置不同的插槽中安裝了遠

端起始模組。

• 應將位於“系統參數”畫面的[I/O分配設置]選

項卡的“I/O分配設置”的遠端起始模組個數與

遠端起始模組實際安裝個數(包括空餘設置)設置

為相等。

• 應將位於“系統參數”畫面的[I/O分配設置]選

項卡的“I/O分配設置”與遠端起始模組的安裝

狀態設置為相同。

系統組態資訊 電源ON時、

RESET時

2041H 遠端起始模組

組態異常

• 位於“系統參數”畫面的[I/O分配設

置]選項卡的“I/O分配設置”中，設

置為遠端起始模組的位置不是遠端起

始模組。

• 在位於“系統參數”畫面的[I/O分配

設置]選項卡的“I/O分配設置”中設

置為空餘的位置中，安裝了遠端起始

模組。

• 在遠端起始模組與遠端起始模組之間

安裝了輸入輸出模組、智慧功能模組。

• 應將位於“系統參數”畫面的[I/O分配設置]選

項卡的“I/O分配設置”與遠端起始模組實際安

裝個數(包括空餘設置)設置為相同。

• 應對遠端起始模組與遠端起始模組之間的輸入輸

出模組或智慧功能模組進行拆卸。

系統組態資訊 電源ON時、

RESET時

2043H 遠端起始模組

組態異常

在禁止安裝遠端起始模組的插槽中安裝

了遠端起始模組。

• 應安裝到允許安裝遠端起始模組插槽(CPU插槽、

插槽No.0)中。

• 應從禁止安裝遠端起始模組的插槽上拆卸遠端起

始模組。

系統組態資訊 電源ON時、

RESET時

2044H 遠端起始模組

組態異常

位於“系統參數”畫面的[I/O分配設置]

選項卡的“I/O分配設置”中設置的本號

機編號與通過遠端起始模組的安裝位置

確定的本號機編號不一致。

應使位於“系統參數”畫面的[I/O分配設置]選項

卡的“I/O分配設置”的本號機編號與遠端起始模

組的安裝位置一致。

系統組態資訊 系統組態資訊

2050H 遠端起始模組

組態異常

安裝了不支持的CPU模組或遠端起始模

組。

安裝了不支持的CPU模組或遠端起始模組的情況下，

應拆卸該CPU模組或遠端起始模組。

支援相應遠端起始模組的情況下，有可能是遠端起

始模組或基板的硬體異常。請向當地三菱電機代理

店諮詢。

系統組態資訊 系統組態資訊

出錯

代碼

出錯名稱 異常內容及原因 處理方法 詳細資訊 診斷時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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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60H 基板組態異常 擴展級數超出了7級。 擴展級數應設置為7級及以內。 系統組態資訊 電源ON時、

RESET時

2061H 基板組態異常 連接了QA1S3B、QA1S5B/QA1S6B、

QA6B、QA6ADP+A5B/A6B、

QA1S6ADP+A1S5B/A1S6B。

應拆卸QA1S3B、QA1S5B/QA1S6B、QA6B、

QA6ADP+A5B/A6B、QA1S6ADP+A1S5B/A1S6B。

系統組態資訊 電源ON時、

RESET時

2063H 基板組態異常 擴展基板的級數設置重覆。 應重新審核擴展基板的級數設置。 系統組態資訊 電源ON時、

RESET時

2070H 基板組態異常 • 安裝了不支持的基板。

• Q系列擴展基板上匯流排連接了GOT。

• 安裝了不支援的基板的情況下，應拆卸該基板。

支援相應基板的情況下，有可能是遠端起始模組

或基板的硬體異常。請向當地三菱電機代理店諮

詢。

• 應對Q系列擴展基板上連接的GOT進行拆卸。

系統組態資訊 電源ON時、

RESET時

2080H 模組間同步組

態異常

檢測出模組間同步信號的異常。 有可能是遠端起始模組、基板、輸入輸出模組或智

慧功能模組的硬體異常。請向當地三菱電機代理店

諮詢。

系統組態資訊 電源ON時、

RESET時

20E0H 不能識別模組 安裝了無法識別的模組。 • 應安裝可使用的模組。

• 有可能是輸入輸出模組或智慧功能模組的硬體異

常。請向當地三菱電機代理店諮詢。

系統組態資訊 常時

2180H 檔案非法 檢測出非法的檔案。 應通過工程工具的模組診斷確認詳細資訊(驅動器

·檔案資訊)後，勾選檔案名，寫入指定的檔案。

再次顯示了相同出錯的情況下，有可能是遠端起始

模組的硬體異常。請向當地三菱電機代理店諮詢。

驅動器·檔案

資訊

常時

21A2H 檔案指定異常 寫入了遠端起始模組的工程以外的檔案。 應通過工程工具的模組診斷確認詳細資訊(驅動器

·檔案資訊)，將該數值(檔案名.副檔名)對應的檔

案重新寫入到遠端起始模組的工程中創建的檔案

中。

驅動器·檔案

資訊

寫入時、電源

ON時、RESET

時、STOPRUN

時

2220H 參數異常 參數的內容已損壞。 應通過工程工具的模組診斷確認詳細資訊(參數資

訊)，寫入顯示的參數。再次顯示了相同出錯的情

況下，有可能是遠端起始模組的資料記憶體、輸入

輸出模組或智慧功能模組的硬體異常。請向當地三

菱電機代理店諮詢。

參數資訊 電源ON時、

RESET時、

STOPRUN時

2221H 參數異常 設置值超出了可使用的範圍。 應通過工程工具的模組診斷確認詳細資訊(參數資

訊)後，再重新審核該數值(參數No.)對應的參數設

置。再次顯示了相同出錯的情況下，有可能是遠端

起始模組的資料記憶體、輸入輸出模組或智慧功能

模組的硬體異常。請向當地三菱電機代理店諮詢。

參數資訊 電源ON時、

RESET時、

STOPRUN時、

陳述式執行

時、模組訪問

時

出錯

代碼

出錯名稱 異常內容及原因 處理方法 詳細資訊 診斷時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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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2H 參數異常 進行了試圖使用物件模組不支援的功能

的設置。

應通過工程工具的模組診斷確認詳細資訊(參數資

訊)後，再重新審核該數值(參數No.)對應的參數設

置。再次顯示了相同出錯的情況下，有可能是遠端

起始模組的資料記憶體、輸入輸出模組或智慧功能

模組的硬體異常。請向當地三菱電機代理店諮詢。

參數資訊 電源ON時、

RESET時、

STOPRUN時

2223H 參數異常 對改寫後需要復位的參數進行了改寫。 應復位遠端起始模組後，再進行RUN。 參數資訊 寫入時、電源

ON時、RESET

時、STOPRUN

時

2224H 參數異常 無法確保區域 • 應通過工程工具的模組診斷確認詳細資訊(參數

資訊)，增加出錯跳轉中顯示的參數中顯示的區

域容量。(無法增加容量的情況下，應減少其它

區域的容量，確保容量。)

• 應減少標籤的使用量。

參數資訊 寫入時、電源

ON時、RESET

時、STOPRUN

時

2225H 參數異常 寫入了遠端起始模組的工程以外的參數

資訊。

應通過工程工具的模組診斷確認詳細資訊(參數資

訊)，重新寫入到遠端起始模組的工程中創建的參

數。

參數資訊 寫入時、電源

ON時、RESET

時、STOPRUN

時

2241H 參數異常

(模組)

• 系統參數中設置的輸入輸出編號與實

際安裝的輸入輸出編號不相同。

• 設置了系統參數、模組參數的插槽中

未安裝物件模組。

• 設置的參數的物件機型與實際安裝不

相同。

• 對於將位於“系統參數”畫面的[I/O

分配設置]選項卡的“I/O分配設置”

的“模組狀態設置”設置為“空餘”

的模組，將位於“系統參數”畫面的

[模組間同步設置]選項卡的“模組間

同步設置”的“模組間同步物件模組

選擇”設置為“同步”。

• 通過工程工具的系統監視確認實際安裝與顯示的

系統組態是否一致。

• 對於將位於“系統參數”畫面的[I/O分配設置]

選項卡的“I/O分配設置”的“模組狀態設置”

設置為“空餘”的模組，應在位於“系統參數”

畫面的[模組間同步設置]選項卡的“模組間同步

設置”的“模組間同步物件模組選擇”中，設置

為“不同步”。

• 應通過工程工具的模組診斷確認詳細資訊(參數

資訊)後，再重新審核該數值(參數No.)對應的參

數設置。再次顯示了相同出錯的情況下，有可能

是遠端起始模組的資料記憶體、輸入輸出模組或

智慧功能模組的硬體異常。請向當地三菱電機代

理店諮詢。

參數資訊 電源ON時、

RESET時、

STOPRUN時、

陳述式執行

時、模組訪問

時

2242H 參數異常

(模組)

智慧功能模組檢測出模組參數的異常。 應通過工程工具的模組診斷確認詳細資訊(系統組

態資訊)後，再確認該數值(I/ONo.)對應的模組。

再次顯示了相同出錯的情況下，有可能是遠端起始

模組的資料記憶體或智慧功能模組的硬體異常。請

向當地三菱電機代理店諮詢。

系統組態資訊 電源ON時、

RESET時、

STOPRUN時

2260H 參數異常

(網路)

網路No.重覆。 應通過工程工具的模組診斷確認詳細資訊(參數資

訊)後，再重新審核該數值(參數No.)對應的參數設

置。再次顯示了相同出錯的情況下，有可能是遠端

起始模組的資料記憶體或智慧功能模組的硬體異

常。請向當地三菱電機代理店諮詢。

參數資訊 電源ON時、

RESET時

出錯

代碼

出錯名稱 異常內容及原因 處理方法 詳細資訊 診斷時機
0
4  故障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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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61H 參數異常

(網路)

在主站與設備站中設置了不同的線路類

型(單個線路/冗餘線路)。

應通過工程工具的模組診斷確認詳細資訊(參數資

訊)後，再重新審核該數值(參數No.)對應的參數設

置。再次顯示了相同出錯的情況下，有可能是遠端

起始模組的資料記憶體或智慧功能模組的硬體異

常。請向當地三菱電機代理店諮詢。

參數資訊 電源ON時、

RESET時、

STOPRUN時

2280H 參數異常

(重新整理)

重新整理設置超出了軟元件範圍。 應通過工程工具的模組診斷確認詳細資訊(參數資

訊)後，再重新審核該數值(參數No.)對應的參數設

置，並進行設置以確保重新整理範圍不超出軟元件

設置範圍。(應進行減少重新整理範圍等操作)

參數資訊 電源ON時、

RESET時、

STOPRUN時、

陳述式執行

時、模組訪問

時

2281H 參數異常

(重新整理)

指定了重新整理中不能指定的軟元件。 應通過工程工具的模組診斷確認詳細資訊(參數資

訊)後，再重新審核該數值(參數No.)對應的參數設

置。

參數資訊 電源ON時、

RESET時、

STOPRUN時

2282H 參數異常

(重新整理)

重新整理的點數中指定了非法的值。 應通過工程工具的模組診斷確認詳細資訊(參數資

訊)後，再重新審核該數值(參數No.)對應的參數設

置。

參數資訊 電源ON時、

RESET時、

STOPRUN時

2283H 參數異常

(重新整理)

重新整理的合計點數超出了 大點數。 應通過工程工具的模組診斷確認詳細資訊(參數資

訊)後，再重新審核該數值(參數No.)對應的參數設

置。

參數資訊 電源ON時、

RESET時、

STOPRUN時

2290H 參數異常

(中斷)

設置了中斷設置。 應將中斷設置置為默認的設置。 參數資訊 電源ON時

2320H 遠端口令設置

異常

• “遠端口令設置”畫面的物件模組的

起始輸入輸出編號被設置為0H～0FF0H

以外。

• “遠端口令設置”畫面的起始輸入輸

出編號中指定的位置異常。

(1)未安裝模組。

(2)未安裝可遠端口令設置的智慧功能模

組。

• 應將“遠端口令設置”畫面的物件模組的起始輸

入輸出編號更改為0H～0FF0H的範圍內。

• 應在“遠端口令設置”畫面的起始輸入輸出編號

中指定的位置處安裝可遠端口令設置的智慧功能

模組。

系統組態資訊 電源ON時、

RESET時、

STOPRUN時

2400H 模組校驗異常 • 與電源投入時的模組資訊不相同。

• 運行中輸入輸出模組或智慧功能模組

正在脫落或已脫落。

• 應通過工程工具的模組診斷確認詳細資訊(系統

組態資訊)後，再檢查該數值(插槽No.)對應的模

組。

• 應實施降噪措施。

• 應對遠端起始模組進行復位後，再進行RUN。再

次顯示了相同出錯的情況下，有可能是異常的模

組的硬體異常。請向當地三菱電機代理店諮詢。

系統組態資訊 常時

2401H 模組校驗異常 運行中對CPU模組、遠端起始模組、輸入

輸出模組或智慧功能模組進行了安裝。

• 應通過工程工具的模組診斷對詳細資訊(系統組

態資訊)進行確認後，再檢查該數值(插槽No.)對

應的模組。

• 請勿在動作中將CPU模組、遠端起始模組、輸入

輸出模組或智慧功能模組安裝到空餘的插槽中。

• 應實施降噪措施。

• 應復位遠端起始模組後，再進行RUN。再次顯示

了相同出錯的情況下，有可能是異常的模組的硬

體異常。請向當地三菱電機代理店諮詢。

系統組態資訊 常時

出錯

代碼

出錯名稱 異常內容及原因 處理方法 詳細資訊 診斷時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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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0H 保險絲熔斷異常 檢測出保險絲熔斷的輸出模組。 • 應確認輸出模組的FUSE LED，對亮燈的模組進行

更換。

• 應通過工程工具的模組診斷確認詳細資訊(系統

組態資訊)後，再更換該數值(插槽No.)對應的輸

出模組。

系統組態資訊 常時

2440H 模組重度異常 初始化處理時檢測出輸入輸出模組或智

慧功能模組的異常。

• 應實施降噪措施。

• 應復位遠端起始模組後，再進行RUN。再次顯示

了相同出錯的情況下，有可能是異常的模組的硬

體異常。請向當地三菱電機代理店諮詢。

系統組態資訊 電源ON時、

RESET時

2442H 模組重度異常 檢測出輸入輸出模組或智慧功能模組的

異常。

• 應實施降噪措施。

• 應復位遠端起始模組後，再進行RUN。再次顯示

了相同出錯的情況下，有可能是異常的模組的硬

體異常。請向當地三菱電機代理店諮詢。

系統組態資訊 模組訪問時

2443H 模組重度異常 檢測出輸入輸出模組或智慧功能模組的

異常。

• 應實施降噪措施。

• 應復位遠端起始模組後，再進行RUN。再次顯示

了相同出錯的情況下，有可能是異常的模組的硬

體異常。請向當地三菱電機代理店諮詢。

系統組態資訊 模組訪問時

2450H 模組重度異常 • 檢測出來自於智慧功能模組的重度異

常發生通知。

• 運行中輸入輸出模組或智慧功能模組

正在脫落或已脫落。

• 應實施降噪措施。

• 應確認擴展電纜的連接狀態。

• 應通過工程工具的模組診斷對詳細資訊(系統組

態資訊)進行確認後，再檢查該數值(插槽No.)對

應的模組。

• 應復位遠端起始模組後，再進行RUN。再次顯示

了相同出錯的情況下，有可能是異常的模組的硬

體異常。請向當地三菱電機代理店諮詢。

系統組態資訊 常時

24C0H 系統匯流排異

常

檢測出系統匯流排的異常。 • 應實施降噪措施。

• 應復位遠端起始模組後，再進行RUN。再次顯示

了相同出錯的情況下，有可能是遠端起始模組、

輸入輸出模組、智慧功能模組、基板或擴展電纜

的硬體異常。請向當地三菱電機代理店諮詢。

系統組態資訊 模組訪問時

24C1H 系統匯流排異

常

檢測出系統匯流排的異常。 • 應實施降噪措施。

• 應復位遠端起始模組後，再進行RUN。再次顯示

了相同出錯的情況下，有可能是遠端起始模組、

輸入輸出模組、智慧功能模組、基板或擴展電纜

的硬體異常。請向當地三菱電機代理店諮詢。

系統組態資訊 模組訪問時

出錯

代碼

出錯名稱 異常內容及原因 處理方法 詳細資訊 診斷時機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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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C2H 系統匯流排異

常

• 運行中輸入輸出模組或智慧功能模組

正在脫落或已脫落。

• 檢測出系統匯流排的異常。

• 應通過工程工具的模組診斷對詳細資訊(系統組

態資訊)進行確認後，再檢查該數值(插槽No.)對

應的模組。

• 應確認擴展電纜的連接狀態。

• 應實施降噪措施。

• 應復位遠端起始模組後，再進行RUN。再次顯示

了相同出錯的情況下，有可能是遠端起始模組、

輸入輸出模組、智慧功能模組、基板或擴展電纜

的硬體異常。請向當地三菱電機代理店諮詢。

系統組態資訊 常時

24C3H 系統匯流排異

常

檢測出系統匯流排的異常。 • 應實施降噪措施。

• 應復位遠端起始模組後，再進行RUN。再次顯示

了相同出錯的情況下，有可能是遠端起始模組、

輸入輸出模組、智慧功能模組、基板或擴展電纜

的硬體異常。請向當地三菱電機代理店諮詢。

系統組態資訊 模組訪問時

24C4H 系統匯流排異

常

檢測出系統匯流排的異常。 • 應實施降噪措施。

• 應復位遠端起始模組後，再進行RUN。再次顯示

了相同出錯的情況下，有可能是輸入輸出模組、

智慧功能模組、基板或擴展電纜的硬體異常。請

向當地三菱電機代理店諮詢。

系統組態資訊 模組訪問時

24C5H 系統匯流排異

常

檢測出系統匯流排的異常。 • 應實施降噪措施。

• 應復位遠端起始模組後，再進行RUN。再次顯示

了相同出錯的情況下，有可能是輸入輸出模組、

智慧功能模組、基板或擴展電纜的硬體異常。請

向當地三菱電機代理店諮詢。

 模組訪問時

24C6H 系統匯流排異

常

檢測出系統匯流排的異常。 • 應實施降噪措施。

• 應復位遠端起始模組後，再進行RUN。再次顯示

了相同出錯的情況下，有可能是遠端起始模組或

擴展電纜的硬體異常。請向當地三菱電機代理店

諮詢。

 模組訪問時

24C8H 系統匯流排異

常

檢測出系統匯流排的異常。 • 應實施降噪措施。

• 應復位遠端起始模組後，再進行RUN。再次顯示

了相同出錯的情況下，有可能是輸入輸出模組、

智慧功能模組或擴展電纜的硬體異常。請向當地

三菱電機代理店諮詢。

 電源ON時、

RESET時

出錯

代碼

出錯名稱 異常內容及原因 處理方法 詳細資訊 診斷時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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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D0H 系統匯流排異

常

• 在Q系列擴展基板的級數設置中，檢測

出與其它擴展基板的級數設置的重覆。

• 檢測出系統匯流排的異常。

• 應重新審核Q系列擴展基板的級數設置。

• 應確認擴展電纜的連接狀態。

• 使用了10m擴展電纜(RC100B)的情況下，應確認

所連接的基板上是否印有10m對應標誌。

(MELSEC iQ-R模組組態手冊)

• 應實施降噪措施。

• 應復位遠端起始模組後，再進行RUN。再次顯示

了相同出錯的情況下，有可能是遠端起始模組、

基板或擴展電纜的硬體異常。請向當地三菱電機

代理店諮詢。

系統組態資訊 常時

24E0H 系統匯流排異

常

檢測出系統匯流排的異常。 • 應實施降噪措施。

• 應復位遠端起始模組後，再進行RUN。再次顯示

了相同出錯的情況下，有可能是遠端起始模組或

基板的硬體異常。請向當地三菱電機代理店諮

詢。

系統組態資訊 常時

2500H 網路處理異常 檢測出網路處理的異常。 • 應不進行非法的環形連接或重新審核配線。

• 應實施降噪措施。

• 再次顯示了相同出錯的情況下，請向當地三菱電

機代理店諮詢。

時間資訊 常時

2501H 網路處理異常 檢測出網路處理的異常。 • 應不進行非法的環形連接或重新審核配線。

• 應實施降噪措施。

• 再次顯示了相同出錯的情況下，請向當地三菱電

機代理店諮詢。

時間資訊 常時

2600H 模組間同步處

理異常

循環處理在下一個模組間同步週期的開

始時機之前未能完成。

• 應延長位於“系統參數”畫面的[模組間同步設

置]選項卡的“模組間同步設置”的“模組間同

步的恒定週期間隔設置”中設置的模組間同步週

期，以防止連結掃描時間超出模組間同步週期。

• 應減少週期分配點數、設備連接數量，使連結掃

描時間減少。

 常時

2610H 模組間同步信

號異常

檢測出模組間同步的異常。 • 應實施降噪措施。

• 應復位遠端起始模組後，再進行RUN。再次顯示

了相同出錯的情況下，有可能是遠端起始模組、

輸入輸出模組、智慧功能模組、基板或擴展電纜

的硬體異常。請向當地三菱電機代理店諮詢。

 常時

2611H 模組間同步信

號異常

檢測出模組間同步的異常。 • 應通過工程工具的CC-Link IE現場網路診斷，確

認與模組間同步主站連接。

• 應實施降噪措施。

• 應復位遠端起始模組後，再進行RUN。再次顯示

了相同出錯的情況下，有可能是遠端起始模組、

輸入輸出模組、智慧功能模組、基板或擴展電纜

的硬體異常。請向當地三菱電機代理店諮詢。

系統組態資訊 常時

3001H 站號重復檢測 檢測出相同站號的站已經存在於同一網

路上。

應對檢測出出錯的站的站號或站類型進行更改。

上述處理後，應將檢測出本出錯的站全部進行電源

OFFON或復位。

參數資訊 常時

出錯

代碼

出錯名稱 異常內容及原因 處理方法 詳細資訊 診斷時機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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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6H 成對設置異常 冗餘系統的站中未進行成對設置。 應通過主站的網路組態設置，對成對設置進行確

認。

參數資訊 電源ON時、

RESET時

3007H 成對設置異常 冗餘系統以外的站中進行成對設置。 應通過主站的網路組態設置，對成對設置進行確

認。

參數資訊 電源ON時、

RESET時

3040H 回應資料創建

失敗

無法創建專用陳述式的回應資料。 • 應留出請求間隔後再執行。

• 應減少請求節點數。

• 應等待對前一個請求的響應後，再進行下一個請

求。

• 應重新審核超時值。

 常時

3200H 標籤資訊不一

致

CPU參數與全域標籤設置檔案的軟元件/

標籤分配不一致。

• 應對CPU參數與全域標籤設置檔案進行批量寫入。

• 不使用全域標籤的情況下，應刪除全域標籤設置

檔案。

驅動器·檔案

資訊

電源ON時、

RESET時、

STOPRUN時

3205H 標籤資訊不一

致

• 對全域標籤設置檔案進行了更改後，

僅將全域標籤設置檔案寫入到遠端起

始模組中。或對全域標籤設置檔案進

行了更改後，僅將CPU參數寫入到遠端

起始模組中。(未將全域標籤設置檔案

寫入到遠端起始模組中)

• 對CPU參數進行了更改後，僅將CPU參

數寫入到遠端起始模組中。

• 對來自於全域標籤設置的外部設備的

訪問設置進行了更改後，僅將全域標

籤分配資訊寫入到遠端起始模組中。

或對來自於全域標籤設置的外部設備

的訪問設置進行了更改後，僅將CPU參

數寫入到遠端起始模組中。(未將來自

於全域標籤設置的外部設備的訪問設

置寫入到遠端起始模組中)

• 應將CPU參數與全域標籤設置檔案、全域標籤分

配資訊寫入到遠端起始模組中。

• 不使用全域標籤的情況下，應刪除全域標籤設置

檔案。

• 不使用來自於全域標籤設置的外部設備的訪問設

置的情況下，應對寫入全域標籤分配資訊的記憶

體進行初始化後，再將CPU參數與全域標籤設置

檔案寫入到遠端起始模組中。

驅動器·檔案

資訊

電源ON時、

RESET時、

STOPRUN時

3206H 標籤資訊不一

致

對全域標籤設置檔案進行了更改後，僅

將全域標籤設置檔案寫入到遠端起始模

組中。或未將全域標籤設置檔案寫入到

遠端起始模組中而僅將全域標籤初始值

檔案寫入到遠端起始模組中。

• 應將全域標籤設置檔案及全域標籤初始值檔案寫

入到遠端起始模組中。

• 不使用全域標籤的初始值的情況下，應刪除全域

標籤初始值檔案。

驅動器·檔案

資訊

電源ON時、

RESET時、

STOPRUN時

3600H 模組間同步週

期不一致

模組間同步週期設置的值與主站中設置

的值不一致。

應重新審核參數，以進行模組間同步的所有模組中

週期設置相同。

參數資訊 常時

3601H 模組間同步物

件不一致

主站的網路組態設置的網路同步通訊設

定中本站未變為模組間同步的物件。

應確認主站的網路組態設置後，對是否進行模組間

同步設置進行確認。

參數資訊 常時

3602H 經由網路模組

間同步信號異

常

網路之間的模組間同步週期異常。 • 應通過工程工具的CC-Link IE現場網路診斷，確

認網路狀態後再進行處理。

• 應確認電纜及切換型集線器的連接中是否有異

常。

• 上述處理後仍然異常的情況下，請向當地三菱電

機代理店諮詢。

 常時

出錯

代碼

出錯名稱 異常內容及原因 處理方法 詳細資訊 診斷時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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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14H 兩個系統同一

性檢查異常

(檔案)

在兩個系統同一性檢查中，檢測出檔案

的不一致。(待機系統中檢測)

• 應通過工程工具的模組診斷確認詳細資訊(驅動

器·檔案資訊)，對待機系統的遠端起始模組的

相應驅動器進行格式化後，再寫入全部檔案，重

新啟動待機系統的遠端起始模組。

• 應使用從控制系統至待機系統的記憶體復製功

能，使控制系統中儲存的檔案與待機系統中儲存

的檔案一致。之後，應復位遠端起始模組後，再

進行RUN。再次顯示了相同出錯的情況下，有可

能是遠端起始模組的硬體異常。請向當地三菱電

機代理店諮詢。

驅動器·檔案

資訊

寫入時、電源

ON時、RESET

時、STOPRUN

時、系統切換

執行時

3C00H～

3C02H

硬體異常 檢測出硬體的異常。 • 應實施降噪措施。

• 應復位遠端起始模組後，再進行RUN。再次顯示

了相同出錯的情況下，有可能是遠端起始模組的

硬體異常。請向當地三菱電機代理店諮詢。

故障資訊 常時

3C0FH 硬體異常 檢測出硬體的異常。 • 應實施降噪措施。

• 應復位遠端起始模組後，再進行RUN。再次顯示

了相同出錯的情況下，有可能是遠端起始模組的

硬體異常。請向當地三菱電機代理店諮詢。

故障資訊 常時

3C10H 硬體異常 檢測出硬體的異常。 • 應實施降噪措施。

• 應復位遠端起始模組後，再進行RUN。再次顯示

了相同出錯的情況下，有可能是遠端起始模組的

硬體異常。請向當地三菱電機代理店諮詢。

故障資訊 電源ON時、

RESET時

3C11H 硬體異常 檢測出硬體的異常。 • 應實施降噪措施。

• 應復位遠端起始模組後，再進行RUN。再次顯示

了相同出錯的情況下，有可能是遠端起始模組的

硬體異常。請向當地三菱電機代理店諮詢。

故障資訊 常時

3C12H 硬體異常 • 電源模組檢測出電源波形的異常。

• 檢測出電源模組、遠端起始模組、基

板、擴展電纜中某個的硬體異常。(在

電源冗餘系統中，2個電源模組均異常

時檢測)

• 應確認電源模組中供應的電源波形。

• 應復位遠端起始模組後，再進行RUN。再次顯示

了相同出錯的情況下，有可能是電源模組、遠端

起始模組、基板或擴展電纜的硬體異常。請向當

地三菱電機代理店諮詢。

故障資訊 常時

3C21H 記憶體異常 檢測出記憶體的異常。 • 應實施降噪措施。

• 應復位遠端起始模組後，再進行RUN。再次顯示

了相同出錯的情況下，有可能是遠端起始模組的

硬體異常。請向當地三菱電機代理店諮詢。

故障資訊 常時

3C22H 記憶體異常 檢測出記憶體的異常。 • 應實施降噪措施。

• 應復位遠端起始模組後，再進行RUN。再次顯示

了相同出錯的情況下，有可能是遠端起始模組的

硬體異常。請向當地三菱電機代理店諮詢。

故障資訊 常時

出錯

代碼

出錯名稱 異常內容及原因 處理方法 詳細資訊 診斷時機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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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C2FH 記憶體異常 檢測出記憶體的異常。 • 應實施降噪措施。

• 應復位遠端起始模組後，再進行RUN。再次顯示

了相同出錯的情況下，有可能是遠端起始模組的

硬體異常。請向當地三菱電機代理店諮詢。

故障資訊 常時

3C31H 記憶體異常 檢測出記憶體的異常。 • 應實施降噪措施。

• 應進行記憶體的格式化。之後，應寫入全部檔

案，對遠端起始模組進行復位後，再進行RUN。

再次顯示了相同出錯的情況下，有可能是遠端起

始模組的硬體異常。請向當地三菱電機代理店諮

詢。

故障資訊 常時

3C32H 記憶體異常 檢測出記憶體的異常。 • 應實施降噪措施。

• 應復位遠端起始模組後，再進行RUN。再次顯示

了相同出錯的情況下，有可能是遠端起始模組的

硬體異常。請向當地三菱電機代理店諮詢。

故障資訊 常時

出錯

代碼

出錯名稱 異常內容及原因 處理方法 詳細資訊 診斷時機
4  故障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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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診斷功能以外中檢測出的出錯代碼(4000H～4FFFH)

對於遠端起始模組，來自於工程工具、智慧功能模組或網路系統的通信請求時發生了出錯的情況下，將出錯代碼(4000H～

4FFFH)返回到請求源中。

本出錯代碼不是遠端起始模組的自診斷功能中檢測出的出錯，因此將無法儲存到‘ 新自診斷出錯代碼’(SD0)中。

請求源為工程工具的情況下，將顯示資訊及出錯代碼。

請求源為智慧功能模組、網路系統的情況下，將返回對請求的處理的出錯代碼。

出錯代碼 出錯名稱 異常內容及原因 處理方法

4000H 通用出錯 序列通訊和校驗出錯。 • 正確連接序列通訊電纜。

• 實施降噪措施。

4001H 通用出錯 執行了不支持的請求。

(對不支持的遠端起始模組執行了請求)

• 確認SLMP/MC協議等的陳述式資料。

• 確認工程工具中選擇的CPU模組型號。

• 確認物件目標的CPU模組型號。

4002H 通用出錯 執行了不支持的請求。 • 確認SLMP/MC協議等的陳述式資料。

• 確認工程工具中選擇的CPU模組型號。

• 再次執行。

• 再次顯示了相同出錯的情況下，有可能是遠端起始

模組的硬體異常。請向當地三菱電機代理店諮詢。

4003H 通用出錯 執行了無法全域請求的陳述式。 確認SLMP/MC協議等的陳述式資料。

4004H 通用出錯 由於下述原因，對遠端起始模組的操作被禁止。

• 遠端起始模組處於啟動中。

在遠端起始模組啟動完成後再次實施操作。

4005H 通用出錯 指定的請求中處理的資料量過多。 確認SLMP/MC協議等的陳述式資料。

4006H 通用出錯 初始通信失敗。 • 序列通訊時，向外部設備生產廠商確認支持狀況。

• 序列通訊時，確認工程工具中選擇的CPU模組型號。

• 乙太網路通信時，錯開通信開始的時機。

4008H 通用出錯 遠端起始模組處於BUSY。(緩衝不為空) 經過任意時間後，再次執行請求。

4010H 遠端起始模組動作關聯出錯 由於遠端起始模組處於RUN中，因此無法執行請求內

容。

將遠端起始模組置為STOP狀態之後再執行。

4013H 遠端起始模組動作關聯出錯 由於遠端起始模組不處於STOP狀態，因此無法執行請

求內容。

將遠端起始模組置為STOP狀態之後再執行。

4021H 檔案關聯出錯 指定的驅動器(記憶體)不存在或異常。 • 確認指定驅動器(記憶體)的狀態。

• 實施遠端起始模組內部的資料備份後，執行記憶體

的初始化。

4022H 檔案關聯出錯 指定的檔案名、檔案No.的檔案不存在。 確認指定的檔案名、檔案No.。

4023H 檔案關聯出錯 指定的檔案的檔案名與檔案No.不一致。 刪除檔案後，再次創建檔案。

4024H 檔案關聯出錯 指定的檔案無法處理。 不訪問指定的檔案。

4025H 檔案關聯出錯 指定的檔案正在處理來自於其它工程工具的請求。 強制執行請求。或者，來自於其它工程工具的處理完

成之後，再次執行請求。

4026H 檔案關聯出錯 需要指定目標驅動器(記憶體)中設置的檔案口令。 指定目標驅動器(記憶體)中設置的檔案口令後進行訪

問。

4027H 檔案關聯出錯 指定的範圍超出了檔案容量的範圍。 確認指定的範圍，在範圍內進行訪問。

4028H 檔案關聯出錯 存在相同的檔案。 強制執行請求。或者，更改檔案名後再執行。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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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29H 檔案關聯出錯 指定的檔案的容量無法確保。 重新審核指定的檔案的容量後，再次執行。

402AH 檔案關聯出錯 指定的檔案異常。 實施遠端起始模組內部的資料備份後，執行記憶體的

初始化。

402BH 檔案關聯出錯 在指定的驅動器(記憶體)中，無法執行請求內容。 將遠端起始模組置為STOP狀態後再次執行。

402CH 檔案關聯出錯 當前無法執行請求內容。 稍等片刻後再次執行。

4030H 軟元件指定出錯 指定的軟元件名無法處理。 確認指定的軟元件名。

4031H 軟元件指定出錯 • 指定的軟元件No.超出範圍。指定的軟元件名與遠

端起始模組不對應。

• 確認指定的軟元件No.。

• 確認指定的軟元件名。

4032H 軟元件指定出錯 指定的軟元件修飾中有錯誤，或SLMP/MC協議的隨機

讀取/隨機寫入(字單位)/監視登錄/監視陳述式中指

定了無法使用的軟元件名(TS、TC、SS、SC、CS、

CC)。

• 確認指定的軟元件修飾方法。

• 確認指定的軟元件名。

4033H 軟元件指定出錯 由於指定的軟元件為系統用，因此無法寫入。 不對指定的軟元件進行資料寫入。或者，不進行ON/

OFF。

4034H 軟元件指定出錯 由於專用陳述式的完成軟元件無法變為ON，因此不可

以執行。

由於SREAD陳述式/SWRITE陳述式中物件站遠端起始模

組的完成軟元件無法變為ON，因此將物件站遠端起始

模組的運行狀態置為RUN狀態後再次執行。

4040H 智慧功能模組指定出錯 指定的智慧功能模組無法執行請求內容。 確認指定的模組是否為具有緩衝記憶體的智慧功能模

組。

4041H 智慧功能模組指定出錯 訪問範圍超出了指定的智慧功能模組的緩衝記憶體範

圍。

確認起始地址、訪問點數，在智慧功能模組中存在的

範圍內進行訪問。

4042H 智慧功能模組指定出錯 無法訪問指定的智慧功能模組。 • 確認指定的智慧功能模組是否正常動作。

• 確認指定的模組是否硬體異常。

4043H 智慧功能模組指定出錯 指定的智慧功能模組不存在。 確認指定的智慧功能模組的輸入輸出編號。

4044H 智慧功能模組指定出錯 對智慧功能模組的訪問中發生了匯流排異常。 確認指定的智慧功能模組及除此以外的模組、基板中

有無硬體異常。

4049H 智慧功能模組指定出錯 由於定位模組的擴展參數處於定位控制中，因此請求

的處理無法實施。

將定位模組的模組就緒(Yn+0)置為OFF，或從物件資

料中除去定位模組的擴展參數後再執行。

4051H 保護出錯 無法訪問指定的驅動器(記憶體)。 確認是否為可使用的驅動器(記憶體)。

4052H 保護出錯 由於指定的檔案的屬性為讀取專用，因此不能寫入資

料。

不對指定的檔案進行資料寫入。或者，更改檔案的屬

性。

4053H 保護出錯 至指定的驅動器(記憶體)的資料的寫入中發生了出

錯。

確認指定的驅動器(記憶體)後，再次進行寫入。

4054H 保護出錯 指定的驅動器(記憶體)的資料刪除中發生了出錯。 確認指定的驅動器(記憶體)後，再次進行刪除。

4063H 線上登錄出錯 檔案鎖定的登錄數超出了系統的MAX數。 通過其它工程工具的檔案訪問結束之後，再次實施。

4066H 線上登錄出錯 指定的檔案口令錯誤。 確認指定的檔案的正確的檔案口令。

4067H 線上登錄出錯 監視通信失敗。 確認通信電纜等通信路徑後，再次執行。

4068H 線上登錄出錯 由於正在通過其它工程工具執行相同的操作，因此無

法操作。

來自於其它工程工具的操作結束後再次執行。

406AH 線上登錄出錯 指定了無法處理的驅動器(記憶體)編號(4以外)。 確認指定的驅動器後，指定正確的驅動器。

406BH 線上登錄出錯 由於遠端起始模組異常，因此中斷了線上操作。 通過模組診斷確認遠端起始模組的狀態。

確認出錯後，參照各故障排除。

4080H 其它出錯 請求資料異常。 確認指定的請求資料內容。

4082H 其它出錯 由於指定陳述式處於執行中，因此不可以執行。 來自於其它工程工具的請求完成之後，再次執行陳述

式。

出錯代碼 出錯名稱 異常內容及原因 處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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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8BH 其它出錯 不可以執行遠端請求。 • 將遠端起始模組置為可執行遠端請求的狀態之後，

再次執行請求。

• 遠端復位操作的情況下，在參數中設置為“允許遠

端復位”。

40C0H 標籤通信關聯出錯 指定的標籤名不存在。 指定目標遠端起始模組的物件的標籤設置是否被勾選

為來自於外部設備的訪問後，再進行處理。

40C1H 標籤通信關聯出錯 由於指定的陣列數大於陣列容量，因此以標籤名的訪

問失敗。

減少指定的陣列的數值，在陣列容量內進行指定。

40C2H 標籤通信關聯出錯 由於通過位元指定以外指定了位元陣列型的標籤，因

此以標籤名的訪問失敗。

更改為位指定後，再次進行訪問。

40C3H 標籤通信關聯出錯 由於通過字指定以外指定了字陣列型的標籤，因此以

標籤名的訪問失敗。

更改為字指定後，再次進行訪問。

40C4H 標籤通信關聯出錯 由於指定的標籤的總數過多，因此以標籤名的訪問失

敗。

減少指定的標籤總數後，分多次進行訪問。

40C8H 標籤通信關聯出錯 由於超出了標籤的 大登錄數，因此標籤定義的登錄

失敗。

減少對來自於指定的標籤設置的外部設備的訪問進行

了勾選的標籤數。

40C9H 標籤通信關聯出錯 由於標籤的登錄時超出了物件記憶體的容量，因此標

籤定義的登錄失敗。

• 減少對來自於指定的標籤設置的外部設備的訪問進

行了勾選的標籤數。

• 更改使用物件記憶體的功能的設置以確保處於物件

記憶體的容量以內。

40CAH 標籤通信關聯出錯 由於指定目標遠端起始模組中不存在標籤通信用資

料，因此標籤定義的更改·添加·刪除失敗。

通過至可程式控制器的寫入生成標籤通信用資料。

40CBH 標籤通信關聯出錯 由於指定的標籤的資料類型與寫入資料的容量不一

致，因此寫入失敗。

將來自於參照側設備(SLMP/MC協定設備等)的寫入資

料容量與指定目標遠端起始模組的標籤的資料類型相

匹配。

40CCH 標籤通信關聯出錯 由於更改前的全域設置檔案與全域分配資訊不一致，

因此RUN中寫入失敗。

全部轉換後，將全域設置檔案與全域分配資訊一起寫

入到可程式控制器中。

40CEH 標籤通信關聯出錯 試圖訪問了不支持以標籤名的訪問的標籤。 • 將指定的標籤的資料類型更改為“FB、指針”以

外。

• 將指定的標籤的分類更改為VAR_GLOBAL_CONSTANT

以外。

• 將指定的標籤的分配(軟元件指定)更改為未進行修

飾的軟元件。(可以進行字軟元件的位指定、位軟

元件的位數指定)

4100H 其它出錯 遠端起始模組的硬體異常。 更換遠端起始模組。

4108H 其它出錯 軟元件監視/測試中無法正常進行處理。 再次實施功能。確認是否對禁止訪問區進行訪問後，

再次執行。

410CH 其它出錯 不支援至指定資料的寫入。 • 確認是否使用了正確版本的工程工具。

• 對設置內容進行確認、修改。

4110H 遠端起始模組關聯出錯 由於遠端起始模組為中度·重度異常，因此無法執行

請求內容。

復位遠端起始模組後，再次執行請求。

4121H 檔案關聯出錯 指定的驅動器(記憶體)或檔案不存在。 確認指定的驅動器(記憶體)或檔案後，再次執行。

4122H 檔案關聯出錯 指定的驅動器(記憶體)或檔案不存在。 確認指定的驅動器(記憶體)或檔案後，再次執行。

4123H 檔案關聯出錯 指定驅動器(記憶體)異常。 實施記憶體的初始化，將驅動器(記憶體)置為正常。

4124H 檔案關聯出錯 指定驅動器(記憶體)異常。 實施記憶體的初始化，將驅動器(記憶體)置為正常。

4125H 檔案關聯出錯 指定的驅動器(記憶體)或檔案正在處理。 稍等片刻後再次執行。

4126H 檔案關聯出錯 指定的驅動器(記憶體)或檔案正在處理。 稍等片刻後再次執行。

4127H 檔案關聯出錯 檔案口令不一致。 確認檔案口令後，再次執行。

4128H 檔案關聯出錯 與復製目標的檔案口令不一致。 確認檔案口令後，再次執行。

4129H 檔案關聯出錯 由於指定的驅動器(記憶體)為ROM，因此不可以執

行。

更改目標驅動器(記憶體)後，再次執行。

412AH 檔案關聯出錯 由於指定的驅動器(記憶體)為ROM，因此不可以執

行。

更改目標驅動器(記憶體)後，再次執行。

出錯代碼 出錯名稱 異常內容及原因 處理方法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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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BH 檔案關聯出錯 指定的驅動器(記憶體)處於禁止寫入狀態。 更改禁止寫入條件或驅動器(記憶體)後，再次執行。

412CH 檔案關聯出錯 指定的驅動器(記憶體)處於禁止寫入狀態。 更改禁止寫入條件或驅動器(記憶體)後，再次執行。

412DH 檔案關聯出錯 指定的驅動器(記憶體)的空餘容量不足。 增加驅動器(記憶體)的空餘容量後，再次執行。

412EH 檔案關聯出錯 指定的驅動器(記憶體)的空餘容量不足。 增加驅動器(記憶體)的空餘容量後，再次執行。

412FH 檔案關聯出錯 驅動器(記憶體)的復製目標與復製源中驅動器(記憶

體)的容量不相同。

確認復製目標與復製源的驅動器(記憶體)後，再次執

行。

4130H 檔案關聯出錯 驅動器(記憶體)的復製目標與復製源中驅動器(記憶

體)的類型不相同。

確認復製目標與復製源的驅動器(記憶體)後，再次執

行。

4131H 檔案關聯出錯 檔案的復製目標與復製源中檔案名相同。 確認檔案名後，再次執行。

4132H 檔案關聯出錯 指定的數量的檔案不存在。 確認指定內容後，再次執行。

4133H 檔案關聯出錯 指定的驅動器(記憶體)中無空餘。 增加驅動器(記憶體)的空餘容量後，再次執行。

4134H 檔案關聯出錯 檔案的屬性指定資料錯誤。 確認指定內容後，再次執行。

4135H 檔案關聯出錯 工程工具側(個人電腦)的日期/資料資料超出了範

圍。

確認工程工具側(個人電腦)的時鐘設置後，再次執

行。

4136H 檔案關聯出錯 指定檔案已經存在。 確認指定的檔案名後，再次執行。

4137H 檔案關聯出錯 指定的檔案為讀取專用檔案。 更改指定檔案的條件後，再次執行。

4138H 檔案關聯出錯 可同時訪問的檔案超出了MAX。 使檔案操作減少後，再次執行。

4139H 檔案關聯出錯 指定的檔案超出了已經存在的檔案容量的範圍。 確認指定檔案的容量後，再次執行。

413AH 檔案關聯出錯 指定的檔案超出了已經存在的檔案的容量。 確認指定檔案的容量後，再次執行。

413BH 檔案關聯出錯 從不同的工程工具同時實施了同一檔案的訪問。 稍等片刻後再次執行。

413CH 檔案關聯出錯 指定的檔案為禁止寫入檔案。 更改檔案的條件後，再次執行。

413DH 檔案關聯出錯 指定的檔案的容量無法確保。 增加指定驅動器(記憶體)的容量後，再次執行。

413EH 檔案關聯出錯 指定的驅動器(記憶體)處於禁止操作狀態。 更改目標驅動器(記憶體)後，再次執行。

413FH 檔案關聯出錯 是禁止至檔案儲存區的寫入的檔案。 更改指定的驅動器(記憶體)後，再次執行。

414CH 智慧功能模組指定出錯 指定了無法訪問的緩衝記憶體地址。 確認緩衝記憶體的地址後，再次實施。

4150H 檔案關聯出錯 試圖對由系統保護的驅動器進行了初始化。 由於目標驅動器(記憶體)無法初始化，因此不進行初

始化。

4151H 檔案關聯出錯 試圖刪除了由系統保護的檔案/檔案夾。 由於物件檔案/檔案夾無法刪除，因此不進行刪除。

41C1H 檔案關聯出錯 指定驅動器(記憶體)的格式化資訊的資料異常。 • 有可能檔案資訊的資料已損壞。

• 實施遠端起始模組內部的資料備份後，執行記憶體

的初始化。

41C2H 檔案關聯出錯 檔案訪問時的檔案打開指定資料中有錯誤。 確認指定資料後，再次實施。

41C3H 檔案關聯出錯 可同時訪問的檔案超出了MAX。 使檔案操作減少後，再次執行。

41C4H 檔案關聯出錯 可同時訪問的檔案超出了MAX。 使檔案操作減少後，再次執行。

41C5H 檔案關聯出錯 指定的檔案不存在。 確認檔案後，再次執行。

41C7H 檔案關聯出錯 指定的檔案或驅動器(記憶體)不存在。 確認檔案或驅動器(記憶體)後，再次執行。

41C8H 檔案關聯出錯 指定的檔案超出了已經存在的檔案的檔案容量的範

圍。

• 確認指定檔案的容量後，再次執行。

• 即使再次執行仍然發生出錯的情況下，有可能檔案

資訊的資料已損壞。

• 實施遠端起始模組內部的資料備份後，執行記憶體

的初始化。

41C9H 檔案關聯出錯 • 檔案的磁區的訪問失敗。

• 目標驅動器(記憶體)的格式化資訊的資料異常。

實施遠端起始模組內部的資料備份後，執行記憶體的

初始化。

出錯代碼 出錯名稱 異常內容及原因 處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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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CAH 檔案關聯出錯 • 檔案的磁區的訪問失敗。

• 目標驅動器(記憶體)的格式化資訊的資料異常。

實施遠端起始模組內部的資料備份後，執行記憶體的

初始化。

41CBH 檔案關聯出錯 檔案名的指定方法中有錯誤。 確認檔案名後，再次執行。

41CCH 檔案關聯出錯 指定的檔案不存在。或者，指定的子目錄不存在。 確認檔案名、子目錄名後，再次執行。

41CDH 檔案關聯出錯 在系統中檔案的訪問被禁止。 • 不訪問指定的檔案、子目錄。

• 確認檔案、子目錄後，再次執行。

41CEH 檔案關聯出錯 由於指定的檔案的屬性為讀取專用，因此無法進行檔

案寫入。

確認指定的檔案的屬性後，再次執行。

41CFH 檔案關聯出錯 超出了指定的驅動器(記憶體)的容量。 確認驅動器(記憶體)的容量後，再次執行。

41D0H 檔案關聯出錯 指定的驅動器(記憶體)中無空餘。或者，指定的驅動

器(記憶體)的目錄內的檔案數超出了 大。

• 增加驅動器(記憶體)的空餘容量後，再次執行。

• 刪除驅動器(記憶體)的檔案後，再次執行。

41D1H 檔案關聯出錯 檔案名的指定方法中有錯誤。 • 確認檔案名後，再次執行。

• 即使再次執行仍然發生出錯的情況下，有可能檔案

資訊的資料已損壞。

• 實施遠端起始模組內部的資料備份後，執行記憶體

的初始化。

41D5H 檔案關聯出錯 存在同名的檔案。 強制執行請求或更改檔案名後再執行。

41D6H 檔案關聯出錯 指定驅動器(記憶體)的格式化資訊的資料異常。 • 有可能檔案資訊的資料已損壞。

• 實施遠端起始模組內部的資料備份後，執行記憶體

的初始化。

41D7H 檔案關聯出錯 指定驅動器(記憶體)的格式化資訊的資料異常。 • 有可能檔案資訊的資料已損壞。

• 實施遠端起始模組內部的資料備份後，執行記憶體

的初始化。

41D8H 檔案關聯出錯 處於對指定的檔案訪問中。 稍等片刻後再次執行。

41DFH 檔案關聯出錯 指定驅動器(記憶體)被防寫。 解除指定驅動器(記憶體)的防寫後，再次執行。

41E0H 檔案關聯出錯 指定驅動器(記憶體)異常或不存在。 實施資料備份後，執行記憶體的初始化。

41E1H 檔案關聯出錯 資料記憶體的訪問失敗。 實施資料備份後，執行至資料記憶體的寫入。

41E7H 檔案關聯出錯 指定驅動器(記憶體)的格式化資訊的資料異常。 • 有可能檔案資訊的資料已損壞。

• 實施遠端起始模組內部的資料備份後，執行記憶體

的初始化。

41E8H 檔案關聯出錯 指定驅動器(記憶體)的格式化資訊的資料異常。 • 有可能檔案資訊的資料已損壞。

• 實施遠端起始模組內部的資料備份後，執行記憶體

的初始化。

41E9H 檔案關聯出錯 處於對指定的檔案訪問中。 稍等片刻後再次執行。

41EBH 檔案關聯出錯 檔案名的指定方法中有錯誤。 確認檔案名後，再次執行。

41ECH 檔案關聯出錯 指定驅動器(記憶體)的檔案系統邏輯上已損壞。 • 有可能檔案資訊的資料已損壞。

• 實施遠端起始模組內部的資料備份後，執行記憶體

的初始化。

41EDH 檔案關聯出錯 指定驅動器(記憶體)無連續空餘容量。(檔案的空餘

容量足夠，但是連續空餘容量不足)

刪除不要的檔案後，再次執行。

41F3H 檔案關聯出錯 檔案容量超出了下述值。

• 從4Gbyte中減去2byte後的值

縮小創建或容量更改中指定的檔案容量。或者，分割

為多個檔案縮小檔案容量後再使用。

41F4H 檔案關聯出錯 由於執行了被系統禁止的操作，因此無法執行請求內

容。

由於被系統禁止，因此不執行檔案的操作。

出錯代碼 出錯名稱 異常內容及原因 處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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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FBH 檔案關聯出錯 通過同一工程工具已經正在對指定的檔案進行操作。 當前實施中的操作完成後，再次實施。

41FCH 檔案關聯出錯 試圖對使用中的驅動器(記憶體)進行了初始化。 將指定驅動器(記憶體)設置為未使用後，再次實施。

41FDH 檔案關聯出錯 不對資料記憶體進行資料寫入。 通過至可程式控制器的寫入對檔案進行寫入。

4202H 線上模組更換功能出錯 由於指定的模組處於線上模組更換中，因此無法執行

請求內容。

• 線上模組更換完成後，再次執行請求。

• 無法完成線上模組更換的情況下，將電源置為OFF

之後再進行更換。

4240H 冗餘系統關聯出錯 由於對於待機系統遠端起始模組，進行了下述不支持

操作，因此無法執行。

• 系統切換

對於控制系統遠端起始模組，執行操作。

4241H 冗餘系統關聯出錯 由於下述某個狀態，無法與其它系統進行通信。

• 其它系統遠端起始模組為復位狀態

• 其它系統遠端起始模組的硬體異常

確認其它系統遠端起始模組中有無異常後，再次執行

請求。即使再次執行仍然顯示相同出錯的情況下，有

可能是遠端起始模組的硬體異常。請向當地三菱電機

代理店諮詢。

4243H 冗餘系統關聯出錯 由於待機系統遠端起始模組為中度·重度異常，因此

無法執行請求。

確認待機系統遠端起始模組的中度·重度異常，處理

後再次執行。

4244H 冗餘系統關聯出錯 由於控制系統遠端起始模組與待機系統遠端起始模組

的動作狀態不相同，因此無法執行請求。

將控制系統遠端起始模組與待機系統遠端起始模組的

動作狀態匹配後，再次執行。

4246H 冗餘系統關聯出錯 由於正在執行系統切換，因此無法執行請求。 當前執行中的系統切換完成之後，再次執行。

4247H 冗餘系統關聯出錯 由於正在執行至其它系統的記憶體復製功能，因此無

法執行請求。

確認下述內容，至其它系統的記憶體復製完成之後，

再次執行。

• SM1654(記憶體復製執行中)變為了OFF。

• SM1655(記憶體復製完成)變為了ON。

4248H 冗餘系統關聯出錯 由於下述原因之一，無法與連接目標指定(請求目標

模組I/O編號)中指定的系統進行通信。

• 在系統切換途中發佈了請求。

• 連接目標指定(請求目標模組I/O編號)中指定的系

統不存在。

確認下述內容後，再次進行通信。

• 系統切換已完成。

• 冗餘系統已正常啟動。

4249H 冗餘系統關聯出錯 由於控制系統/待機系統未確定(由於未作為冗餘系統

啟動)，因此無法執行請求。

確定控制系統/待機系統(使其作為冗餘系統正常啟動)

後再次執行，或將連接目標指定(請求目標模組I/O編

號)更改為無系統指定後，再次執行。

424AH 冗餘系統關聯出錯 由於連接目標指定(請求目標模組I/O編號)為1號機/2

號機/控制系統/待機系統，因此無法執行請求。

將連接目標指定(請求目標模組I/O編號)更改為無系

統指定後，再次執行。

424BH 冗餘系統關聯出錯 由於下述狀態，系統切換被禁止，因此無法執行請

求。

• SM1646(用戶系統切換允許)為OFF。

通過下述處理，允許系統切換後，再次執行。

• 將SM1646(用戶系統切換允許)置為ON。

424FH 冗餘系統關聯出錯 由於在通過工程工具的系統切換執行中，由於其它原

因執行了系統切換，因此無法執行請求。

確認系統切換是否正常完成。如果未完成，則確認

SD1644(禁止系統切換原因)，消除了異常後，再次執

行。

425AH 冗餘系統關聯出錯 由於不作為冗餘系統執行動作，因此無法執行請求。 使其作為冗餘系統正常動作後，再次執行。

4269H 其它出錯 無法執行遠端RUN操作。 稍等片刻後，再次執行遠端RUN操作。

433CH 維護·保養關聯出錯 出錯解除失敗。(出錯解除執行中執行了出錯解除) 稍等片刻後再次執行。

即使再次執行仍然顯示相同出錯的情況下，有可能是

物件模組的硬體異常。請向當地三菱電機代理店諮

詢。

4400H 安全功能出錯 在無口令解除的狀態下打開了檔案口令被登錄的檔

案。

設置正確的口令後，進行口令認證後再訪問。

4401H 安全功能出錯 • 需要讀取口令認證的訪問時，檔案口令的讀取口令

認證失敗。

• 檔案口令的口令格式錯誤。

• 設置正確的讀取口令後，進行口令認證後再訪問。

• 以檔案口令對應的存取方法進行檔案訪問。

出錯代碼 出錯名稱 異常內容及原因 處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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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02H 安全功能出錯 • 需要寫入口令認證的訪問時，檔案口令的寫入口令

認證失敗。

• 檔案口令的口令格式錯誤。

• 設置正確的寫入口令後，進行口令認證後再訪問。

• 以檔案口令對應的存取方法進行檔案訪問。

4403H 安全功能出錯 登錄/解除時設置的讀取口令、寫入口令二者均與上

次口令不一致。

設置正確的讀取/寫入口令後，進行口令認證後再訪

問。

4404H 安全功能出錯 在登錄/解除的前後檢測出檔案的異常。 • 通過記憶體的初始化對包括物件檔案的驅動器進行

初始化。

• 將物件檔案再次寫入到可程式控制器中後，再次進

行檔案口令登錄/解除。

4408H 安全功能出錯 在需要口令認證的訪問時口令認證失敗。 設置正確的口令後再次執行。

4409H 安全功能出錯 在需要口令認證的訪問時口令認證失敗。 1分鐘後設置正確的口令後再次執行。

440AH 安全功能出錯 在需要口令認證的訪問時口令認證失敗。 5分鐘後設置正確的口令後再次執行。

440BH 安全功能出錯 在需要口令認證的訪問時口令認證失敗。 15分鐘後設置正確的口令後再次執行。

440CH 安全功能出錯 在需要口令認證的訪問時口令認證失敗。 60分鐘後設置正確的口令後再次執行。

440DH 安全功能出錯 在需要口令認證的訪問時口令認證失敗。 60分鐘後設置正確的口令後再次執行。

440EH 安全功能出錯 安全功能執行動作，處於禁止口令認證狀態。 等待了規定時間後，設置正確的口令後再次執行。

4500H 遠端起始模組關聯出錯 由於冗餘線路組態，因此為禁止執行的請求。 由於在冗餘線路組態中不支持，因此無法執行。

4501H 遠端起始模組關聯出錯 由於待機系統遠端起始模組中發生了網路的異常，因

此無法進行系統切換。

消除了待機系統遠端起始模組的網路的異常後，再次

執行。

4905H 其它出錯 使用的標籤區域的合計容量超出了標籤區域容量。 刪除未使用的全域標籤定義，全部轉換(再分配)後，

再實施至可程式控制器的寫入。

4A00H 網路關聯出錯 • 由於啟動源CPU模組、中繼CPU模組中未設置路由參

數，因此無法訪問指定站。

• 進行經由了多CPU系統的中繼的情況下，對資料進

行中繼的網路模組的管理CPU模組未啟動。

• IP通信測試中指定的IP地址的第3八位元位元組(網

路No.)與開始IP通信測試的遠端起始模組的IP地址

的第3八位元位元組(網路No.)重覆。

• 進行IP資料包中繼的CPU模組不是IP資料包的通過

路徑上的CC-Link IE模組的管理CPU模組。

• 將用於訪問指定站的路由參數設置到相關站中。

• 稍等片刻後進行重試。或者，確認對資料進行中繼

的系統啟動後，再開始通信。

• IP通信測試中指定的IP地址的第3八位元位元組(網

路No.)與開始IP通信測試的遠端起始模組的IP地址

的第3八位元位元組(網路No.)不重覆。

• 將進行IP資料包中繼的CPU模組設置為IP資料包的

通過路徑上的CC-Link IE模組的管理CPU模組。

4A01H 網路關聯出錯 • 設置為路由參數的No.的網路不存在。

• 經由指定的CPU模組不支持的網路時，無法對於指

定的CPU模組進行通信。

• 對相關站中設置的路由參數進行確認、修改。

• 以指定的CPU模組支援的通信路徑進行通信。

4A02H 網路關聯出錯 無法訪問指定站。 • 確認網路模組中是否發生異常或是否變為離線狀

態。

• 確認網路編號、PLC編號的設置中有無錯誤。

4A03H 網路關聯出錯 實施了網路測試用的請求。 確認SLMP/MC協定等的請求資料。

出錯代碼 出錯名稱 異常內容及原因 處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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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A20H IP通信測試關聯出錯 • IP資料包的通過路徑上的CPU模組與請求目標設備

的IP地址第1八位元位元組與第2八位元位元組不一

致。

• IP資料包的通過路徑上的CPU模組與CC-Link IE模

組的IP地址第1八位元位元組與第2八位元位元組不

一致。

• CC-Link IE模組之間的IP資料包中繼中物件的IP資

料包的通過路徑上的CC-Link IE模組的IP地址第1

八位元位元組與第2八位元位元組不一致。

• 請求源設備的IP地址第1八位元位元組與第2八位元

位元組和通過乙太網路連接了請求目標設備的CPU

模組的IP地址第1八位元位元組與第2八位元位元組

不一致。

• 重新審核CPU模組的IP地址設置。

• 重新審核請求目標設備的IP地址。

• 重新審核CC-Link IE模組的IP地址。

• 重新審核請求源設備的IP地址。

4A22H IP通信測試關聯出錯 IP資料包的通過路徑上的CC-Link IE模組未設置IP地

址。

• 將IP地址設置到CC-Link IE模組的主站或管理站

中。

• 使用CC-Link IE模組的本地站或常規站時確認與主

站或管理站的通信狀態。

• 將CC-Link IE模組的主站或管理站更換為支援IP資

料包中繼功能的CC-Link IE模組。

• CC-Link IE模組啟動之後再次進行IP通信測試。

• 重新審核請求目標設備的IP地址。

4A23H IP通信測試關聯出錯 • IP資料包的通過路徑上的CPU模組不支持IP資料包

中繼功能。

• 路由參數被設置以確保IP資料包被路由至IP資料包

中繼不支持的CPU模組。

• 更換為支持IP資料包中繼功能的CPU模組。

• 重新審核路由參數以確保IP資料包被路由至支持IP

資料包中繼功能的CPU模組。

• 重新審核請求目標設備的IP地址。

4A24H IP通信測試關聯出錯 • IP資料包的通過路徑上的網路模組不支持IP資料包

中繼功能。

• 路由參數被設置以確保IP資料包被路由至IP資料包

中繼不支持的網路模組。

• IP資料包的通過路徑上的設備的IP地址的第3八位

元位元組(網路No.)與CPU模組上安裝的IP資料包中

繼不支持的模組的網路No.重覆。

• 請求目標設備的IP地址的第3八位元位元組(網路

No.)與CPU模組上安裝的IP資料包中繼不支持的模

組的網路No.重覆。

• 更換為支持IP資料包中繼功能的CC-Link IE模組。

• 重新審核路由參數以確保IP資料包被路由至支持IP

資料包中繼功能的CC-Link IE模組。

• 重新審核以防止IP資料包的通過路徑上的設備的IP

地址的第3八位元位元組(網路No.)與CPU模組上安

裝的IP資料包中繼不支持的模組的網路No.重覆。

• 重新審核以防止請求目標設備的IP地址的第3八位

元位元組(網路No.)與CPU模組上安裝的IP資料包中

繼不支持的模組的網路No.重覆。

• 重新審核請求目標設備的IP地址。

4A25H IP通信測試關聯出錯 • 連接了請求源設備的CPU模組或乙太網路模組的IP

資料包中繼設置處於未設置狀態。

• 路由參數被設置以確保IP資料包被路由至IP資料包

中繼未設置的CPU模組。

• 未將乙太網路模組安裝到遠端起始模組中。

• 乙太網路模組在模組參數的自節點的設置中通過網

路No./站號的通信被設置為“無效”。

• 乙太網路模組在模組參數的自節點的設置中IP地址

的第3八位元位元組(網路No.)與網路No.不一致，

或與IP地址的第4八位元位元組站號不一致。

• CPU模組在CPU參數的IP資料包中繼設置中將IP資料

包中繼功能設置為“使用”。

• 乙太網路模組在模組參數的IP資料包中繼設置中將

IP資料包中繼功能設置為“使用”。

• 重新審核路由參數以確保IP資料包被路由至IP資料

包中繼已設置結束的CPU模組。

• 重新審核請求目標設備的IP地址。

• 將乙太網路模組安裝到遠端起始模組中。

• 乙太網路模組在模組參數的自節點的設置中將通過

網路No./站號的通訊設定為“有效”。

• 重新審核乙太網路模組的網路No.及站號。

4A27H IP通信測試關聯出錯 進行IP資料包中繼的CPU模組不是IP資料包的通過路

徑上的CC-Link IE模組的管理CPU模組。

將進行IP資料包中繼的CPU模組設置為IP資料包的通

過路徑上的CC-Link IE模組的管理CPU模組。

4A28H IP通信測試關聯出錯 遠端起始模組中請求時的IP資料包的通過路徑與回應

時的IP資料包的通過路徑不一致。

重新審核請求時或回應時的路由參數以確保IP資料包

通過相同的路徑。

出錯代碼 出錯名稱 異常內容及原因 處理方法
4  故障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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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Link IE現場網路的出錯代碼(D000H～DFFFH)

關於出錯代碼(D000H～DFFFH)的出錯資訊、異常內容與原因及處理方法有關內容，請參閱下述手冊。

MELSEC iQ-R CC-Link IE現場網路用戶手冊(應用篇)

4A29H IP通信測試關聯出錯 請求目標設備的IP地址第3八位元位元組(網路No.)與

請求源設備及乙太網路模組的IP地址第3八位元位元

組(網路No.)重覆。

• 重新審核乙太網路模組的IP地址設置。

• 重新審核請求目標設備的IP地址。

4A2AH IP通信測試關聯出錯 指定了CC-Link IE控制網路或CC-Link IE現場網路上

的設備以外或CPU模組以外的IP地址。

指定CC-Link IE控制網路或CC-Link IE現場網路上的

設備或CPU模組的IP地址。

4B00H 物件目標關聯出錯 • 訪問目標或中繼站中發生了異常。

• 指定的連接目標指定(請求目標模組I/O編號)不正

確。

• 訪問目標的CPU模組或遠端起始模組未啟動。

• 確認指定的訪問目標或至訪問站的中繼站中發生的

出錯後，再進行處理。

• 確認SLMP/MC協定等的請求資料的連接目標指定(請

求目標模組I/O編號或請求目標站編號(PLC編號))。

• 確認CPU模組的停止型出錯或遠端起始模組的中度

·重度異常後，再進行處理。

4B02H 物件目標關聯出錯 不是發送到遠端起始模組的請求。 對於可實施指定的功能的模組實施操作。

4B03H 物件目標關聯出錯 • 指定的路徑在指定的CPU模組或遠端起始模組的版

本中不支援。

• 通信物件的CPU模組或遠端起始模組未安裝。

• 確認指定的路徑是否為支援內的路徑。

• 確認CPU模組或遠端起始模組的安裝狀態。

• 確認CPU模組的停止型出錯或遠端起始模組的中度

·重度異常後，再進行處理。

4B04H 物件目標關聯出錯 指定的連接目標指定(請求目標模組I/O編號)不支

持。

物件目標指定中物件模組的起始I/O編號被設置了不

正確的值。更改為存在的模組的起始I/O編號後再次

進行通信。

出錯代碼 出錯名稱 異常內容及原因 處理方法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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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參數No.一覽
參數No.一覽如下所示。

系統參數
系統參數的參數No.一覽如下所示。

CPU參數
CPU參數的參數No.一覽如下所示。

項目 參數No.

I/O分配設置 基板/電源/擴展電纜設置 插槽數 0201H

基板、電源模組、擴展電纜 0203H

I/O分配設置 點數、起始XY、模組狀態設置 0200H

管理CPU指定 0202H

模組型號 0203H

異常檢測時的遠端起始模組動作設置 3600H

空餘插槽點數批量設置 0100H

模組間同步設置 模組間同步物件模組選擇 0101H

模組間同步的恒定週期間隔設置 0101H

項目 參數No.

名稱設置 標題設置 3100H

注釋設置 3101H

動作關聯設置 遠端復位設置 3202H

RAS設置 異常檢測設置 3501H

異常檢測時的遠端起始模組動作設置 3501H

線上模組更換功能設置 直接更換設置 3505H

網路必須設置 網路No.設置 6D00H

站號設置 6D00H

網路應用設置 模組動作模式設置 6D00H

軟元件間傳送設置 6D01H

冗餘設置 線路類型 6D02H
4  故障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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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事件一覽
遠端起始模組從各模組中採集模組檢測出的出錯及對模組執行的操作等的資訊，並儲存到資料記憶體中。(36頁 RAS功能)

發生了事件的情況下，可以通過工程工具對事件代碼及檢測出的事件的內容等進行讀取。

各模組中發生的事件，請參閱各模組的手冊。

一覽表的閱讀方法
一覽表的閱讀方法如下所示。

詳細資訊

詳細資訊1～3的詳細內容如下所示。

項目 內容

事件代碼 顯示事件的識別編號。

事件類型 顯示事件類型。

事件分類 顯示事件分類。

檢測事件 顯示檢測出的事件的內容。

詳細資訊1～3 顯示檢測出的事件的詳細內容。

詳細資訊 項目 內容

詳細資訊1 操作源資訊 顯示操作源相關的下述資訊。

• 連接埠(乙太網路、USB的連接資訊)

• I/O No.

• 模組號機編號

• 網路No.

• 站號

• IP地址

本站資訊 顯示本站相關的下述資訊。

• I/O No.

• 網路No.

• 站號

系統切換資訊 顯示系統切換的系統切換原因、禁止系統切換原因、控制系統/待機系統的切換相關

的資訊。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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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細資訊2 啟動指示發佈源 顯示啟動指示發佈源相關的下述資訊。

• 網路No.

• 站號

異常檢測站資訊 顯示異常檢測站相關的下述資訊。

• 異常發生埠

• 全部接收幀數

• 異常幀數

權杖傳遞中斷原因 顯示‘權杖傳遞中斷原因’(SW0048)。

資料連結停止原因 顯示‘資料連結停止原因’(SW0049)。

(通過資料連結停止指示的停止除外)

遠端口令資訊 顯示遠端口令相關的資訊。

• I/O No.

• 結果

• 連接No.

檔案口令資訊 顯示檔案口令相關的資訊。

• 操作

• 結果

• 記憶體(驅動器No.)

• 檔案名

驅動器·檔案資訊 顯示驅動器名、檔案名相關的資訊。

• 驅動器No.

• 檔案名/檔案夾名

復製源驅動器·檔案資訊。 顯示驅動器名、檔案名相關的資訊。

• 驅動器No.

• 檔案名

操作物件資訊 顯示操作物件相關的資訊(I/O No.)。

遠端操作類型資訊 顯示遠端操作類型相關的資訊。

系統組態資訊 顯示系統組態相關的資訊。

設置·更改資訊 顯示設定、更改相關的資訊。

參數更改發生原因 顯示參數更改發生原因。

系統切換資訊 顯示系統切換的系統切換原因、禁止系統切換原因、控制系統/待機系統的切換相關

的資訊。

詳細資訊3 復製目標驅動器·檔案資訊。 顯示驅動器名、檔案名相關的資訊。

• 驅動器No.

• 檔案名

詳細資訊 項目 內容
4  故障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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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一覽
遠端起始模組相關聯的事件一覽如下所示。

事件代碼 事件類型 事件分類 檢測事件 內容 詳細資訊

詳細資訊1 詳細資訊2 詳細資訊3

00100 系統 資訊 連結 通過安裝外部設備上連接的網路電纜

進行了連結。

操作源資訊  

00400 電源ON/RESET解除 進行了電源ON或復位。 

00420 事件履歷檔案生成 生成了事件履歷檔案。

00500 <<本站>>權杖傳遞恢復 本站權杖傳遞從中斷狀態恢復為正常

狀態。

本站資訊

00510 <<本站>>資料連結重啟 重啟了本站資料連結。 

00513 <<本站>>資料連結的啟

動指示受理

本站受理了資料連結啟動指示。 本站資訊 啟動指示發佈

源

00514 <<本站>>資料連結的停

止指示受理

本站受理了資料連結停止指示。

00520 <<本站>>暫時出錯無效

站設置指示受理

受理了暫時出錯無效站設置指示。 

00521 <<本站>>暫時出錯無效

站解除指示受理

受理了暫時出錯無效站解除指示。

00530 <<本站>>保留站暫時解

除設置指示受理

受理了保留站暫時解除設置指示。

00531 <<本站>>保留站有效設

置指示受理

受理了保留站有效設置指示。

00542 <<本站>>接收幀異常 線

路狀態注意等級

發生了接收幀異常(線路狀態: 注意等

級)。

異常檢測站資

訊

00750 網路No.、站號未設置 本站的網路No.、站號變為了未設置。 操作源資訊 設置·更改資

訊

00800 系統 警告 連結宕機 外部設備上連接的網路電纜的拆卸等

導致了連結宕機。

操作源資訊 

00C00 <<本站>>連結傳遞中斷 中斷了本站權杖傳遞。 本站資訊 權杖傳遞中斷

原因

00C10 <<本站>>資料連結停止 停止了本站資料連結。 資料連結停止

原因

00C28 <<本站>>接收幀異常 線

路狀態警告等級

發生了接收幀異常(線路狀態: 警告等

級)。

異常檢測站資

訊

00F00 系統切換(系統) 由於通過系統的系統切換原因，導致

執行了系統切換。

系統切換資訊 

00F01 自動記憶體復製(控制系

統)

控制系統對於待機系統執行了自動記

憶體復製。



00F02 自動記憶體復製(待機系

統)

從控制系統對待機系統執行了自動記

憶體復製。

10200 安全 資訊 遠端口令的鎖定 進行了遠端口令的鎖定處理。 操作源資訊 遠端口令資訊

10201 遠端口令的解鎖成功 進行遠端口令的解鎖處理且成功完

成。

10202 遠端口令的解鎖失敗 進行遠端口令的解鎖處理但失敗了。

10400 檔案口令的登錄/更改/

刪除成功

進行檔案口令的登錄、更改、刪除且

成功完成。

檔案口令資訊

10401 檔案口令的登錄/更改/

刪除失敗

進行檔案口令的登錄、更改、刪除但

失敗了。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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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檔案寫入及檔案刪除等檔案相關的事件中，對參數檔案的操作將作為物件。

10402 安全 資訊 檔案口令解除成功 進行檔案口令的解除且成功完成。 操作源資訊 檔案口令資訊 

10403 檔案口令解除失敗 進行檔案口令的解除但失敗了。

20100 操作 資訊 出錯解除 進行了出錯解除。 操作源資訊 操作物件資訊 

20200 事件履歷清除 進行了事件履歷清除。 

24001 遠端操作請求受理 受理了遠端操作請求(RUN/STOP)。 遠端操作類型

資訊

24031 網路No.、站號的設置·

更改執行

進行了本站的網路No.、站號的設置·

更改。

 設置·更改資

訊

24052 <<本站>>參數更改/新參

數受理

更改了參數。或電源投入時受理了新

參數。

本站資訊 參數更改發生

原因

24100 動作狀態的更改(RUN) 動作狀態被更改為RUN。  

24101 動作狀態的更改(STOP) 動作狀態被更改為STOP。

24150 主站CPU動作狀態的更改

(RUN)

主站CPU動作狀態被更改為RUN。

24151 主站CPU動作狀態的更改

(STOP)

主站CPU動作狀態被更改為STOP。

24200 檔案夾的新建、檔案夾/

檔案的寫入*1

• 新建了檔案夾。

• 進行了檔案的新建、至檔案的寫

入。

操作源資訊 驅動器·檔案

資訊

24201 檔案的復製*1 復製了檔案。 復製源驅動器

·檔案資訊。

復製目標驅動

器·檔案資

訊。
24202 檔案夾名/檔案名的更改

*1

更改了檔案夾名或檔案名。

25000 線上模組更換 完成了線上模組更換。 系統組態資訊 

2A200 警告 記憶體的初始化 進行了記憶體的初始化。 驅動器·檔案

資訊2A202 檔案夾/檔案的刪除*1 刪除了檔案夾或檔案。

2B000 系統切換(用戶) 由於通過用戶的系統切換原因，導致

執行了系統切換。

系統切換資訊

事件代碼 事件類型 事件分類 檢測事件 內容 詳細資訊

詳細資訊1 詳細資訊2 詳細資訊3
4  故障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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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附1 連結特殊繼電器(SB)一覽
連結特殊繼電器(SB)根據資料連結時發生的各種各樣的原因進行ON/OFF。通過進行監視，可以掌握資料連結的異常狀態等。

連結特殊繼電器(SB)的用途

通過使用連結特殊繼電器(SB)，也可通過顯示器等工程工具以外確認CC-Link IE現場網路的狀態。

用戶ON/OFF的範圍及系統ON/OFF的範圍

 • 用戶ON/OFF的範圍: SB0000～SB001F

 • 系統ON/OFF的範圍: SB0020～SB0FFF
2
附錄

附1  連結特殊繼電器(SB)一覽



附

連結特殊繼電器(SB)一覽

連結特殊繼電器(SB)一覽如下所示。

請勿對連結特殊繼電器(SB)一覽中不存在的編號區域及系統ON/OFF的範圍進行ON/OFF。如果對一覽中不存在的

編號區域及系統ON/OFF的範圍進行ON/OFF，有可能導致可程式控制器系統誤動作。

編號 名稱 內容

SB0006 通信出錯次數清除 指示通信出錯相關的連結特殊暫存器(SW0074～SW0077、SW007C～SW007F)的清零。

OFF: 無清除指示

ON: 有清除指示(ON期間，繼續運行清除指示)

SB0046 本站站號設置狀態 儲存站號的設置狀態。

OFF: 站號確定

ON: 站號未設置

通過工程工具設置了參數的情況下，將變為常時OFF。

SB0047 本站權杖傳遞狀態 儲存本站的權杖傳遞狀態(可暫態傳送)。

OFF: 正常

ON: 異常

異常的情況下，異常原因可以通過‘本站權杖傳遞狀態’(SW0047)及‘權杖傳遞中斷原因’(SW0048)進行確

認。

根據連結重新整理的時機，‘本站權杖傳遞狀態’(SW0047)及‘權杖傳遞中斷原因’(SW0048)與更新有可能

發生1個順控程式掃描的偏差。

SB0049 本站資料連結異常狀態 儲存本站的資料連結異常狀態。

OFF: 正常

ON: 異常

異常的情況下，異常原因可以通過‘資料連結停止原因’(SW0049)進行確認。根據連結重新整理的時機，

‘資料連結停止原因’(SW0049)與更新有可能發生1個順控程式掃描的偏差。

(條件)

• ‘本站權杖傳遞狀態’(SB0047)為OFF時有效。

• ‘本站權杖傳遞狀態’(SB0047)變為了ON(異常)的情況下，將保持之前的資料。

SB004A 本站輕度異常狀態 儲存本站的輕度異常發生狀態。

OFF: 無輕度異常

ON: 輕度異常發生中

SB004B 本站中重度異常狀態 儲存本站的中度異常或重度異常發生狀態。

OFF: 無中度異常或重度異常

ON: 中度異常或重度異常發生中

SB004C 本站動作狀態 儲存本站的動作狀態。

OFF: RUN

ON: STOP、中度異常或重度異常發生

SB004F 動作站號狀態 儲存網路No.及站號是以“CPU參數”的“網路必須設置”的設置值動作，還是以CC-Link IE現場網路診斷的

設置值動作。

OFF: 以“CPU參數”的“網路必須設置”的設置值動作

ON: 以CC-Link IE現場網路診斷的設置值動作(遠端起始模組中不存在參數的情況下，或者通過“CPU參數”

的“網路必須設置”，將網路No.及站號置為空欄的狀態下，不通過CC-Link IE現場網路診斷設置站號

的情況下)

(條件)

• ‘本站權杖傳遞狀態’(SB0047)為OFF時有效。

• ‘本站權杖傳遞狀態’(SB0047)變為了ON(異常)的情況下，將保持之前的資料。

SB006A 本站PORT1側連結宕機狀態 儲存本站的P1側的連結宕機狀態。

OFF: 連結中

ON: 連結宕機中

從電源ON或連接乙太網路電纜開始至連結為止所需的時間有可能不同。通常需要數秒時間進行連結。但是，

根據線路上的設備的狀態，有可能會發生反覆進行連結處理，導致時間被進一步延遲。

SB006B 本站PORT2側連結宕機狀態 儲存本站的P2側的連結宕機狀態。

OFF: 連結中

ON: 連結宕機中

從電源ON或連接乙太網路電纜開始至連結為止所需的時間有可能不同。通常需要數秒時間進行連結。但是，

根據線路上的設備的狀態，有可能會發生反覆進行連結處理，導致時間被進一步延遲。

SB006C 本站PORT1側異常幀的接收當前狀

態(1)

儲存本站的P1側中，當前是否發生接收幀異常線路狀態注意等級。

OFF: 未發生接收幀異常線路狀態注意等級

ON: 發生接收幀異常線路狀態注意等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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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連接了主站時資訊被更新。

SB006D 本站PORT2側異常幀的接收當前狀

態(1)

儲存本站的P2側中，當前是否發生接收幀異常線路狀態注意等級。

OFF: 未發生接收幀異常線路狀態注意等級

ON: 發生接收幀異常線路狀態注意等級

SB006E 本站PORT1側異常幀的接收檢測狀

態(鎖存)(1)

儲存本站的P1側中，從電源投入時起至當前為止是否發生了接收幀異常線路狀態注意等級。

OFF: 未發生接收幀異常線路狀態注意等級

ON: 發生了接收幀異常線路狀態注意等級

SB006F 本站PORT2側異常幀的接收檢測狀

態(鎖存)(1)

儲存本站的P2側中，從電源投入時起至當前為止是否發生了接收幀異常線路狀態注意等級。

OFF: 未發生接收幀異常線路狀態注意等級

ON: 發生了接收幀異常線路狀態注意等級

SB007C 線路類型設置狀態 儲存冗餘系統組態時的線路類型的設置狀態。

OFF: 單個線路

ON: 冗餘線路

冗餘系統以外的組態的情況下將變為OFF。

SB00F1 主站CPU動作狀態*1 儲存主站動作站的CPU模組的動作狀態。

OFF: RUN

ON: STOP、PAUSE狀態、中度異常或重度異常

(條件)

• ‘本站權杖傳遞狀態’(SB0047)為OFF時有效。

• ‘本站權杖傳遞狀態’(SB0047)變為了ON(異常)的情況下，將保持之前的資料。

SB0101 主站CPU中重度異常發生狀態*1 儲存主站動作站的CPU模組的中度異常或重度異常發生狀態。

OFF: 無中度異常或重度異常發生

ON: 中度異常或重度異常發生中

(條件)

• ‘本站權杖傳遞狀態’(SB0047)為OFF時有效。

• ‘本站權杖傳遞狀態’(SB0047)變為了ON(異常)的情況下，將保持之前的資料。

SB0111 主站CPU輕度異常發生狀態*1 儲存主站動作站的CPU模組的輕度異常發生狀態。

OFF: 無輕度異常、中度異常或重度異常發生中

ON: 輕度異常發生中

(條件)

• ‘本站權杖傳遞狀態’(SB0047)為OFF時有效。

• ‘本站權杖傳遞狀態’(SB0047)變為了ON(異常)的情況下，將保持之前的資料。

SB01E9 模組間同步週期溢出發生標誌 儲存模組間同步的週期溢出發生狀態。連結掃描在模組間同步週期內未完成的情況下，將被ON。

OFF: 未發生處理時間溢出

ON: 發生了處理時間溢出

變為了ON的情況下，以後，即使在設置的模組間同步週期以內進行動作也將保持為ON不變。通過電源的

OFFON或遠端起始模組的復位被清除。

SB01EE 本站冗餘功能對應資訊 儲存本站的冗餘系統對應資訊。

OFF: 不對應冗餘系統

ON: 對應冗餘系統

SB1000～

SB1FFF

CC-Link主站·本地站模組用 作為CC-Link主站·本地站模組的連結特殊繼電器(SB)的重新整理目標軟元件進行設置時，可以確認CC-Link

的資料連結狀態。

編號 名稱 內容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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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2 連結特殊暫存器(SW)一覽
連結特殊暫存器(SW)以數值儲存資料連結時的資訊。通過進行監視，可以查明異常位置及原因。

連結特殊暫存器(SW)的用途

通過使用連結特殊暫存器(SW)，也可通過顯示器等工程工具以外確認CC-Link IE現場網路的狀態。

用戶儲存資料的範圍及系統儲存資料的範圍

 • 用戶儲存資料的範圍: 無

 • 系統儲存資料的範圍: SW0020～SW0FFF

連結特殊暫存器(SW)一覽

連結特殊暫存器(SW)一覽如下所示。

請勿對連結特殊暫存器(SW)一覽中不存在的編號區域及系統儲存資料的範圍進行資料寫入。如果對一覽中不存

在的編號區域及系統儲存資料的範圍進行資料寫入，有可能導致可程式控制器系統誤動作。

編號 名稱 內容

SW0040 網路No. 儲存本站的網路No.。

範圍: 1～239

SW0042 站編號 儲存本站的站號。

範圍: 1～120、255(站號未設置)

SW0043 本站模式狀態 儲存本站的模組動作模式設置。

00H: 線上模式

02H: 離線模式

0BH: 單體通信測試模式

SW0047 本站權杖傳遞狀態 儲存本站的權杖傳遞狀態(可暫態傳送)。

0: 資料連結中

2: 權杖傳遞實施中

3: 權杖傳遞停止中

4: 測試實施中

5: 離線

SW0048 權杖傳遞中斷原因 儲存本站的通信(權杖傳遞)被中斷的原因。

00H: 正常通信或電源投入時

30H: 電纜斷線

33H: 解除連接處理或恢復連接處理中

40H: 離線模式

SW0049 資料連結停止原因 儲存本站的資料連結停止的原因。

離線模式時，本暫存器將變為無效。

00H: 正常通信或電源投入時

01H: 有停止指示

02H: 監視時間時間到

10H: 參數未接收

11H: 超出本站站號範圍

12H: 本站保留站設置

13H: 本站站號重覆

16H: 站號未設置

18H: 參數異常

19H: 參數通信中

1AH: 站類型不一致

1BH: 參數不一致

20H: 中度異常或重度異常

SW004A 資料連結停止請求站 儲存對於本站進行了資料連結的停止請求的站的站號。

範圍: 1～120、125(主站)

對於資料連結的停止請求，從SW004A中儲存的站開始通過‘系統的連結停止’(SB0003)進行。

(條件)

• ‘本站權杖傳遞狀態’(SB0047)為OFF時有效。

• ‘本站權杖傳遞狀態’(SB0047)變為了ON(異常)的情況下，將保持之前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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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004B 本站模組狀態 儲存本站的狀態。

離線模式時將無法儲存值。

01H: STOP(正常)

02H: STOP(中度異常或重度異常)

03H: STOP(輕度異常)

04H: RUN(正常)

05H: RUN(輕度異常)

0FH: 初始化處理中

SW004E 診斷設置網路No. 儲存CC-Link IE現場網路診斷中設置的網路No.。

範圍: 1～239、65535(未設置)

SW004F 診斷設置站號 儲存CC-Link IE現場網路診斷中設置的站號。

範圍: 1～120、65535(未設置)

SW0064 本站連接狀態 儲存本站的連接狀態。

00H: 正常(P1側通信中，P2側通信中)

01H: 正常(P1側通信中，P2側電纜斷開)

04H: 正常(P1側環路回送通信中，P2側電纜斷開)

10H: 正常(P1側電纜斷開，P2側通信中)

11H: 解除連接中(P1側電纜斷開，P2側電纜斷開)

12H: 解除連接中(P1側電纜斷開，P2側線路確立中)

21H: 解除連接中(P1側線路確立中，P2側電纜斷開)

22H: 解除連接中(P1側線路確立中，P2側線路確立中)

40H: 正常(P1側電纜斷開，P2側環路回送通信中)

SW0074 PORT1側電纜斷線檢測次

數

儲存P1側中檢測出電纜斷線的累計次數。

如果將‘通信出錯次數清除’(SB0006)置為ON，儲存的次數將被清除。

進行計數直至 大值65535(FFFFH)為止時，將返回為0後繼續進行計數。

SW0075 PORT1側接收異常檢測次

數

儲存P1側中接收了異常資料的累計次數。

儲存的次數僅為不傳送到全部站的異常資料。

如果將‘通信出錯次數清除’(SB0006)置為ON，儲存的次數將被清除。

進行計數直至 大值65535(FFFFH)為止時，計數將停止。

SW0076 PORT1側接收資料總數

(低位1字)

儲存P1側中接收了資料的累計次數。

如果將‘通信出錯次數清除’(SB0006)置為ON，儲存的次數將被清除。

進行計數直至 大值4294967295(FFFFFFFFH)為止時，計數將停止。SW0077 PORT1側接收資料總數

(高位1字)

SW007C PORT2側電纜斷線檢測次

數

儲存P2側中檢測出電纜斷線的累計次數。

如果將‘通信出錯次數清除’(SB0006)置為ON，儲存的次數將被清除。

進行計數直至 大值65535(FFFFH)為止時，將返回為0後繼續進行計數。

SW007D PORT2側接收異常檢測次

數

儲存P2側中接收了異常資料的累計次數。

儲存的次數僅為不傳送到全部站的異常資料。

如果將‘通信出錯次數清除’(SB0006)置為ON，儲存的次數將被清除。

進行計數直至 大值65535(FFFFH)為止時，計數將停止。

SW007E PORT2側接收資料總數

(低位1字)

儲存P2側中接收了資料的累計次數。

如果將‘通信出錯次數清除’(SB0006)置為ON，儲存的次數將被清除。

進行計數直至 大值4294967295(FFFFFFFFH)為止時，計數將停止。SW007F PORT2側接收資料總數

(高位1字)

SW01E9 模組間同步週期溢出發生

次數

儲存連結掃描在模組間同步週期內未完成的累計次數。

通過電源的OFFON或遠端起始模組的復位，儲存的次數將被清除。

進行計數直至 大值65535(FFFFH)為止時，計數將停止。

SW1000～

SW1FFF

CC-Link主站·本地站模

組用

作為CC-Link主站·本地站模組的連結特殊暫存器(SW)的重新整理目標軟元件進行設置時，可以確認CC-Link的資料連

結狀態。

編號 名稱 內容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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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3 特殊繼電器(SM)一覽
特殊繼電器(SM)的一覽表的各項目的閱讀方法如下所示。

對於由系統設置的特殊繼電器，請勿通過工程工具等的操作進行更改。否則有可能發生系統宕機，且無法通

信。

診斷資訊

診斷資訊相關的特殊繼電器如下所示。

項目 說明

編號 表示特殊繼電器的編號。

名稱 表示特殊繼電器的名稱。

內容 表示特殊繼電器的內容。

內容詳細 表示特殊繼電器的詳細內容。

設置方(設置時間) 表示設置方及系統側設置時的時間。

<設置方>

• S: 由系統設置。

• U: 由用戶(經由網路，或工程工具的測試操作)設置。

• U/S: 用戶/系統雙方均進行設置。

<設置時間>

• 每次END: 每次END處理時進行設置。

• 初始: 僅初始化時(電源ON、STOPRUN等)進行設置。

• 狀態變化: 僅在狀態有變化時進行設置。

• 發生出錯時: 發生出錯時進行設置。

• 請求時: 僅在有來自於用戶的請求時(通過特殊繼電器等)進行設置。

• 寫入時: 來自於用戶的寫入時進行設置。

• 電源ONRUN/STOPRUN時: 從電源ON至RUN的變化時或從STOP至RUN的變化時進行設置。

• 復製開始時: 開始記憶體復製時進行設置。

• 復製完成時: 記憶體復製完成時進行設置。

編號 名稱 內容 詳細內容 設置方(設置時間)

SM0 新自診斷出錯 OFF: 無出錯

ON: 有出錯

• 自診斷的結果發生出錯時將變為ON。

• 以後，即使變為正常也將保持為ON不變。

S(發生出錯時)

SM1 新自診斷出錯 OFF: 無出錯

ON: 有出錯

• 自診斷的結果發生出錯時將變為ON。

• 以後，即使變為正常也將保持為ON不變。

S(發生出錯時)

SM50 出錯解除 OFFON:出錯解除請求

ONOFF:出錯解除完成

• OFFON時解除出錯。

• 出錯解除完成時，將變為ONOFF。

U/S(狀態變化)

SM53 AC/DC DOWN OFF: 無AC/DC DOWN

ON: 有AC/DC DOWN

• 使用AC電源模組時有20ms以內的瞬間掉電的情

況下，將變為ON。通過電源OFFON被復位。

• 使用DC電源模組時有10ms以內的瞬間掉電的情

況下，將變為ON。通過電源OFFON被復位。

S(發生出錯時)

SM60 保險絲熔斷 OFF: 正常

ON: 有保險絲熔斷模組

• 即使存在1個處於保險絲熔斷狀態的輸出模組

也變為ON，以後即使變為正常也將保持為ON狀

態不變。

S(發生出錯時)

SM61 輸入輸出模組校驗出錯 OFF: 正常

ON: 有出錯

• 輸入輸出模組如果與電源投入時登錄的狀態不

相同將變為ON，以後即使變為正常也將保持為

ON狀態不變。

S(發生出錯時)

SM80 詳細資訊1 使用中標誌 OFF: 未使用

ON: 使用中

‘ 新自診斷出錯’(SM0)變為了ON時如果有詳

細資訊n則將變為ON。

S(狀態變化)

SM112 詳細資訊2 使用中標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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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源冗餘系統

電源冗餘系統相關的特殊繼電器如下所示。儲存電源冗餘系統的資訊。

不使用電源冗餘用基板的情況下，全部將變為OFF。

編號 名稱 內容 詳細內容 設置方(設置時間)

SM150 電源OFF/電源電壓過低檢測 OFF: 電源ON/電源電壓正常

ON: 電源OFF/檢測出電源電

壓過低/電源模組未安

裝

• 檢測出1個及以上的電源為OFF、電源的電壓過

低(瞬間掉電除外)的電源模組或電源模組處於

未安裝狀態時將變為ON。

• 如果發生‘電源OFF/電源電壓過低檢測狀態’

(SD150)的某個位變為ON的原因，本繼電器也

變為ON。

• ‘電源OFF/電源電壓過低檢測狀態’(SD150)

的位變為ON的原因全部被消除時，本繼電器也

變為OFF。

• 主基板不是電源冗餘用主基板的情況下，本繼

電器將變為OFF。

S(狀態變化)

SM151 電源故障檢測 OFF: 無故障的電源模組/電

源OFF/電源模組未安裝

ON: 有故障的電源模組

• 檢測出1個及以上的電源模組的故障時將變為

ON。

• 如果發生‘電源故障檢測狀態’(SD151)的某

個位變為ON的原因，本繼電器也變為ON。

• ‘電源故障檢測狀態’(SD151)的位變為ON的

原因全部被消除時，本繼電器也變為OFF。

• 主基板不是電源冗餘用主基板的情況下，本繼

電器將變為OFF。

S(狀態變化)

SM152 瞬間掉電檢測(電源1) OFF: 無瞬間掉電檢測

ON: 有瞬間掉電檢測

• 檢測出1次及以上至電源模組1的輸入電源的瞬

間掉電時將變為ON。ON後即使停止瞬間掉電也

將維持ON狀態。

• 遠端起始模組啟動時將變為OFF。

• 電源模組1變為了OFF的情況下，本繼電器也變

為OFF。

• 主基板不是電源冗餘用主基板的情況下，本繼

電器將變為OFF。

S(狀態變化)

SM153 瞬間掉電檢測(電源2) OFF: 無瞬間掉電檢測

ON: 有瞬間掉電檢測

• 檢測出1次及以上至電源模組2的輸入電源的瞬

間掉電時將變為ON。ON後即使停止瞬間掉電也

將維持ON狀態。

• 遠端起始模組啟動時將變為OFF。

• 電源模組2變為了OFF的情況下，本繼電器也變

為OFF。主基板不是電源冗餘用主基板的情況

下，本繼電器將變為OFF。

S(狀態變化)

SM154 電源模組識別禁止 OFF: 無不能識別的電源模組

/電源OFF/電源模組未

安裝

ON: 有不能識別的電源模組

• 不能識別的電源模組存在1個及以上時將變為

ON。

• 如果發生‘電源模組識別禁止狀態’(SD154)

的某個位變為ON的原因，本繼電器也變為ON。

• ‘電源模組識別禁止狀態’(SD154)的位變為

ON的原因全部被消除時，本繼電器也變為

OFF。

• 主基板不是電源冗餘用主基板的情況下，本繼

電器將變為OFF。

S(狀態變化)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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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系統資訊

系統資訊相關的特殊繼電器如下所示。

系統時鐘

系統時鐘相關的特殊繼電器如下所示。

恒定週期功能資訊

恒定週期功能資訊相關的特殊繼電器如下所示。

驅動器資訊

驅動器資訊相關的特殊繼電器如下所示。

編號 名稱 內容 詳細內容 設置方(設置時間)

SM203 STOP觸點 OFF: STOP狀態以外

ON: STOP狀態

STOP狀態時將變為ON。 S(狀態變化)

SM230 1號機出錯標誌 OFF: n號機正常

ON: n號機中度異常或重度

異常中

• n號機的遠端起始模組在正常時(也包括輕度異

常發生時)變為OFF。

• n號機的遠端起始模組在中度異常或重度異常

發生中變為ON。

S(狀態變化)

SM231 2號機出錯標誌

SM240 1號機復位標誌 OFF: n號機不處於復位中

ON: n號機處於復位中

• n號機的遠端起始模組不處於復位中時將變為

OFF。

• n號機的遠端起始模組處於復位中(也包括將遠

端起始模組從基板上拆卸的情況)時將變為

ON。

S(狀態變化)

SM241 2號機復位標誌

編號 名稱 內容 詳細內容 設置方(設置時間)

SM400 常時ON 常時ON 電源ONRUN/STOPRUN時

SM401 常時OFF 常時OFF S(狀態變化)

編號 名稱 內容 詳細內容 設置方(設置時間)

SM480 模組間同步週期溢出發生標誌 OFF: 模組間同步異常未發生

(正常)

ON: 模組間同步異常發生

• 模組間同步時I/O重新整理及智慧功能模組的

重新整理、軟元件間傳送在模組間同步週期以

內未完成的情況下，將變為ON。

• 以後，即使在設置的模組間同步週期以內進行

動作也將保持為ON不變。(通過電源OFFON、

復位被清除)

S(狀態變化)

SM488 模組間同步異常(遠端起始模

組檢測出同步偏離)

OFF: 模組間同步信號異常未

發生(正常)

ON: 模組間同步信號異常發

生

• 通過參數設置的模組間同步週期中不能確認模

組間同步信號的情況下，或相同模組間同步週

期中多次確認了模組間同步信號的情況下將變

為ON。

• 以後，即使在設置的模組間同步週期中能夠確

認模組間同步信號也將保持為ON不變。(通過

電源OFFON、復位被清除)

S(狀態變化)

編號 名稱 內容 詳細內容 設置方(設置時間)

SM632 資料記憶體寫入異常 OFF: 寫入未執行/正常

ON: 寫入異常

寫入資料記憶體時，檢測出寫入出錯時將變為

ON。在有寫入指示的時刻將變為OFF。

S(寫入時)

SM633 資料記憶體寫入標誌 OFF: 寫入未執行

ON: 寫入執行中

對於資料記憶體寫入處理實施中時將變為ON，寫

入結束時將變為OFF。

S(寫入時)

SM634 資料記憶體改寫次數異常標誌 OFF: 改寫次數不足10萬次

ON: 改寫次數達到10萬次

資料記憶體的改寫次數達到10萬次時將變為ON。

(需要更換遠端起始模組)

S(寫入時)

ON
OFF

ON
O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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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上模組更換

線上模組更換相關的特殊繼電器如下所示。

編號 名稱 內容 詳細內容 設置方(設置時間)

SM1600 模組選擇請求標誌 OFFON: 模組選擇請求 選擇線上模組更換物件的模組的情況下將變為

ON。關於直接更換，在拔出了模組的時刻系統將

變為ON。僅‘線上模組更換中狀態’(SD1617)為

“普通動作中”時受理請求。線上模組更換完成

的時刻將變為OFF。此外，請求了模組選擇取消

的情況下，受理了模組選擇取消後將變為OFF。

S(狀態變化)/U(請求時)

SM1601 模組選擇完成標誌 OFF: 未選擇 

ON: 模組選擇完成

表示模組選擇完成的標誌。模組選擇完成時將變

為ON。線上模組更換完成的時刻將變為OFF。

S(狀態變化)

SM1602 模組拔出請求標誌 OFFON: 模組拔出請求 對於線上模組更換物件的模組請求拔出的情況下

將變為ON。關於直接更換，在拔出了模組的時刻

系統將變為ON。僅‘線上模組更換中狀態’

(SD1617)為“模組選擇完成”時受理請求。線上

模組更換完成的時刻將變為OFF。

S(狀態變化)/U(請求時)

SM1603 模組拔出準備完成標誌 OFF: 未準備 

ON: 拔出準備完成

表示模組的拔出準備完成的標誌。模組拔出準備

完成時將變為ON。線上模組更換完成的時刻將變

為OFF。

S(狀態變化)

SM1604 模組拔出完成標誌 OFF: 未拔出 

ON: 拔出完成

表示模組的拔出完成的標誌。模組的拔出完成時

將變為ON。線上模組更換完成的時刻將變為

OFF。

S(狀態變化)

SM1605 模組再安裝完成標誌 OFF: 未安裝 

ON: 再安裝完成

表示模組的再安裝完成的標誌。模組的再安裝完

成時將變為ON。線上模組更換完成的時刻將變為

OFF。

S(狀態變化)

SM1606 模組再識別請求標誌 OFFON: 模組再識別請求 對於線上模組更換物件的模組請求再識別的情況

下將變為ON。關於直接更換，在模組的再安裝完

成的時刻系統將變為ON。僅‘線上模組更換中狀

態’(SD1617)為“模組再安裝完成”時受理請

求。線上模組更換完成的時刻將變為OFF。

S(狀態變化)/U(請求時)

SM1607 模組再識別完成標誌 OFF: 未識別 

ON: 再識別完成

表示模組的再識別完成的標誌。模組的再識別完

成時將變為ON。線上模組更換完成的時刻將變為

OFF。

S(狀態變化)

SM1608 模組控制重啟請求標誌 OFFON: 模組控制重啟請求 對於線上模組更換物件的模組請求控制重啟的情

況下將變為ON。關於直接更換，在模組的再識別

完成的時刻系統將變為ON。僅‘線上模組更換中

狀態’(SD1617)為“模組再識別完成”時受理請

求。線上模組更換完成的時刻將變為OFF。

S(狀態變化)/U(請求時)

SM1609 線上模組更換完成標誌 OFF: 未完成 

ON: 完成

表示線上模組更換完成的標誌。線上模組更換完

成的情況下將變為ON。1個掃描後將變為OFF。

S(狀態變化)

SM1615 模組選擇取消請求標誌 OFFON: 模組選擇取消請求 取消線上模組更換物件的模組選擇的情況下將變

為ON。僅‘線上模組更換中狀態’(SD1617)為

“模組選擇完成”時受理請求。此外，受理了模

組選擇取消後將變為OFF。

S(狀態變化)/U(請求時)

SM1616 線上模組更換有效標誌 OFF: 無效 

ON: 有效

表示線上模組更換是否有效/無效的標誌。但

是，直接更換設置的設置內容不可以通過‘線上

模組更換有效標誌’(SM1616)進行確認。對於直

接更換設置的確認，對CPU參數進行確認。

S(初始)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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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冗餘功能(本系統遠端起始模組資訊)

冗餘功能相關的特殊繼電器如下所示。儲存本系統遠端起始模組的資訊。

僅冗余系統時有效。不使用冗餘系統的情況下，全部將變為OFF。

: 可以設置: 禁止設置

SM1617 線上模組更換中標誌 OFF: 未更換

ON: 更換中

表示線上模組更換中的標誌。‘模組選擇請求標

誌’(SM1600)變為ON，開始了線上模組更換時將

變為ON。線上模組更換完成的時刻將變為OFF。

S(狀態變化)

SM1618 線上模組更換出錯檢測標誌 OFF: 無出錯

ON: 出錯檢測

表示線上模組更換時的出錯檢測的標誌。檢測出

出錯的情況下將變為ON。消除出錯原因後，執行

了線上模組更換相關的請求的時刻將變為OFF。

模組選擇中發生出錯，再次選擇模組之前置為

OFF。

S(狀態變化)/U(請求時)

SM1619 線上模組更換中禁止請求檢測

標誌

OFF: 無禁止請求

ON: 禁止請求檢測

表示線上模組更換中的禁止請求檢測的標誌。執

行了線上模組更換中禁止的請求的情況下將變為

ON。在先執行的線上模組更換完成的時刻將變為

OFF。

S(狀態變化)

編號 名稱 內容 詳細內容 設置方(設置時間) 有效系統

控制系統 待機系統

SM1634 控制系統判別標誌 表示遠端起始模組的運行狀態的標誌。

SM1634=OFF、SM1635=OFF: 系統未確定時

SM1634=OFF、SM1635=ON: 待機系統

SM1634=ON、SM1635=OFF: 控制系統

S(狀態變化)  

SM1635 待機系統判別標誌

SM1637 系統切換檢測(從待

機系統到控制系統)

OFF: 無系統切換 

ON: 有系統切換

從待機系統切換為控制系統後，變為ON。 S(狀態變化)  

SM1646 用戶系統切換允許 OFF: 用戶系統切換

禁止

ON: 用戶系統切換

允許

指定是允許還是禁止通過工程工具進行的用

戶系統切換動作。初始值為OFF。

U  

SM1654 記憶體復製執行中 OFF: 復製未實施

ON: 復製實施中

從控制系統至待機系統的記憶體復製執行中

時將變為ON。

完成之後將變為OFF。

S(狀態變化)  

SM1655 記憶體復製完成 OFF: 復製未完

ON: 復製完成

從控制系統至待機系統的記憶體復製完成時

將變為ON。

初始值為OFF。

S(狀態變化)  

編號 名稱 內容 詳細內容 設置方(設置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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冗餘功能(其它系統遠端起始模組資訊)

冗餘功能相關的特殊繼電器如下所示。儲存其它系統遠端起始模組的資訊。

不使用冗餘系統的情況下，全部將變為OFF。

: 可以設置: 禁止設置

編號 名稱 內容 詳細內容 設置方(設置時間) 有效系統

控制系統 待機系統

SM1679 出錯解除(其它系統) OFFON: 待機系統

出錯解除請求

ONOFF: 待機系統

出錯解除完成

通過將本繼電器置為OFFON，對待機系統中

發生的輕度異常發生進行解除。

待機系統的出錯解除完成時，將變為

ONOFF。

初始值為OFF。

U/S(狀態變化)  

SM1680 其它系統監視異常檢

測

OFF: 無異常

ON: 有異常

在初始化處理時(也包括其它系統啟動等待中

確定了系統的情況)、END處理時如果與其它

系統的通信中發生異常將變為ON。(‘其它系

統監視異常原因’(SD1648)的某個位ON時將

ON)

以後，如果不存在異常將變為OFF。

S(每次END/系統切換時)  

SM1681 新自診斷出錯 OFF: 無出錯

ON: 有出錯

其它系統遠端起始模組中發生診斷出錯時將

變為ON。

反映其它系統遠端起始模組的‘ 新自診斷

出錯’(SM0)的狀態。

S(每次END)  

SM1682 新自診斷出錯 OFF: 無出錯

ON: 有出錯

其它系統遠端起始模組中發生自診斷出錯時

將變為ON。

反映其它系統遠端起始模組的‘ 新自診斷

出錯’(SM1)的狀態。

S(每次END)  

SM1683 詳細資訊1 使用中標

誌(其它系統)

OFF: 未使用

ON: 使用中

對於其它系統遠端起始模組中發生的出錯，

有詳細資訊1時將變為ON。

反映其它系統遠端起始模組的‘詳細資訊1 

使用中標誌’(SM80)的狀態。

S(每次END)  

SM1684 詳細資訊2 使用中標

誌(其它系統)

OFF: 未使用

ON: 使用中

對於其它系統遠端起始模組中發生的出錯，

有詳細資訊2時將變為ON。

反映其它系統遠端起始模組的‘詳細資訊2 

使用中標誌’(SM112)的狀態。

S(每次EN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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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附4 特殊暫存器(SD)一覽
特殊暫存器(SD)的一覽表的各項目的閱讀方法如下所示。

對於由系統設置的特殊暫存器，請勿通過工程工具等的操作進行更改。否則有可能發生系統宕機，且無法通

信。

診斷資訊

診斷資訊相關的特殊暫存器如下所示。

項目 說明

編號 表示特殊暫存器的編號。

名稱 表示特殊暫存器的名稱。

內容 表示特殊暫存器的內容。

內容詳細 表示特殊暫存器的詳細內容。

設置方(設置時間) 表示設置方及系統側設置時的時間。

<設置方>

• S: 由系統設置。

• U/S: 用戶/系統雙方均進行設置。

<設置時間>

• 常時: 定期進行設置。

• 每次END: 每次END處理時進行設置。

• 初始: 僅初始化時(電源ON、STOPRUN等)進行設置。

• 狀態變化: 僅在狀態有變化時進行設置。

• 發生出錯時: 發生出錯時進行設置。

• 請求時: 僅在有來自於用戶的請求時(通過特殊繼電器等)進行設置。

• 開關變化時: 開關變化時進行設置。

• 寫入時: 來自於用戶的寫入時進行設置。

• 原因發生時: 來自於系統的系統切換原因發生時進行設置。

• 系統切換時: 系統切換時進行設置。

編號 名稱 內容 詳細內容 設置方(設置時間)

SD0 新自診斷出

錯代碼

新自診斷出

錯代碼

以16進制數儲存診斷中發生出錯時的出錯代碼。 S(發生出錯時)

SD1 新自診斷出

錯發生時間

新自診斷出

錯發生時間

以BIN代碼儲存‘ 新自診斷出錯代碼’(SD0)的資料被更新的年(西曆4位)。 S(發生出錯時)

SD2 以BIN代碼儲存‘ 新自診斷出錯代碼’(SD0)的資料被更新的月。

SD3 以BIN代碼儲存‘ 新自診斷出錯代碼’(SD0)的資料被更新的日。

SD4 以BIN代碼儲存‘ 新自診斷出錯代碼’(SD0)的資料被更新的時。

SD5 以BIN代碼儲存‘ 新自診斷出錯代碼’(SD0)的資料被更新的分。

SD6 以BIN代碼儲存‘ 新自診斷出錯代碼’(SD0)的資料被更新的秒。

SD7 以BIN代碼儲存‘ 新自診斷出錯代碼’(SD0)的資料被更新的星期。(0: 日，1: 

一，2: 二，3: 三，4: 四，5: 五，6: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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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10 自診斷出錯代

碼

自診斷出錯代

碼1

診斷中發生出錯時的出錯代碼 多為16種類型且按照順序儲存到‘自診斷出錯代碼’

(SD10)以後中。(與‘自診斷出錯代碼’(SD10)以後中儲存的出錯代碼相同的內容不

儲存)第17個及以後不儲存。此外，‘自診斷出錯代碼’(SD10)～‘自診斷出錯代碼’

(SD25)中已儲存了16種類型的出錯代碼的情況下也不儲存。

S(發生出錯時)

SD11 自診斷出錯代

碼2

SD12 自診斷出錯代

碼3

SD13 自診斷出錯代

碼4

SD14 自診斷出錯代

碼5

SD15 自診斷出錯代

碼6

SD16 自診斷出錯代

碼7

SD17 自診斷出錯代

碼8

SD18 自診斷出錯代

碼9

SD19 自診斷出錯代

碼10

SD20 自診斷出錯代

碼11

SD21 自診斷出錯代

碼12

SD22 自診斷出錯代

碼13

SD23 自診斷出錯代

碼14

SD24 自診斷出錯代

碼15

SD25 自診斷出錯代

碼16

SD53 AC/DC DOWN AC/DC DOWN檢

測次數

遠端起始模組在運行中每當輸入電壓變為額定的85%(AC電源)/65%(DC電源)以下時將

被+1，且值以BIN代碼被儲存。計數時重覆0655350。

S(發生出錯時)

SD60 保險絲熔斷模

組No.

保險絲熔斷模

組No.

儲存發生了保險絲熔斷的模組的 小編號的I/ONo.。 S(發生出錯時)

SD61 輸入輸出模組

校驗出錯模組

No.

輸入輸出模組

校驗出錯模組

No.

儲存發生了輸入輸出模組校驗出錯的模組的 小編號的I/ONo.。 S(發生出錯時)

SD80 詳細資訊1 資

訊區分

詳細資訊1 資

訊區分代碼

儲存詳細資訊1的資訊區分代碼。

b0～b7: 資訊區分代碼

• 0: 無
• 2: 驅動器·檔案資訊

• 4: 參數資訊

• 5: 系統組態資訊

• 6: 次數資訊

• 7: 時間資訊

• 24: 故障資訊

• 27: 系統切換資訊

b8～b15: 未使用(固定為0)

S(發生出錯時)

編號 名稱 內容 詳細內容 設置方(設置時間)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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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SD81～

SD111

詳細資訊1 詳細資訊1 • 儲存‘ 新自診斷出錯代碼’(SD0)對應的詳細資訊1。

• 儲存的資訊有以下7種類型。

• 通過‘詳細資訊1資訊區分’(SD80)可以判定詳細資訊1的類型。(‘詳細資訊1資訊

區分’(SD80)中儲存的“詳細資訊1 資訊區分代碼”的值對應於下述所示的(2)、

(4)～(7)、(24)、(27))

(2)驅動器·檔案資訊

■SD81: 指定有無

• b0: 驅動器No.

• b1: 檔案名

■SD82: 驅動器No.

■SD83(第1個字元)～SD90(第8個字元): 檔案名(從Unicode字元串起始開始8個字元)

(4)參數資訊

■SD81: 指定有無

• b0: 參數類型

• b1: 參數儲存目標

• b2: I/O No.
• b3: 參數No.

• b4: 網路No.

• b5: 站號

• b6: 系統資訊

■SD82: 參數類型、參數儲存目標

• b0～b7: 參數類型(1: 系統參數，2: CPU參數，3: 模組參數，4: 模組擴展參數)

• b8～b15: 參數儲存目標(4: 資料記憶體)

■SD83: I/O No.

無分配的情況下置為FFFFH。

■SD84: 參數No.

■SD85: 網路No.

■SD86: 站號

1～120

■SD87～SD97: 系統資訊

S(發生出錯時)

編號 名稱 內容 詳細內容 設置方(設置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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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81～

SD111

詳細資訊1 詳細資訊1 (5)系統組態資訊

■SD81: 指定有無

• b0: I/O No.
• b1: 插槽No.

• b2: 基板No.

• b3: 電源No.

• b4: CPU No.
• b5: 網路No.

• b6: 站號

■SD82: I/O No.

■SD83: 插槽No.、基板No.

• b0～b7: 插槽No.(0～11:插槽No.)

• b8～b15: 基板No.(0: 主基板，1～7: 擴展基板1級～7級，8: 超過7級)

■SD84: 電源No.、CPU No.

• b0～b7: 電源No.(1: 電源模組1，2: 電源模組2)

• b8～b15: CPU No.(1: 1號機，2: 2號機)

■SD85: 網路No.

■SD86: 站號

1～120

(6)次數資訊

無指定的情況下，在各SD中設置0。

■SD81: 指定有無

• b0: 次數(設置值)

• b1: 次數(實測值)

■SD82: 次數(設置值)(L)

■SD83: 次數(設置值)(H)

■SD84: 次數(實測值)(L)

■SD85: 次數(實測值)(H)

(7)時間資訊

無指定的情況下，在各SD中設置0。

■SD91: 指定有無

• b0: 時間(設置值)(ms)

• b1: 時間(設置值)(s)
• b2: 時間(實測值)(ms)

• b3: 時間(實測值)(s)
■SD92: 時間(設置值)(ms)

■SD93: 時間(設置值)(s)
■SD94: 時間(實測值)(ms)

■SD95: 時間(實測值)(s)
(24)故障資訊

故障資訊變為系統資訊。

(27)系統切換資訊

■SD81: 指定有無

• b0: 系統切換原因

• b2: 禁止系統切換原因

■SD82: 系統切換原因

• 1: 電源OFF、復位或硬體異常

• 2: 中度異常或重度異常

• 3: 資料連結異常導致的系統切換

• 16: 主站冗餘系統的系統切換

• 17: 通過工程工具的系統切換請求

■SD83: 系統切換陳述式自變數

■SD84: 禁止系統切換原因

• 1: 禁止與待機系統通信(待機系統為復位中、未安裝等)

• 2: 通信時間溢出

• 3: 待機系統為中度異常或重度異常

• 4: 兩個系統的動作不相同

• 5: 從控制系統至待機系統的記憶體復製中

• 7: 待機系統中檢測出資料連結異常

• 8: 系統切換執行中

• 9: 線上模組更換中

S(發生出錯時)

SD112 詳細資訊2 資

訊區分

詳細資訊2 資

訊區分代碼

儲存詳細資訊2的資訊區分代碼。

b0～b7: 資訊區分代碼

• 0: 無
• 2: 驅動器No.、檔案名

• 4: 參數資訊

• 5: 系統組態資訊

b8～b15: 未使用(固定為0)

S(發生出錯時)

編號 名稱 內容 詳細內容 設置方(設置時間)
6
附錄

附4  特殊暫存器(SD)一覽



附

SD113～

SD143

詳細資訊2 詳細資訊2 • 儲存‘ 新自診斷出錯代碼’(SD0)對應的詳細資訊2。

• 儲存的資訊有以下4種類型。

• 通過‘詳細資訊2 資訊區分’(SD112)可以判定詳細資訊2的類型。(‘詳細資訊2 

資訊區分’(SD112)中儲存的“詳細資訊2 資訊區分代碼”的值對應於下述所示的

(2)、(4)、(5))

(2)驅動器No.、檔案名

■SD113: 指定有無

• b0: 驅動器No.

• b1: 檔案名

■SD114: 驅動器No.

■SD115(第1個字元)～SD122(第8個字元): 檔案名(從Unicode字元串起始開始8個字

元)

(4)參數資訊

■SD113: 指定有無

• b0: 參數類型

• b1: 參數儲存目標

• b2: I/O No.
• b3: 參數No.

• b4: 網路No.

• b5: 站號

• b6: 系統資訊

■SD114: 參數類型、參數儲存目標

• b0～b7: 參數類型(1: 系統參數，2: CPU參數，3: 模組參數，4: 模組擴展參數)

• b8～b15: 參數儲存目標(4: 資料記憶體)

■SD115: I/O No.

無分配的情況下置為FFFFH。

■SD116: 參數No.

■SD117: 網路No.

■SD118: 站號

1～120

■SD119～SD129: 系統資訊

(5)系統組態資訊

■SD113: 指定有無

• b0: I/O No.
• b1: 插槽No.

• b2: 基板No.

• b3: 電源No.

• b4: CPU No.
• b5: 網路No.

• b6: 站號

■SD114: I/O No.

■SD115: 插槽No.、基板No.

• b0～b7: 插槽No.(0～11:插槽No.)

• b8～b15: 基板No.(0:主基板，1～7:擴展基板1級～7級，8:超過7級)

■SD116: 電源No.、CPU No.

• b0～b7: 電源No.(1: 電源模組1，2: 電源模組2)

• b8～b15: CPU No.(1: 1號機，2: 2號機)

■SD117: 網路No.

■SD118: 站號

1～120

S(發生出錯時)

編號 名稱 內容 詳細內容 設置方(設置時間)
附錄

附4  特殊暫存器(SD)一覽 147



14
電源冗餘系統

電源冗餘系統相關的特殊暫存器如下所示。儲存電源冗餘系統的資訊。

不使用電源冗餘用基板的情況下，全部將變為OFF。

編號 名稱 內容 詳細內容 設置方(設置時間)

SD150 電源OFF/電源電壓

過低檢測狀態

電源OFF/電源電壓

過低檢測狀態

0: 電源ON/電源電壓

正常

1: 電源OFF/檢測出

電源電壓過低/電源

模組未安裝

• 以下述位元模式儲存檢測出電源為OFF、電源電壓過低(瞬間掉電除外)

的電源模組或電源模組未安裝的狀態。

• 主基板不是電源冗餘用主基板的情況下，變為0。

■電源模組1的電源OFF或電源電壓過低檢測狀態

b0: 主基板

b1: 擴展基板第1級

b2: 擴展基板第2級



b7: 擴展基板第7級

■電源模組2的電源OFF或電源電壓過低檢測狀態

b8: 主基板

b9: 擴展基板第1級

b10: 擴展基板第2級



b15: 擴展基板第7級

S(狀態變化)

SD151 電源故障檢測狀態 電源故障檢測狀態

0: 無故障的電源模

組/電源OFF/電源模

組未安裝

1: 有故障的電源模

組

• 以下述位元模式儲存電源模組的故障的檢測狀況。

• 電源OFF或電源模組未安裝的相應位將置為OFF。

• 主基板不是電源冗餘用主基板的情況下，變為0。

■電源模組1的電源故障檢測狀態

b0: 主基板

b1: 擴展基板第1級

b2: 擴展基板第2級



b7: 擴展基板第7級

■電源模組2的電源故障檢測狀態

b8: 主基板

b9: 擴展基板第1級

b10: 擴展基板第2級



b15: 擴展基板第7級

S(狀態變化)

SD152 瞬間掉電檢測次數

(電源1)

電源1的瞬間掉電檢

測次數

• 對瞬間掉電的次數進行計數。

• 對安裝在主基板上的電源模組的狀態進行監視並計數。

• 在遠端起始模組啟動時兩個電源模組的計數器被清零。

• 一側電源模組為OFF時，OFF後的電源模組對應的計數器被清零。

• 每檢測出1次各電源的瞬間掉電時將+1。計數時重覆0655350。

• 主基板不是電源冗餘用主基板的情況下，變為0。

S(狀態變化)

SD153 瞬間掉電檢測次數

(電源2)

電源2的瞬間掉電檢

測次數

S(狀態變化)

SD154 電源模組識別禁止

狀態

電源模組識別禁止

狀態

0: 無不能識別的電

源模組/電源OFF/電

源模組未安裝

1: 有不能識別的電

源模組

• 存在有不能識別的電源模組的情況下，以下述位元模式進行儲存。

• 電源OFF或電源模組未安裝的相應位將置為OFF。

• 主基板不是電源冗餘用主基板的情況下，變為0。

■電源模組1的電源模組識別禁止狀態

b0: 主基板

b1: 擴展基板第1級

b2: 擴展基板第2級



b7: 擴展基板第7級

■電源模組2的電源模組識別禁止狀態

b8: 主基板

b9: 擴展基板第1級

b10: 擴展基板第2級



b15: 擴展基板第7級

S(狀態變化)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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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資訊

系統資訊相關的特殊暫存器如下所示。

編號 名稱 內容 詳細內容 設置方(設置時間)

SD200 開關狀態 遠端起始模組開關

狀態

按以下方式儲存遠端起始模組的開關狀態。

0: RUN

1: STOP

S(開關變化時)

SD201 LED狀態 遠端起始模組 LED狀

態

按下述的位元模式儲存遠端起始模組的LED處於以下的何種狀態。0表示熄

燈，1表示亮燈，2表示閃爍。

b0、b1: RUN

b2、b3: ERR

b4、b5: BUS RUN

b6、b7: D LINK

b8、b9: CTRL

b10、b11: SD/RD

b12、b13: SBY

b14、b15: L ERR

S(狀態變化)

SD203 遠端起始模組動作

狀態

遠端起始模組動作

狀態

按以下方式儲存遠端起始模組的動作狀態。

0: RUN

2: STOP

S(常時)

SD228 冗餘系統資訊 遠端起始模組個數 儲存構成冗餘系統的遠端起始模組的個數。

1: 不冗餘的系統

2: 冗餘系統

S(初始)

SD229 遠端起始模組號機

編號

儲存冗餘系統組態時本號機的號機編號。 S(初始)

SD230 1號機動作狀態 儲存各號機的動作資訊。(儲存‘冗餘系統資訊’(SD228)中所示的遠端起

始模組個數的資訊)

b0～b3: 動作狀態

• 0: RUN
• 2: STOP
• 4: 初始化

• FH: 復位

b4、b5: 分類

• 0: 正常

• 1: 輕度異常

• 2: 中度異常

• 3: 重度異常

b6: 空餘

b7: 停止型出錯標誌

• 0: 無停止型出錯

• 1: 有停止型出錯

b8～b14: 空餘

b15: 安裝有無

• 0: 無安裝

• 1: 有安裝

S(END處理時/出錯發生時)

SD231 2號機動作狀態

SD241 擴展級數 0: 僅主基板

1～7: 擴展級數

儲存實際安裝的擴展基板的 大級數。 S(初始)

SD242 Q系列模組安裝可否

判別

基板類型的判別

0: 禁止安裝Q系列模

組(不存在可安裝Q

系列模組的基板)

1: 可以安裝Q系列模

組(存在可安裝Q系

列模組的基板)

判別Q系列模組的安裝可否。未安裝的情況下，固定為0。

b0: 主基板(固定為0)

b1: 擴展基板1級(可以安裝Q系列)

b2: 擴展基板2級(可以安裝Q系列)



b7: 擴展基板7級(可以安裝Q系列)

b8～b15: 固定為0

S(初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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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243 基板插槽個數 基板插槽個數 儲存位於“系統參數”畫面的[I/O分配設置]選項卡的“基板/電源/擴展

電纜設置”中設置的基板的插槽個數。未設置基板的插槽個數的情況下，

儲存實際安裝的基板的插槽個數。

■SD243

b0～b3: 主基板

b4～b7: 擴展1

b8～b11: 擴展2

b12～b15: 擴展3

■SD244

b0～b3: 擴展4

b4～b7: 擴展5

b8～b11: 擴展6

b12～b15: 擴展7

S(初始)

SD244

SD250 實際安裝 大I/O 實際安裝 大I/O編

號

儲存將實際安裝的模組的 終輸入輸出編號+1用16相除後的值。

例1: 終輸入輸出編號010FH

• SD250=0011H
例2: 終輸入輸出編號0FFFH

• SD250=0100H

S(初始)

SD260 位軟元件分配點數 X分配點數(L) 以32位儲存軟元件X的點數。

固定為12288點。

S(初始)

SD261 X分配點數(H)

SD262 Y分配點數(L) 以32位儲存軟元件Y的點數。

固定為12288點。

S(初始)

SD263 Y分配點數(H)

SD264 M分配點數(L) 以32位儲存軟元件M的點數。

固定為0點。

S(初始)

SD265 M分配點數(H)

SD266 B分配點數(L) 以32位儲存軟元件B的點數。

固定為0點。

S(初始)

SD267 B分配點數(H)

SD268 SB分配點數(L) 以32位儲存軟元件SB的點數。

固定為8192點。

S(初始)

SD269 SB分配點數(H)

SD270 F分配點數(L) 以32位儲存軟元件F的點數。

固定為0點。

S(初始)

SD271 F分配點數(H)

SD272 V分配點數(L) 以32位儲存軟元件V的點數。

固定為0點。

S(初始)

SD273 V分配點數(H)

SD274 L分配點數(L) 以32位儲存軟元件L的點數。

固定為0點。

S(初始)

SD275 L分配點數(H)

SD276 S分配點數(L) 以32位儲存軟元件S的點數。

固定為0點。

S(初始)

SD277 S分配點數(H)

SD280 字軟元件分配點數 D分配點數(L) 以32位儲存軟元件D的點數。

固定為0點。

S(初始)

SD281 D分配點數(H)

SD282 W分配點數(L) 以32位儲存軟元件W的點數。

固定為8192點。

S(初始)

SD283 W分配點數(H)

SD284 SW分配點數(L) 以32位儲存軟元件SW的點數。

固定為8192點。

S(初始)

SD285 SW分配點數(H)

SD288 計時器系統軟元件

分配點數

T分配點數(L) 以32位儲存軟元件T的點數。

固定為0點。

S(初始)

SD289 T分配點數(H)

SD290 ST分配點數(L) 以32位儲存軟元件ST的點數。

固定為0點。

S(初始)

SD291 ST分配點數(H)

SD292 C分配點數(L) 以32位儲存軟元件C的點數。

固定為0點。

S(初始)

SD293 C分配點數(H)

SD294 LT分配點數(L) 以32位儲存軟元件LT的點數。

固定為0點。

S(初始)

SD295 LT分配點數(H)

SD296 LST分配點數(L) 以32位儲存軟元件LST的點數。

固定為0點。

S(初始)

SD297 LST分配點數(H)

SD298 LC分配點數(L) 以32位儲存軟元件LC的點數。

固定為0點。

S(初始)

SD299 LC分配點數(H)

SD300 變址暫存器分配點數 Z分配點數 儲存軟元件Z的點數。

固定為0點。

S(初始)

編號 名稱 內容 詳細內容 設置方(設置時間)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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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恒定週期功能資訊

恒定週期功能資訊相關的特殊暫存器如下所示。

*1 遠端起始模組的掃描時間表示I/O重新整理及智慧功能模組(包括網路模組)的重新整理間隔。

SD302 長變址暫存器分配

點數

LZ分配點數 儲存軟元件LZ的點數。

固定為0點。

S(初始)

SD306 檔案暫存器分配點

數

ZR分配點數(L) 以32位儲存軟元件ZR的點數。

固定為0點。

S(初始)

SD307 ZR分配點數(H)

SD308 重新整理軟元件分

配點數

RD分配點數(L) 以32位儲存軟元件RD的點數。

固定為12288點。

S(初始)

SD309 RD分配點數(H)

編號 名稱 內容 詳細內容 設置方(設置時間)

SD480 模組間同步週期溢出發生次

數

0: 未發生週期溢出

1～65535: 累計次數

儲存模組間同步時進行的I/O重新整理及智慧功能模組

的重新整理、軟元件間傳送在模組間同步週期以內未完

成的次數。超出了65535的情況下將返回為0，再次進行

計數。

S(狀態變化)

SD520 當前掃描時間*1 當前掃描時間(ms單位) • 當前掃描時間被儲存到‘當前掃描時間’(SD520)、

‘當前掃描時間’(SD521)中。(計測以1s單位進行)

‘當前掃描時間’(SD520): 儲存ms的位(儲存範圍: 0

～65535)

‘當前掃描時間’(SD521): 儲存 s的位(儲存範圍: 0

～999)

(例)當前掃描時間為23.6ms的情況下，按以下方式儲

存。

SD520=23

SD521=600

• STOPRUN時將被清零。

S(常時)

SD521 當前掃描時間(s單位)

SD522 小掃描時間*1 小掃描時間(ms單位) • 掃描時間的 小值被儲存到‘ 小掃描時間’

(SD522)、‘ 小掃描時間’(SD523)中。(計測以1s
單位進行)

‘ 小掃描時間’(SD522): 儲存ms的位(儲存範圍: 0

～65535)

‘ 小掃描時間’(SD523):儲存 s的位(儲存範圍: 0

～999)

• STOPRUN時將被清零。

S(常時)

SD523 小掃描時間(s單位)

SD524 大掃描時間*1 大掃描時間(ms單位) • 掃描時間的 大值被儲存到‘ 大掃描時間’

(SD524)、‘ 大掃描時間’(SD525)中。(計測以1s
單位進行)

‘ 大掃描時間’(SD524): 儲存ms的位(儲存範圍: 0

～65535)

‘ 大掃描時間’(SD525):儲存 s的位(儲存範圍: 0

～999)

• STOPRUN時將被清零。

S(常時)

SD525 大掃描時間(s單位)

編號 名稱 內容 詳細內容 設置方(設置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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驅動器資訊

驅動器資訊相關的特殊暫存器如下所示。

*1 進行電源OFFON、復位的情況下也儲存“100”。(這是由於在電源OFFON、復位的時機事件履歷將被儲存，進行至資料記憶體的寫入

的緣故。)

編號 名稱 內容 詳細內容 設置方(設置時間)

SD620 資料記憶體(驅動器4)使用狀

況

資料記憶體(驅動器4)使用狀

況

以下述位元模式儲存資料記憶體的使用狀況。(ON時使

用中)

b0: 事件履歷

b1: 未使用

b2: 標籤通信用資料

b3～b15: 未使用

S(狀態變化)

SD622 資料記憶體(驅動器4)容量 資料記憶體(驅動器4)容量: 

低位(K位元組單位)

以1K位元組單位儲存資料記憶體的容量。

(儲存格式化後的空餘容量)

S(初始)

SD623 資料記憶體(驅動器4)容量: 

高位(K位元組單位)

以1K位元組單位儲存資料記憶體的容量。

(儲存格式化後的空餘容量)

S(初始)

SD633 資料記憶體寫入(傳送)狀況 寫入(傳送)狀況顯示

(百分比)

以百分比顯示至資料記憶體的寫入(傳送)狀況。(0～

100%)初始值為“0”，寫入完成時變為“100”，在有

寫入指示的時刻設置“0”。*1

S(寫入時)

SD634 資料記憶體寫入次數指標 當前為止的寫入次數指標 • 顯示當前為止至資料記憶體的寫入操作次數的指標

值。(以32位的BIN代碼儲存)但是，不變為寫入次數=

指標值。

• 指標值超出10萬次時將變為出錯狀態。(即使指標值

超出10萬次也進行計數)超出10萬次時需要更換遠端

起始模組。

S(寫入時)

SD635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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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線上模組更換

線上模組更換相關的特殊暫存器如下所示。

編號 名稱 內容 詳細內容 設置方(設置時間)

SD1600 模組選擇指定(基板No.) 線上模組更換指定模組安

裝基板No.

指定安裝了線上模組更換物件的模組的基板No.。

0: 主基板

1: 擴展基板1



7: 擴展基板7

FFFFH: 未指定(默認)

線上模組更換完成的時刻將變為FFFFH(未指定)。關於直接更

換，在拔出了模組的時刻系統將儲存物件的基板No.。

S(狀態變化)/U(請求時)

SD1601 模組選擇指定(插槽No.) 線上模組更換指定模組安

裝插槽No.

指定安裝了線上模組更換物件的模組的插槽No.。

0: 插槽No.0

1: 插槽No.1



11: 插槽No.11

FFFFH: 未指定(默認)

線上模組更換完成的時刻將變為FFFFH(未指定)。關於直接更

換，在拔出了模組的時刻系統將儲存物件的插槽No.。

S(狀態變化)/U(請求時)

SD1602 線上模組更換中模組I/O 

No.

線上模組更換中模組I/O 

No.

顯示安裝了線上模組更換中的模組的I/O No.16。
FFFFH以外: I/O No.16
FFFFH: 未指定(默認)

線上模組更換完成的時刻將變為FFFFH(未指定)。

S(狀態變化)

SD1617 線上模組更換中狀態 線上模組更換中的狀態 顯示線上模組更換的狀態。

0: 通常動作中

1: 模組選擇中

2: 模組選擇完成

3: 模組拔出準備中

4: 模組拔出準備完成

5: 模組拔出完成

6: 模組再安裝完成

7: 模組再識別中

8: 模組再識別完成

9: 模組控制重啟中

線上模組更換完成的時刻將變為0(通常動作中)。

S(狀態變化)

SD1618 線上模組更換出錯原因 0: 正常動作

0以外: 出錯原因

儲存線上模組更換中時發生了異常時的出錯原因。出錯時的儲

存值，請參閱下述手冊的出錯代碼一覽。

• MELSEC iQ-R CPU模組用戶手冊(應用篇)

消除出錯原因後，在執行了線上模組更換相關的請求的時刻，

本暫存器被清零。

但是，模組選擇中發生了出錯的情況下將無法清零，因此再次

執行模組選擇之前應進行清零。

S(狀態變化)/U(請求時)

SD1619 線上模組更換中禁止請求

出錯原因

0: 正常動作0以外: 出錯

原因

儲存執行了線上模組更換中被禁止的請求時的出錯原因。消除

出錯原因後，在執行了線上模組更換相關的請求的時刻被清

零。

出錯時的儲存值，請參閱下述手冊的出錯代碼一覽。

MELSEC iQ-R CPU模組用戶手冊(應用篇)

S(狀態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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冗餘功能

冗餘功能相關的特殊暫存器如下所示。

: 可以設置: 禁止設置

編號 名稱 內容 詳細內容 設置方(設置時間) 有效系統

控制系統 待機系統

SD1643 系統切換原因 本系統中發生的系

統切換原因

儲存本系統中發生的系統切換原因。由於禁

止系統切換原因導致無法切換系統時，也將

系統切換原因儲存到本暫存器中。

電源OFFON或復位解除時通過0進行初始化。

0: 初始值(系統切換一次也未發生)

1: 復位、遠端起始模組的硬體異常

2: 中度異常或重度異常

3: 資料連結異常導致的系統切換

16: 跟蹤冗餘線路的主站的系統切換

17: 來自於工程工具的系統切換請求

通過控制系統的復位進行了系統切換時，新

待機系統的‘系統切換原因’(SD1643)中不

儲存1。

S(系統切換時)  

SD1644 禁止系統切換原因 禁止系統切換原因

編號

通過系統切換原因的發生進行系統切換時，

不能系統切換的原因將被儲存到當前的控制

系統的本暫存器中。

0: 正常切換完成(默認)

1: 禁止與待機系統通信(待機系統為復位中、

未安裝等)

2: 通信時間溢出

3: 待機系統為中度異常或重度異常發生

4: 兩個系統的動作不相同

5: 從控制系統至待機系統的記憶體復製中

7: 待機系統中檢測出資料連結異常

8: 系統切換執行中

9: 線上模組更換中

• 本系統電源ON時通過0進行初始化。

• 系統切換正常完成時儲存0。

S(系統切換時)  

SD1648 其它系統監視異常原

因

其它系統監視異常

原因

與其它系統的通信中有異常的情況下，下述

相應位將變為ON。以後，出錯解除時將變為

OFF。

各位中0表示OFF，1表示ON。

b0: 固定為0

b1: 其它系統中發生復位、硬體異常

b2: 其它系統中發生中度異常或重度異常

b3～b14: 固定為0

b15: 禁止與其它系統通信

• b1、b2、b15之中，某1個變為ON時，其它

將全部變為OFF。

• 其它系統中發生復位、硬體異常的情況下，

根據時機b15有可能變為ON。

S(每次END/系統切換時)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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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1649 系統切換原因(系統

切換正常完成時)

進行了系統切換的

原因(系統切換正常

完成時)

儲存系統切換的原因。

• 在系統切換時兩個系統的‘系統切換原因

(系統切換正常完成時)’(SD1649)中將儲

存系統切換原因。

• 電源OFFON或復位解除時通過0進行初始

化。

• 本暫存器中儲存的值如下所示。

0: 初始值(系統切換一次也未發生)

1: 復位、遠端起始模組的硬體異常

2: 中度異常或重度異常發生

3: 資料連結異常導致的系統切換

16: 跟蹤冗餘線路的主站的系統切換

17: 來自於工程工具的系統切換請求

通過控制系統的復位進行了系統切換時，新

待機系統的‘系統切換原因(系統切換正常完

成時)’(SD1649)中不儲存1。

S(系統切換時)  

SD1654 記憶體復製完成狀態 記憶體復製完成狀

態

儲存記憶體復製的狀態。

儲存了0以外的值的情況下，表示記憶體復製

異常完成或記憶體復製執行禁止。

0: 正常完成

4241H: 待機系統的電源OFF

4247H: 記憶體復製實施中

4248H: 不支持的復製目標I/ONo.

S(狀態變化)  

SD1681 新自診斷出錯代碼

(其它系統)

新自診斷出錯代

碼(其它系統)

• 以16進制數儲存其它系統中發生的出錯的

出錯代碼。

• 反映其它系統的‘ 新自診斷出錯代碼’

(SD0)。

S(每次END)  

SD1682～

SD1688

新自診斷出錯發生

時間(其它系統)

新自診斷出錯發

生時間(其它系統)

• 儲存其它系統中發生的出錯的發生時間。

• 資料的構成與‘ 新自診斷出錯發生時間’

(SD1)～‘ 新自診斷出錯發生時間’

(SD7)相同。

• 反映其它系統的‘ 新自診斷出錯發生時

間’(SD1)～‘ 新自診斷出錯發生時間’

(SD7)。

S(每次END)  

SD1689 詳細資訊1 資訊區分

(其它系統)

資訊區分代碼1

(其它系統)

• 儲存其它系統中發生的出錯的詳細資訊1的

區分代碼。

• 資料的構成與‘詳細資訊1資訊區分’

(SD80)相同。

• 反映其它系統的‘詳細資訊1資訊區分’

(SD80)。

S(每次END)  

SD1690～

SD1720

詳細資訊1

(其它系統)

詳細資訊1

(其它系統)

• 儲存其它系統中發生的出錯的詳細資訊1。

• 資料的構成與‘詳細資訊1’(SD81～

SD111)相同。

• 反映其它系統的‘詳細資訊1’(SD81～

SD111)。

S(每次END)  

SD1721 詳細資訊2 資訊區分

(其它系統)

資訊區分代碼2

(其它系統)

• 儲存其它系統中發生的出錯的詳細資訊2的

區分代碼。

• 資料的構成與‘詳細資訊2 資訊區分’

(SD112)相同。

• 反映其它系統的‘詳細資訊2 資訊區分’

(SD112)。

S(每次END)  

SD1722～

SD1752

詳細資訊2

(其它系統)

詳細資訊2

(其它系統)

• 儲存其它系統中發生的出錯的詳細資訊2。

• 資料的構成與‘詳細資訊2’(SD113～

SD143)相同。

• 反映其它系統的‘詳細資訊2’(SD113～

SD143)。

S(每次END)  

編號 名稱 內容 詳細內容 設置方(設置時間) 有效系統

控制系統 待機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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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5  存取碼、屬性代碼

附5 存取碼、屬性代碼
使用主站·本地站模組的RIRD陳述式或RIWT陳述式，訪問遠端起始模組時設置的存取碼及屬性代碼如下所示。

*1 上述以外的軟元件不能訪問。對位軟元件進行訪問的情況下，應以0或16的倍數指定點數。

軟元件內容*1 名稱 軟元件類型 單位 存取碼 屬性代碼

位 字

輸入 X   16進制 01H 05H

輸出 Y   16進制 02H

連結暫存器 W   16進制 24H

連結特殊繼電器 SB   16進制 63H

連結特殊暫存器 SW   16進制 64H

特殊繼電器 SM   10進制 43H

特殊暫存器 SD   10進制 44H



附

附6 處理時間

傳送延遲時間的計算中使用的處理時間
以下對遠端起始模組的處理時間有關內容進行說明。

對CC-Link IE現場網路的處理時間進行計算時，應對設備站的處理時間與遠端起始模組的處理時間進行加法運

算。

關於CC-Link IE現場網路的處理時間有關內容，請參閱下述手冊。

使用的主站·本地站模組的用戶手冊

循環傳送的傳送延遲時間

用於對循環傳送的傳送延遲時間進行計算而使用的處理時間的計算公式如下所示。*1

*1 計算公式的各變數的意義如下所示。

上述的計算公式是，RX/RY點數與遠端起始模組中安裝的模組的實際輸入輸出點數相同，且進行了與RWw/RWr點數相同點數的重

新整理時的平均值。

安全通信中繼的傳送延遲時間

安全通信中繼的傳送延遲時間中包括的智慧設備站(安全站)的輸入輸出處理時間的計算公式如下所示。*1

*1 計算公式的各變數的意義如下所示。

條件 輸入 輸出

通常值 Rio=0.5(Z+1)LS+X+Y Rio=0.5ZLS+X+Y

大值 Rio=(Z+1)LS+X+Y Rio=ZLS+X+Y

變數 意義

Rio 處理時間[s]

X (RX/RY點數)0.026+(RWw/RWr點數)0.255+620+Ka[s]
• RX/RY點數: 主站的網路組態設置中分配到遠端起始模組中的RX/RY設置的點數

• RWw/RWr點數: 主站的網路組態設置中分配到遠端起始模組中的RWw/RWr設置的點數

• Ka: 90進行重新整理設置的安裝模組的個數

Y 安裝模組的回應時間[s](使用的各模組的手冊)

Z (XLS)的小數點以後舍去的值[s]

LS 連結掃描時間[s]

條件 輸入 輸出

通常 SRi=0.5(Z+1)LS+Ys SRo=0.5ZLS+Ys

大 SRi=(Z+1)LS+Ys SRo=ZLS+Ys

變數 意義

SRi 輸入回應時間[s]

SRo 輸出回應時間[s]

Ys 安裝模組的安全輸入輸出回應時間[s](使用的各模組的手冊)

Z (XLS)的小數點以後舍去的值[s]

LS 連結掃描時間[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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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用陳述式的傳送延遲時間

用於對專用陳述式的傳送延遲時間進行計算而使用的處理時間的計算公式如下所示。*1*2

*1 是主站中通信模式為“標準”的情況下。

*2 計算公式的各變數的意義如下所示。

上述的計算公式是，RX/RY點數與遠端起始模組中安裝的模組的實際輸入輸出點數相同，且進行了與RWw/RWr點數相同點數的重

新整理時的平均值。

條件 計算公式

通常值 Rio=12X

大值 Rio=24X

變數 意義

Rio 處理時間[s]

X (RX/RY點數)0.026+(RWw/RWr點數)0.255+620+Ka[s]
• RX/RY點數: 主站的網路組態設置中分配到遠端起始模組中的RX/RY設置的點數

• RWw/RWr點數: 主站的網路組態設置中分配到遠端起始模組中的RWw/RWr設置的點數

• Ka: 90進行重新整理設置的安裝模組的個數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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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切換時間
遠端起始模組的系統切換時間的計算公式如下所示。*1

*1 計算公式的各變數的意義如下所示。

關於系統切換時的循環資料保持時間有關內容，請參閱下述手冊。

MELSEC iQ-R CC-Link IE現場網路用戶手冊(應用篇)

線路類型 系統切換方法 系統切換原因 計算公式

單個線路 系統切換 復位時或硬體異常 HSW=15.5+(2LS)

中度異常或重度異常發生 HSW=13+(3LS)

資料連結異常 HSW=2106+TC+(3LS)

用戶切換 通過工程工具的系統切換操作 HSW=13+(3LS)

冗餘線路 系統切換 至主站冗餘系統的系統切換的跟蹤 HSW=13+(3LS)

變數 意義

HSW 遠端起始模組的系統切換時間[ms]

LS 連結掃描時間[ms](MELSEC iQ-R CC-Link IE現場網路用戶手冊(應用篇))

TC 主站中設置的系統切換監視時間的設置值[ms](MELSEC iQ-R CC-Link IE現場網路用戶手冊(應用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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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7 功能的添加及更改
遠端起始模組中添加或更改的功能如下所示。

*1 工程工具的“產品資訊一覽”畫面的“固件版本”中顯示8位數的數位的情況下，前2位數為固件版本。

添加/更改內容 固件版本*1

添加安全通信中繼功能 “05”及以後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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