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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 使用前请先熟读本说明书。请在充分理解产品的功能·性能的前提下正确使用。 
 
(2) 本说明书对特殊使用事项也尽量进行了说明，而对于未加以表述的事项，请理解为“不可行”。 
 
(3) 本说明书存在未事先通知便对说明书内容进行更改的情况。另外，对本说明书中的内容表述错误免负责任。 
 
(4) 在对说明书的记载内容进行变更的同时，也会变更封面中的说明书编号的副编号 (*,A,B…)。 
 
 
相关资料一览表 
  请参照我们为您准备的下列资料。 
 
资料名称 

M60/60S系列 规格说明书 (BNP-B2210) 
M60/60S/MELDASMAGIC64 PLC接口说明书 (BNP-B2211) 
MELDAS MDS-C1系列 规格说明书 (BNP-C3000) 
MELDAS MDS-A/B系列 规格说明书 (BNP-B3759) 
MELDAS MDS-B/SVJ2系列 规格说明书 (BNP-B3937) 
MELDAS MDS-B-SPJ2系列 使用规格说明书 (BNP-B2164) 



安全注意事项 

为确保正确使用本产品，在安装、运行、编程、维护·检修之前，请务必熟读由机床制造商发行的规格书、本说明书、相

关说明书，以及附属文件。在使用之前，请务必先熟练掌握本数控装置的全部相关知识、安全信息和注意事项。 

在本说明书中，安全注意事项划分为“危险”、“警告”和“注意”三个等级。 

 

 危险 错误操作可能立即导致使用者死亡或重伤的危险情况。 

 

 注意 

 警告 错误操作可能导致使用者死亡或重伤的危险情况。 

 

错误操作可能导致使用者受伤或财产损失。 

 

 
另外，根据具体状况，甚至“  注意 ”提示也可能导致严重后果，请务必遵守本说明书记载的内容。 
 

  危   险 
 本说明书中无此项内容。 

 

  警   告 
 
 １．防止触电的警告事项 
   请不要用湿手操作开关，否则可能导致触电事故。 
   请不要弯折损坏电缆，施加压力，放置重物，否则可能导致触电事故。 
 

  注   意 
 
１．防干扰的相关事项 
 
 本说明书所示的屏蔽电缆，请一定进行如使用电缆夹等接地处理。 
 配线时，请将信号线同动力线/电力线分开布线。 

（接下页）

 



 

 注   意 (续前页) 
 
 ２．安装的相关事项 
 
  请在非易燃材料上安装控制单元或操作面板。若直接或就近在易燃材料上安装可能会引起火灾。 
  请务必严守安装的方法。 
  请勿安装，运行已经损坏或缺少部件的 NC板。 
  请勿将螺钉、金属屑等导电物质或油等易燃物质混入 NC板内部。 
 
  NC板为精密设备，请注意防止碰摔、强力冲撞。 
 
  请勿将 NC板安装在切削油附着的位置。 
 
 
 ３．连接的相关事项 
 
  请勿接入本说明书所示以外的电压，否则可能导致设备损坏或事故。     
 
  由于不正当的连接会损坏设备，请将电缆连接到指定的插头。 
 
  存在继电器等感应性负载，请务必将二极管与该负载并联，以防止干扰。 
 
  对于指示灯等容量性负载，为了限制浪涌电流，请务必要将保护电阻与该负载串联在一起。  
 
  在通电状态下，请勿插拔、连接各单元间的连接电缆。 
 
  在通电状态下，请勿插拔、连接各线路板。 
 

 

 使用辅助设备 RS－232C时，需注意插头的插拔。 
设备端的 AC电源开关请务必使用双向型开关，请在设备端的 AC电源 OFF的状态下，进行插头的插拔。 

 

ＮＣ装置 デバイス スイッチ A ト

RS232C
Cコンセン

 
 

 
 ４．电池的相关事项 
 
  发出电池电压偏低报警时，请在利用输入输出设备保存程序、刀具数据、参数等后，进行电池更换。 
  
  请勿将电池短路、充电、过热、充电、焚烧或分解。 
 
  使用完的电池，请按照各地方法规废弃处理。 
 

设备 开关NC装置 AC插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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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要 

本说明书集中归纳了MELDAS60/60S系列的安装以及连接时的必要事项。 

请务必在使用前阅读本说明书，在充分理解本产品的功能·性能的基础上正确使用。 

本书已对所有的功能附加状态予以说明，但实际采用的设备不一定已附加全部功能，敬请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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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构成单元一览 

2.2.1 控制单元 

（１） 控制单元 

型号名称 功能 构成要素 详情 
FCU6-MU011 M64 控制单元一体式 

FCA64A-B，FCA64-B系统对应单元 
主控制卡（HR113） 

24V输入电源卡（HR083） 
通信卡（HR531） 

一体式 

输出贸易管理规定及外汇令 
非适用单元 

FCU6-MU015 M64 控制单元一体式 
FCA64-P（光）系统对应单元 

主控制卡（HR113） 
24V输入电源卡（HR083） 

通信卡（HR541） 
一体式 

输出贸易管理规定及外汇令 
非适用单元 

FCU6-MU021 M65 控制单元一体式 
FCA65-A，FCA65-P1系统对应单元 

主控制卡（HR114） 
24V输入电源可（HR083） 

通信可（HR171） 
一体式 

输出贸易管理规定及外汇令 
非适用单元 

FCU6-MU023 M65 控制单元一体式 
FCA65-P1（光）系统对应单元 
FCA65V-P1（光）系统对应单元 

主控制卡（HR114） 
24V输入电源卡（HR083） 

通信卡（HR541） 
一体式 

输出贸易管理规定及外汇令 
非适用单元 
无高速程序服务器功能时使用 
具备服务器功能时使用 FCU6-MA031 

FCU6-MU032 M64AS/64S/65S 控制单元单套 
FCA64AS/64S/65S系统对应单元 

主控制卡（HR116） 
24V输入电源卡（HR083） 

通信卡（HR171） 
一体式 

输出贸易管理规定及外汇令 
非适用单元 
M64AS和 FCU6-HR410配套使用 
M64S和 FCU6-HR411配套使用 
M65S和 FCU6-HR415配套使用 

FCU6-MA031 M66/M66S 控制单元一体式 
FCA66-A/FCA66S系统对应单元 

主控制卡（HR146） 
24V输入电源卡（HR083） 

通信卡（HR171） 
一体式 

输出贸易管理规定及外汇令 
适用单元 
M66S和 FCU6-HR415配套使用 

 
 
 
（２） 控制单元选件 

型号名称 功能 构成要素 详情 
HR513 外部 PLC链接Ⅱ（BUS连接 接口） 

实际安装在控制单元内的扩展 SLOT 
 控制卡（HR513） M60/60S系列专用 

MELSEC可连接型号名称 
A1S，A□N，A□A，A□U系列 

HR571 外部 PLC链接 I（M-NET 接口） 
实际安装在控制单元内的扩展 SLOT 

 控制卡（HR571） M60系列专用 
MELSEC可连接型号名称 

AJ71C22单元（串行链接） 
①高速程序服务器 FCU6-EP203-1 

②数据输入输出 Ethernet通信 
IC卡  

IC卡用控制卡（HR831） 
Ethernet用通信卡（HR832） 
 连接电缆 

MELDAS64① S/65/65S/66/66S(M系统)专用 
M60S② 系列专用 

ATA内存卡 接口＋Ethernet 接口 

HR576 CC-Link卡  控制卡（HR576） M60S系列专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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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通信终端 

型号名称 功能 构成要素 详情 
FCU6-DUT32 10.4型黑白 LCD单元 

(分离型) 
10.4型 LCD、框架 
控制卡(RX215) 

与 FCUA-KB20配套使用 
控制卡 DC24V输入 

FCU6-DUN22 8.4型彩色 LCD单元 
(分离型) 

8.4型 LCD、框架 
控制卡(HR213) 

与 FCU6-KB022配套使用 
控制卡 DC24V输入 

FCU6-DUN33 10.4型彩色 LCD单元 
(分离型) 

10.4型 LCD、框架 
控制卡(RX215) 

与 FCUA-KB20配套使用 
控制卡 DC24V输入 

FCUA-LD100 7.2型黑白 LCD 液晶 
(一体型) 

7.2型 LCD、框架、 
控制卡(RX213)、按键开关 

控制卡 DC24V输入 

FCUA-LD10 7.2型黑白 LCD单元 
(分离型) 

7.2型 LCD、框架 
控制卡(RX213) 

与 FCUA-KB20配套使用 
控制卡 DC24V输入 

FCUA-EL10 9.5型 EL单元 
(分离型) 

9.5型 EL、框架 与 FCUA-KB10/KB12配套使用 
控制卡 EL共通 DC24V输入 

FCUA-CT100 9型黑白 CRT+通信终端 
(一体型、加工中心系统) 

9型黑白 CRT、框架 
控制卡(RX211)、按键开关 

控制卡 DC24V输入 
CRT部 AC100V输入 

FCUA-CT120 9型黑白 CRT+通信终端 
(一体型、车床系统) 

9型黑白 CRT、框架 
控制卡(RX211)、按键开关 

控制卡 DC24V输入 
CRT部 AC100V输入 

FCUA-CR10 9型黑白 CRT通信终端 
(分离型) 

9型黑白 CRT、框架 与 FCUA-KB10/KB12配套使用 
控制卡 DC24V输入 
CRT部 AC100V输入 

FCUA-KB12 通信终端 
(分离型/车床系统) 

按键开关 
控制卡 

与 FCUA-EL10 或 FCUA-CR10 
配套使用 

FCUA-KB10 通信终端 
(分离型/加工中心系统) 

按键开关 
控制卡 

与 FCUA-EL10或 FCUA-CR10 
配套使用 

FCUA-KB20 通信终端 
(分离型/加工中心系统） 

按键开关 与 FCU6-DUT32/DUN33或 FCUA-LD10 
配套使用 

FCU6-KB021 通信终端 
(分离型/加工中心系统） 

按键开关 与 FCU6-DUT32/DUN33 
配套使用。KB20的外形尺寸变更品 

FCU6-KB022 通信终端 
(分离型/加工中心系统） 

按键开关 与 FCU6-DUN22配套使用 

FCUA-KB30 通信终端 
(分离型/车床系统) 

按键开关 与 FCU6-DUT32/DUN33或 FCUA-LD10 
配套使用 

FCU6-KB031 通信终端 
(分离型/车床系统) 

按键开关 与 FCU6-DUT32/DUN33 
配套使用。KB30的外形尺寸变更品 

 
 
2.2.3 基本 I/O单元 

型号名称 功能 构成要素 详情 
FCU6-DX350 漏极输入＋漏极输出 

基本 I/O 单元 
I/O卡(HR325) 
电柜安装用铝面板 
追加 I/O卡(HR211) 

DI/DO输入输出 漏极输入 48点＋漏极输出 48点  
同期进给编码器 接口 1CH，跳跃信号输入 8点 
远程 I/O单元 接口 2CH 
伺服驱动器单元 接口 2系統 
RS-232C机器 1CH、手动脉冲发生器 3CH 

FCU6-DX351 源极输入＋源极输出 
基本 I/O 单元 

I/O卡(HR335) 
电柜安装用铝面板 
追加 I/O卡(HR211) 

DI/DO输入输出 源极输入 48点＋源极输出 48点  
同期进给编码器 接口 1CH，跳跃信号输入 8点 
远程 I/O单元 接口 2CH 
伺服驱动器单元 接口 2系統 
RS-232C机器 1CH、手动脉冲发生器 3CH 

FCU6-DX450 漏极输入＋漏极输出 
基本 I/O 单元 

I/O卡(HR327) 
电柜安装用铝面板 
追加 I/O卡(HR211) 

DI/DO入输出 漏极输入 64点＋漏极输出 64点  
同期进给编码器 接口 1CH，跳跃信号输入 8点 
远程 I/O单元 接口 2CH 
伺服驱动器单元 接口 2系統 
RS-232C机器 1CH、手动脉冲发生器 3CH 

FCU6-DX451 源极输入＋源极输出 
基本 I/O 单元 

I/O卡(HR337) 
电柜安装用铝面板 
追加 I/O卡(HR211) 

DI/DO入输出 源极输入 64点＋源极输出 64点  
同期进给编码器 接口 1CH，跳跃信号输入 8点 
远程 I/O单元 接口 2CH 
伺服驱动器单元 接口 2系統 
RS-232C机器 1CH、手动脉冲发生器 3CH 

FCU6-HR377 源极输入＋200mA源极输出 
基本 I/O 单元 

I/O卡(HR377) 
金属夹加固 

DI/DO入输出 源极输入 64点＋源极输出 64点  
同期进给编码器 接口 1CH，跳跃信号输入 8点 
远程 I/O单元 接口 2CH 
伺服驱动器单元 接口 2系統 
RS-232C机器 1CH、手动脉冲发生器 3CH 

FCU6-HR378 源极输入＋200mA源极输出 
基本 I/O 单元 
广域分离，带输出保险丝 

I/O卡(HR378) 
金属夹加固 

DI/DO入输出 源极输入 64点＋源极输出 64点  
同期进给编码器 接口 1CH，跳跃信号输入 8点 
远程 I/O单元 接口 2CH 
伺服驱动器单元 接口 2系統 
RS-232C机器 1CH、手动脉冲发生器 3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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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 远程 I/O单元 

型号名称 功能 构成要素 详情 
FCUA-DX100 漏极/源极输入＋漏极输出  RX311 DI/DO=32点/32点 
FCUA-DX110 漏极/源极输入＋漏极输出  RX311+RX321-1 DI/DO=64点/48点  

DI/DO=64点/48点 FCUA-DX120 漏极/源极输入＋漏极输出 
+模拟输出 

RX311+RX321 

+模拟输出 1点 

DI/DO=32点/32点 FCUA-DX140 漏极/源极输入＋漏极输出 
+模拟入输出 

RX311+RX341 

+模拟输入 4点＋模拟输出 1点 
FCUA-DX101 漏极/源极输入＋源极输出  RX312 DI/DO=32点/32点 
FCUA-DX111 漏极/源极输入＋源极输出  RX312+RX322-1 DI/DO=64点/48点  

DI/DO=64点/48点 FCUA-DX121 漏极/源极输入＋源极输出 
+模拟输出 

RX312+RX322 

+模拟输出 1点 

DI/DO=32点/32点 FCUA-DX141 漏极/源极输入＋源极输出 
+模拟入输出 

RX312+RX341 

＋模拟输入 4点＋模拟输出 1点 

 
 
2.2.5 扫描 I/O卡 

型号名称 功能 构成要素 详情 
HR357 扫描 I/O（源极） HR357 扫描 DI/DO=64点/64点 DI/DO=32点/32点 
HR347 扫描 I/O（漏极） HR347 扫描 DI/DO=64点/64点 DI/DO=32点/32点 

 
 
2.2.6 扩展 I/O卡 

型号名称 功能 构成要素 详情 
QY231 漏极/源极输入＋源极输出 QY231 漏极/源极输入 64点＋源极输出 48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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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设置 

3.1 一般规格 

(1) 控制装置的环境条件 

单元名称 控制单元 
型号名称 FCU6-MU011/MU015/MU021/MU023/MU032/MA031/MA034 

使用时 0 ～55℃ 周围温度 
保存时 -20～60℃ 
使用时            长期、～75% RH(不凝) 

           短期、～95% RH(不凝) (注 1) 
周围湿度 

保存时 ～75% RH(不凝) 
耐振动 4.9m/s2

以下 (运转时) 
耐冲击 29.4m/s2

以下(运转时) 

一 
般 
规 
格 

使用环境 无腐蚀性气体、尘埃、油雾 
电源电压 DC24V±5%波动 ±5%(P-P) 

 
允许瞬停时间 根据使用的 DC24V电源规格 

电 
源 
规 
格 消耗电流 1.5A 

发热量 20W(标准规格） 
重量 1.1kg 

单元尺寸 参照附录 
(注 1)  短期指 1个月以内 

 
(2) 强电柜内的环境规格 

单元名称 基本 I/O单元 
型号名称 FCU6-DX350/351/450/451 FCU6-HR377/378 

使用时 0 ～55℃ 周围温度 
保存时 -20～60℃ 
使用时            长期、～75% RH(不凝) 

           短期、～95% RH(不凝) (注 1) 
周围湿度 

保存时 ～75% RH(不凝) 
耐振动 4.9m/s2

以下 (运转时) 
耐冲击 29.4m/s2

以下(运转时) 

一

般

规

格 

使用环境 无腐蚀性气体、尘埃、油雾 
DC24V±5% 
脉动 ±5%(P-P) 

电源电压 

 DC5V±5% 

电

源

规

格 消耗电流 24V 1.2A (注 2) 
24V 最大 5.0A (注 3) 

24V 13A(注 3) 
5V 1.0A(作为第 2个电源使用时) 

发热量 最大 30W (注 3) 最大 50W (注 3) 
重量 2kg 

单元尺寸 参照附录 横 195mm×纵 280mm 
(注 1) 短期指 1个月以内 

(注 2) 控制回路消耗部分 

(注 3) 根据机械输入的动作点数和连接机械输出的负载和点数不同而不同。最大为所有点均 ON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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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名称 通信终端 

型号名称 FCUA- 
CT100/120 FCUA-CR10 FCUA-EL10 FCU6-DUN22 FCUA- 

KB10/KB12

FCUA-KB20/30
FCU6-KB021/ 

022/031 

FCUA- 
LD10/100 

FCU6- 
DUT32/DUN33

使用时 0～55℃ 0～50℃ 周围温度 
保存时 －20～65℃ －20～60℃ 
使用时            长期、～75%RH（不凝） 

           短期、～95%RH（不凝）(注 1) 
周围湿度 

保存时 ～75%RH（不凝） 
耐振动 4.9m/s２以下（运转时） 
耐冲击 29.4m/s２以下（运转时） 
使用环境 无腐蚀性气体、尘埃 

一

般

规

格 

电源杂音 1kV ( P - P ) 

单相 AC100V～AC115V
        -15%  +10%

50／60Hz ±5％ 
波动 ±５％（Ｐ－Ｐ）

电源电压 

DC24V±5% ―― 

DC24V±5％ 
波动 ±5％（P－P） 

允许瞬停时间 20ms以下 

电

源

规

格 

消耗电流 100V,0.4A  
24V,0.6A 100V,0.4A 24V,0.9A 24V,0.9A 24V,0.6A ― 24V,0.9A 24V,0.9A

发热量 55W 40W 20W 16W 15W ― 20W 20W 

重量 4.8kg 4.2kg 1.2kg 2.5kg 0.7kg 0.4kg 1.2kg 1.8kg 

单元尺寸 参照附录 
(注 1)  短期是指 1个月以内 

 

 

单元名称 远程Ｉ／Ｏ单元 
型号名称 FCUA-DX10□ FCUA-DX11□ FCUA-DX12□ FCUA-DX14□ 

使用时 0～55℃ 周围温度 
保存时 －20～65℃ 
使用时            长期、～75%RH（不凝） 

           短期、～95%RH（不凝）(注 1) 
周围湿度 

保存时 ～75%RH（不凝） 
耐振动 4.9m/s２以下（运转时） 
耐冲击 29.4m/s２以下（运转时） 
使用环境 无腐蚀性气体、尘埃 

一

般 
规

格 

电源杂音 1kV ( P - P ) 

电源电压 DC 24V±5％  波动 ±5％（P－P） 

允许瞬停时间 ―― 

电

源

规

格 
消耗电流 24V 0.7A（注 2） 24V 1.5A（注 2） 24V 0.7A（注 2） 
发热量 最大 25W（注 3） 最大 30W（注 3） 最大 30W（注 3） 
重量 470g 570g 590g 550g 

单元尺寸 参照附录 
(注 1) 短期指 1个月内 

(注 2) 只有控制回路消耗部分。 

(注 3)  根据机械输入的动作点数和连接机械输出的负载和点数不同而不同。最大为所有点均 ON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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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总系统图 

3.2.1 M64A/M64 

DC24V

DC24V

ベースI/Oユニット

CF31～34

ENC

SKI P
SV1

CF10

HANDLE

CF11 SI O

Ｒ

Ｒ

SH21
(R000)

CR02 CR01 CR05

DC24V

DCI N RI O1 RI O2

ットリモートI /Oユニ

DX1□ □

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ターミナル
CT100/CT120/DUT32/DUN33/LD100/LD10/CR10/
KB10/KB12/KB20/KB021/KB30/KB031

通信终端 

CF11 CF10

EMG
EMG

OT解除スイ ッ チ

U
RA

< ↓

F120

F010F050
SH21

( R000)

ット制御ユニ

機械強電盤

F032

F040/F041

R211

R301

R211

DC24V

F020/F021/F022

ON OFF

MC

MC

R S T ３相ＡＣ２０ ０ Ｖ／ＡＣ２ ３ ０Ｖ
-１ ５％､＋１ ０％

ロテクタ

MC

DC24V

サーキッ トプ

必要時挿入

安定化電源

F070

通信カード
HR531

AUX1

×××
<I

DC24V

操作パネル

または

へ

R-TM

次のリ モ ート I /Oユニ ッ ト

MCリ ン ク B終端抵抗

○

○
○

○
○

○

○

+S
+V

-S
-V

AC
( L
AC
( N

FG

I NPUT

OUTPUT

～

U

FUA64A,FCA64:FCU6-MU011+FCU6-HR412

スキッ プ信号
最大８ 点

機械制御用リ レ ー ／接点

次のリ モ ート I /Oユニ ッ ト へ

手動パル ス発生器
FCUA-HD60

同期送り エ ン コ ー ダ
OSE1024-3-15-68

RS-232C

DC24V

ユニッ ト
DX1□□

機器

MCリ ン ク B終端抵抗
R-TM

リ モート I /O

DCI N RIO1 RIO2

F070

SV2 RI O1 RI O2

F070

F101

HR083
電源

DCI N

AUX2

R211

R211U

ｻー ﾎﾞ ﾄﾞ ﾗｲﾌﾞ ﾕﾆｯﾄへ

U

F070

F070

U

基本 I/O单元 

连接伺服驱动器单元 

远程 I/O单元

远程 I/O单元 

OT解除开关 

控制单元 

稳压电源 

通信卡 电源 

必要时插入 

电路保护器 

操作面板 

MC链接B终端电阻

或 

连接下一远程 I/O单元

机器

手动脉冲发生器

机械强电柜 

同期给进编码器

跳跃信号 
最大 8点 

机械控制用继电器/接点

连接下一远程 I/O单元
MC链接 B终端电阻 

 

 
※＋24V电源电缆 F070也可使用 R220电缆。 

 伺服驱动器单元的通信电缆以及通信终端的通信电缆 SH21也可使用 R000电缆。 



3. 设置 

3.2 总系统图 
 

I-10 

3.2.2 M64AS/M64S/M65/M65S/M66/M66S 
 
 

DC24V CF11 CF10

AUX2AUX1

オ プ ショ ン ス ロ ッ ト
RT2　 RT1

電
HR083

IC ﾞ

源

ｶ ﾄー
制御ユニ ッ ト

通信カード
HR171

SH21( R000)

DC24V

ベースI /Oユニッ ト

CF31～34

ENC

SKI P
SV1

CF10

HANDLE

CF11 SI O

Ｒ

Ｒ

SH21
(R000)

CR02 CR01 CR05

DC24V

DCI N RI O1 RI O2

トリ モー ト I /Oユニ ッ

DX1□□

コミ ュニ ターミ ナルケーショ ン

EMG
EMG

OT解除スイ ッ チ

U
RA

< ↓

F120

F010F050

機械強電盤

F032

F040/F041

R211

R301

R211

DC24V

F020/F021/F022

ON OFF

MC

MC

R S T

ロテク タ

MC

サーキッ トプ

必要時挿入

DC24V

安定化電源

F070

DC24V

×××
<I

操作パネル

または

スキッ プ信号

FCUA-HD60

ダ
OSE1024-3-15-68

RS-232C

R-TM

R-TM

ニッ ト
DX1□ □

最大８ 点

機械制御用リ レ ー ／接点

次のリ モ ート I/Oユニ ッ ト へ

次のリ モ ート I /Oユニ ッ ト へ

手動パルス発生器

同期送り エ ン コ ー

機器

MCリ ン ク B終端抵抗

MCリ ン ク B終端抵抗

リ モート I /Oユ

○

○
○

○
○

○

○

+S
+V

-S
-V

AC
( L
AC
( N

FG

I NPUT

OUTPUT

～

DCI N RI O1 RI O2

U

SV2 RI O1 RI O2

F101

DC24V

DCI N

ｻー ﾎ゙ ﾄﾞ ﾗｲﾌﾞ ﾕﾆｯﾄへ

F070

F070

F070

Et herne
10BaseT
100BaseTX

t通信機器
M65： FCU6-MU021
M64□ S/M65S： FCU6-MU032
M66/M66S： FCU6-MA031

Et hernet
(HR832)

I C ド
(HR831)

R211

R211

F070

CT100/CT120/DUT32/DUN33/LD100/LD10/CR10/DUN22(注1) /
KB10/KB12/KB20/KB021/KB022/KB30/KB031/KB022(注1)

３相ＡＣ２ ００ Ｖ／ＡＣ２３ ０ Ｖ
-１５％､＋１０％

通信终端 

电路保护器 

远程 I/O单元 
操作面板 

カー

U MC链接B终端电阻

或者 

连接下一远程 I/O单元

必要时插入 
卡控制单元

电源 可选插槽   通信机 

U

U

卡

機
能
拡
張
用
カ
セ
ッ
ト
メ
モ
リ

功
能
扩
展
用
内
存
磁
带

 

メ
モ
リ

保
守
用
カ
セ
ッ
ト

维
护
用
内
存
磁
带

 

OT解除开关 

稳压电源 

FCA65 : FCU6-MU021+FCU6-HR412
FCA66 : FCU6-MU021+FCU6-HR412
FCA64AS : FCU6-MU032+FCU6-HR410
FCA64S : FCU6-MU032+FCU6-HR410/FCU6-HR450
FCA65S : FCU6-MU032+FCU6-HR411/FCU6-HR451
FCA66S : FCU6-MA031+FCU6-HR415/FCU6-HR455

(基本構成）（基本构成）通信卡 

基本 I/O单元 
机器

手动脉冲发生器 

机械强电柜

同期给进编码器 

跳跃信号 
最大 8点 

机械控制用继电器/接点
远程 I/O单元 

连接伺服驱动单元 
连接下一远程 I/O单元

MC链接 B终端电阻 
 

 
※＋24V电源电缆 F070也可使用 R220电缆。 

 伺服驱动器单元的通信电缆以及通信终端的通信电缆 SH21也可使用 R000电缆。 

(注 1) FCU6-DUN22及 FCU6-KB022无法使用于M65/M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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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在驱动器中使用 V1/V2/SP时的连接示例 

U

E
W
V

MDS-A-BT-4

3相AC200V～23

(3/4軸用)
MDS-A-BT-2

ｯﾄCN1A CN1B

CN2

SM

ENC

U

E
W
V I M

PLG

CN1A CN1B

ﾄ
MDS-□ -V1/V2-□□

SH21SH21

CN5 L1 L2 L3 E

SH21

CN4

L+
L-
L11
L21
MC1

L+
L-
L11
L21

CN4

注（ １ ）

ｽ ｯﾄ
MDS-□ -SP-□□

注(2)

(2軸用)

ﾊ゙ ｯﾃﾘｰ
ﾕﾆ

ｻー ﾎ゙ ﾄﾞ ﾗｲﾌﾞ ﾕﾆｯ

ｹー ﾌﾞ ﾙｹー ﾌﾞ ﾙ

ｽﾋ゚ ﾝﾄﾞ ﾙﾓー ﾀ

ｹー ﾌﾞ ﾙ

ﾋﾟ ﾝﾄﾞ ﾙﾄﾞ ﾗｲﾌﾞ ﾕﾆ

ﾍ゙ ｽーI Oﾕﾆｯﾄへ接続

ACリ アク トル A/B-AL

ユニ ッ ト

検出器

タ

パワー サプ ラ イ

モータ端

ACサーボモー

R S T

MC

0V

ク タ

×××
<I

サーキ ッ ト プ ロ テ电路保护器 

连接基本 I/O单元 

主轴驱动器单元伺服驱动器单元 (絶対位置検出システム仕様）（绝对位置检测系统规格）

电池单元
 电缆 电缆 电缆

(3/4 轴用)

(2 轴用)
MDS-BTCASE
MR-BAT

主轴电机 AC 伺服电机 

供电单元  

MC1

U

UU

U
电机端检测器 

U

AC 电抗器 

 
 

（注１）驱动器的连接根据所使用的伺服驱动器单元和伺服电机的不同构造而不同。 

（注２）SH21电缆与 R000电缆为同一规格（插头、连接相同）。 

（注３）主轴驱动器单元的轴编号，请设定为最后的伺服轴编号的下一个值。 

（注４）请将连接电池单元或终端电阻的最终轴作为连接电源单元的轴。 

 

 
 
 注意 

 
 请将信号线和动力线／电力线分离，进行配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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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散热对策 

请参考以下散热对策步骤。 

 

 

W和W1的比较 

合计算出实际安装的各单元 
的总功率 (W) 

机柜的冷却能力的计算 (W1) 

热交换器的选择 

实际安装设计 

内部温度上升分布数据的取样 

判定 

改良 

结束 

W≦W1 

W＞W1 

ΔT≦10℃ 

ΔT＞10℃ 

散热对策参考实例

＜假定条件＞ 
(1) 电柜内平均温度 ：T   ≦  55℃ 
(2) 电柜周围温度   ：Ta  ≦  0℃～45℃ 
(3) 内部温度上升值 ：ΔT  =  T  -  Ta(max)  =  10℃ 

 
散热设计～检查的步骤 ＜补充说明＞ 

各单元的发热量请参照“3.1 一般规格”。 
 (2) 密闭机柜 (薄钢板制品 )的冷却能力 (W1) 的计算公式
W1  =  U×A×ΔT 
           U   :6W/m2× ℃ --- 带内部轴流风扇 
                4W/m2× ℃ --- 无内部轴流风扇 
           A   :有效散热面积(m2) 
          ΔT   :内部温度上升值(10℃) 
                (机柜的可散热面积) 
      <注意> 计算有效散热面积时，应排除与其他物体
相接触的部位的面积。 
 (3) 在实际安装设计时，散热对策的注意事项 
     * 考虑机柜内部空气对流(消除热聚焦点) 
     * 热交换器的柜内吸气口高温空气集中 
(4) 内部温度上升分布数据的判定标准 
     ΔT(平均值) ≦ 10℃ 
     ΔTmax(最高值) ≦ 15℃ 
      R(变化差 ΔTmax - ΔTmin) ≦ 6℃ 
       (判定有无热聚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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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柜的但热对策示例如图所示。通信终端操作柜的上部热量集聚，请根据需要安装搅拌风扇。 

 

<操作柜外形(假定)> 

 

 

 

通 信 终 端 

(风扇) 

前面部分成形品

600

120

50
0 

 
 

散热面积(A) ： 除前面、底面外 

A = 0.6×0.12＋0.6×0.5＋0.12×0.5×2≒0.49(m2) 

(顶端面)    (后面)     (两侧面) 

功率(W) 

• 电源容量     = 24V × 5A = 120W 

• 消耗电力(Typ) = 24V × 3A = 72W 

• 功率        =            - 电力消耗 =      - 72 ≒ 31(W) 
 

<是否需要安装内部风扇的判断> 

1 温度标准 

(1) 柜内温度(各单元周边)基准   T ≦ 55℃ (10.4型 LCD为 50℃) 

(2) 柜外周围温度                  Ta = 0～45℃ (10.4型 LCD为 40℃) 

(3) 内部温度上升值               ΔT = T - Ta(MAX) = 10℃ 

 

2 操作柜的冷却能力(W1) 

W1 = U×A×ΔT                     ΔT = 内部温度上升值(=10deg) 

U = 6W/m2
·℃<有内部风扇> 

4W/m2
·℃<无内部风扇> 

A = 有效散热面积(m2) 

(1) 有内部散热风扇 W１ = 6×0.49×10 = 29.4W ≒ 31W         ΔT ≒ 10.5℃ 

(2) 无内部风扇     W１ = 4×0.49×10 = 19.6W  < 31W         ΔT ≒ 15.8℃ 

电力消耗 

电源效率 

72 
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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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防干扰对策 

3.4.1 FG（机架接地）的连接 

基本上 FG的接法采用单点接地。 
请在＋24V稳压电源端将控制单元及基本 I/O单元的 0V（RG）与 FG连接。 

通信终端 

电缆 

控制单元 
电缆 
电缆 

电缆 

电缆 
电缆 

电缆 
电缆

基本 I/O单元

短路条

电缆 

电缆AC输入 

稳压电源 

强电柜的 

主接地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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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2 电缆的金属屏蔽夹 

为防止因干扰而导致的错误动作，以及确保系统运转稳定，请对连接到控制单元、基本 I/O单元、伺服驱动器单元、主

轴驱动器单元连接的屏蔽电缆使用金属屏蔽夹接地。 
 
 

 
（１）如图所示，去除一部分电缆外皮，屏蔽线显露出时，将该部分用电缆金属屏蔽夹      夹压在接地板
上。 
（２）当电缆偏细时，请将多根电缆进行束线处理之后，再进行夹持。 
（３）集束电缆时，应力度适当，以免导致线材破损。 
（４）各接地板相互连接，务必单点接地。 
 
  金属屏蔽夹、接地板的外形图请参照附录 1.17。 

0.8m以内

主接地板  

单元 

屏蔽 

电缆  
接地板  

电缆  屏蔽 

金属屏蔽夹 

接地板  

金属屏蔽夹 

使用金属屏蔽夹的连接示例 

 

 

 
3.4.3  火花抑制器的连接 

请将线圈或触点与火花抑制器并联连接，实施防干扰对策。 

火花抑制器请使用 0.033～0.1μF、10～120Ω。 

 
接点接点 

スパーク
キラ ー
火花抑制器

ス
パ
ー
ク

キ
ラ
ー

火
花
抑
制
器

コ イル线圈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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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安装 

 基本上要求将各单元安装到密闭结构的机柜内。安装到机柜内时，参考下图，在充分考虑各单元的散热、电缆配线的

路径等因素的基础上，确保散热，配线的空间。 

 

（１）为能正面观察，请垂直安装各单元。 

（２）考虑各单元的散热，电缆的配线路径，确保留出足够空间。 

 

（上） 

伺服驱动器单元 
主轴驱动器单元 远程 I/O单元（散热空间） 控制单元 

（散热、配线空间）
基本 I/O单元 

（配线空间）
(散热、配线空间)

（配线空间）

强电柜内部导管或下方  

（配线空间）

（下） 

 注意 
 

 请在不可燃材料上安装控制单元·通信终端。如果直接安装到可燃材料上，或安装在接近可燃材料上，可能会引起火

灾。 
 请务必遵守安装方向。 

 请勿安装、运转有损坏或部件欠缺的控制单元·通信终端。 

 控制单元·通信终端为精密设备，请注意防止碰摔，强力冲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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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M64AS/64S/65/65S/66/66S的 FG连接 

 适用于M64AS／64S／65／65S／66／66S的通信用卡 HR171，与控制单元用 FG不同，需要进行专用 FG线的连接。 

 请参考 FG电缆图，将 HR171卡的 FG端子 TFG另外连接。 
 

CF10

AUX1

AUX2

SW2NCNO

TFG

HR171

Ｆ Ｇ端子台へ最短で
接続し て く だ さ い。

Ｆ Ｇ

Ｇ

制御ユニ ッ ト 用控制单元用 FG 

Ｈ Ｒ １ ７ １ 用ＦHR171用 FG 

请以最短距离连接至

FG端子台  
 
 
 

HR171卡用FG电缆的构造图 
 

保護ﾁｭ ﾌーﾞ
又はｺﾈｸﾀﾊｳｼﾞ ﾝｸﾞ
AMP: 171809-2(黒色)

保护套管 
或插头外壳 
AMP：171809-2（黑色） 

圧着端子
使用する端子台に合わせて選定し て く だ さ い
压接端子
选定符合使用的端子台 推奨端子型名：

AMP　 250ｼﾘ ｽー゙
170232-2( AWG　 20-14用)
170234-2( AWG　 12-10用)

Ｈ Ｒ １ ７ １

推荐端子型号 
AMP   250系列 

使用タ ブ形状使用标记形状 

0. 8± 0. 025

6. 2

9. 6

5. 0

0. 9

Φ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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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控制单元 

4.1 控制单元的概要 

控制单元的安装是全系列通用的，请根据实际用途，从多种单元中选用最适合的 NC系统。 

 

 
MELDAS64AS/64S/65/65S/66/66S用控制单元 MELDAS64/64-A用控制单元 

 
 

4.1.1 型号名称的构成 

  控制单元 

         FCU6－MU 011 
011：对应MELDAS64（FCA64-A／64-B系统） 
021：对应MELDAS65（FCA65-A／65-P1系统） 
031：MELDAS66／66S／66-P1 
  （对应 FCA66-B／66S／66-P1系统） 
032：MELDAS64AS／64S／65S 
  （对应 FCA64AS／64S／65S系统） 
015：对应MELDAS64（FCA64－P1系统） 
023：MELDAS65／65V 
  （对应 FCA65－P1／65V－P1系统） 
034：对应MELDAS66（FCA66－P1系统） 

MU：控制单元
       （输出贸易管理规定，外汇令 非适用） 
MA：控制单元 
       （输出贸易管理规定，外汇令 非适用） 

M60／M60S系列

 

 

 

 

 

 

 

 

 

 

 
4.1.2 各单元的优点 

控制单元 优点 

FCU6-MU011 MELDAS64用控制单元 
FCU6-MU021 MELDAS65用控制单元  (高速程序服务器适用单元) 
FCU6-MU032 MELDAS64AS/64S/65S用控制单元  (高速程序服务器适用单元) 
FCU6-MU031 MELDAS66/66S用控制单元 (高速程序服务器适用单元) 外汇令适用单元。 
FCU6-MU015 MELDAS64用控制单元  (光通信用特殊) 
FCU6-MU023 MELDAS65/65V用控制单元   (光通信用特殊，无高速程序服务器功能时的单元) 

FCU6-MA034 MELDAS66用控制单元 (光通信用特殊，无高速程序服务器功能时的单元) 外汇令适用
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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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FCU6-MU011控制单元 （MELDAS64适用） 

本节对 FCU6－MU011单元进行相关说明。 

本控制单元为MELDAS64／64A用的控制单元。 

 

 
4.2.1 各部分的名称和功能 

１

２

正面図正面图

３

４

５

６

７

下面図

CBUS 1 CBUS 2

底面图

 
 

 

编号 插头名称 功能说明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DCIN 
EMG 
AUX2 
AUX1 
CF11 
CF10 
ENC2 

电源输入端子（DC24V） 
外部紧急停止连接端子 
I/O链接连接端子 
通信终端连接端子 
基本 I/O单元连接端子 
基本 I/O单元连接端子 
同期进给编码器连接端子 

 

 

 

 

附件 

无附属于控制单元的电缆和螺丝。 

控制单元内的 CBUS2处安装了 FCU6－HR412（存储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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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电源的连接 

通过位于控制单元的下端的“DCIN”插头提供 DC24V电源。 

Y

FCUA-R220 Cabl e

安定化電源
DCI N Ex. FCU6-MU0□ □

AC200V

MC
OFF

MC

ON

MC

MC
DC24V

FG

0V( RG)

AC( N)

AC( H)
U

 

请在接通辅助设备单元（伺服驱动器单元、远程 I/O其他单元）之后，或同时接通控制单元的电源。 

如果先接通控制单元电源，则不能正常识别辅助设备单元。 

  请选择使用符合下述规格条件的稳压电源/电磁接触器（MC)。 
稳压电源  电磁接触器 

额定电压：DC24V±5%  接触额定：AC250V/1A以上 

波动：±5%[p-p]  操作线圈：AC250V/0.2A以下 

额定电流：DC24V，1.5A以上  触点数量：3触点（a连接） 
请使用 VDE规格认定品。 
另外，上述MC用于输入电压为 AC200V时。 

4.2.3 外部紧急停止的连接 

通过位于控制单元下端的“EMG”插头，可对 NC进行外部紧急停止。 
 

Ex. FCU6-MU0□□

F120 Cabl e EMG

外部非常停止
< ↓ス イ ッ チ

ON： 非常停止解除
OFF： 非常停止

稳压电源 

外部紧急 

停止开关 

ON：解除紧急停止 

 

  令紧急停止和电机制动器连动的情况 

    １．由 NC端供电时                  ２．由外部电源供电时 
   

RA

安 NC

サ ー ト

定化電源

ボド ラ イ ブ ユ ニ ッ

非常停止

2

3
EMG

CN20

3

1

安 NC定化電源

非常停止

2
3

EMG

CN20

3

1
MDS-□ -V□ ｼﾘ ｽー゙

< ↓ DC24V

DC24V

△

△

□

0V( RG)

OFF：紧急停止 

稳压电源 稳压电源

△

△

ブ レ ー キ

DC24V□

ブ レ ーキ

< ↓
□

0V( RG)

サー ッ ト

紧急停止 
紧急停止

ボ ド ラ イ ブ ユ ニ
MDS-□ -V□ ｼﾘ ｽーﾞ

RA

伺服驱动器单元 
系列 

伺服驱动器单元 

系列 

制动器 制动器

 
 

注意事项 
１）除紧急停止开关以外，欲根据顺序控制条件启用紧急停止时，请选用与微小电流（5mA）适用的开关(SW)。 
２）令向制动器供电的稳压电源的 GND和向 NC端“DCIN”供电的电源的 GND通用。 
３）制动器的配线因所用的伺服驱动器单元而异。详情请参照各驱动部分的规格说明书。 

 
 

 注意 
 
 请勿将插头接入本说明书中所述以外的电压。否则可能导致插头破裂、损坏。 

 错误连接会导致设备损坏，因此请将电缆与规定的相应插头连接。 



4. 控制单元 

4.2 FCU6-MU011控制单元 
 

I-21 

4.2.4 通信终端的连接 

将连接通信终端的电缆插入位于控制单元下端的“AUX1”插头。 

Ex. FCU6-MU0□□
SH21 Cabl e

( FCUA-R000 Cabl e)

相手側接続先名は、 「 ＣＲ０ ２ 」 コ ネク タ ーです。

（ 接 ンタ ーミ ナルにより 異なり ます。 ）続位置は、 コ ミ ュ ニケーショ

AUX1CR02

 
 

 
4.2.5 基本 I/O单元的连接 

连接位于控制单元正面的“CF10”、“CF11”插头和基本 I/O单元。 

基本 I/O单元和控制单元的安装，根据连接的电缆长度隔开一定的间隔。 

F CU6- DX35□
F CU6- DX45□

CF 11 CF 10

CF 10

F 01 0 Cabl eF 050 Ca bl e

E x. FC U6 -MU0 □ □

基本 I/O单元的安装方法分为以下 2类。选择其中一种与
控制单元连接。 
                ·FCU6-DX35□/45□ 
                ·FCU6-HR37□ 

ﾍﾞ ｰｽI /Oﾕﾆｯ ﾄ
F CU6- HR37□

使用す る 確認く だ さ い 。

CF 11

ﾍﾞ ｰｽI /Oﾕﾆｯﾄ

连接对象为“CRO2”插头。 
连接位置因通信终端而异。 

基本 I/O单元 

基本 I/O单元 

ベ ー ス I / Oユ ニ ッ ト は 、 納入仕様書等で ご请通过交货规格书等确认所用的基本 I/O单元  
 

 
4.2.6 同期进给编码器的连接 

同期进给编码器（OSE-1024-3-15-68）连接位于控制单元正面的“ENC2”插头。 

基本 I/O单元和控制单元各有一个连接插头。 

连接位置和使用方法请参照各系统规格。 

 

同期给进编码器 

关于插头部分，有直联插头（F040）和角插头
（F041）两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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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7 I/O链接的连接（在 M64中使用时） 

I/O链接是指在 NC－NC间，交换各种数据的功能。（系统的可选功能） 

位于各控制单元正面的“AUX2”插头之间相互连接。 

1台主 NC最多可连接 4台从 NC。 

 

1) 主站和从站的设定 

主站和从站的通道编号设定以及终端电阻的设定需使用 I/O链接。请参考下图进行该项设定。主站和从站的设定通过

旋转开关“NCNO”设定。 

主站和从站（最终通道）打开终端电阻切换开关“SW2”。 

 

 连接 1台主站＋3台从站时 
 

0 2

マ ス タ 局 ス レ ーブ 局
（ 中間局）

ス レ ーブ局
（ 中間局）

AUX2

FCUA-R001 Cabl e

SH21 Cabl e
( FCUA-R000 Cabl e)

AUX2 AUX-I N

SH21 Cabl e
( FCUA-R000 Cabl e)

3

ス レ ーブ 局
（ 最終局）

AUX2

SH21 Cabl e
( FCUA-R000 Cabl e)

AUX2

SH21 Cabl e
( FCUA-R000 Cabl e)

AUX-OUT

HR591 Card

AUX

NCNO NCNO NCNO NCNO
1

SW2 [ on] SW2 [ on]SW2 [ off ] SW2 [ of f ]

 
 

·控制单元的中转使用 FCUA－R001电缆或 HR591卡。 
·从主站到最终通道的长度是 max.15ｍ。 
·可与使用了 HR531B／532B卡的控制单元一起使用。 

 

 

NCNO

AUX2

SW2

 
 

 

 
 

 注意 
 

 错误连接会导致设备损坏，因此请将电缆与规定的相应插头连接。 
 
 通电状态下，请勿进行各单元连接电缆的连接、插拔。 

 

设定连接 I/O链接时的通道编号。 
0   ：主站（仅 1台） 
1～4：从站（从主站开始连续设定）  设定示例请参照上图。 

进行终端电阻的设定。 
ON  ：使开关朝下，终端电阻生效。（主站/从站最终通道） 
OFF：开关朝上，可使终端电阻失效。（从站中间通道） 
 

连接进行 I/O链接的控制单元。 

从站 从站（中间通
道） （中间通道） 

从站（最终通
道） 主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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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使用了 HR531B／532B卡的单元的连接 

在初期生产的控制单元中，含已使用安装了终端电阻的 HR531B卡和未安装终端电阻的 HR532B卡构成系统的单元。

在使用 HR531B、HR532B卡的 I/O 链接系统中，主站和从站（最终通道）中使用 HR531B 卡。位于中间的次通道（中

间通道）使用 HR532B卡。主通道和次通道的设定通过旋转开关“NCNO”进行。 

在初期以后的控制单元中，使用了安装有终端电阻的接通/切断（ON/OFF）开关的 HR531C卡。 

 

 连接 1台主站＋3台从站时 

 

0 21

マ ス タ 局
ス レ ーブ 局
（ 中間局）

ス レ ーブ 局
（ 中間局）

AUX2

FCUA-R001 Cabl e

SH21 Cabl e
( FCUA-R000 Cabl e)

AUX2 AUX-I N

SH21 Cabl e
( FCUA-R000 Cabl e)

3

ス レ ーブ局
（ 最終局）

AUX2

SH21 Cabl e
( FCUA-R000 Cabl e)

AUX2

SH21 Cabl e
( FCUA-R000 Cabl e)

AUX-OUT

HR591 Card

AUX

NCNO NCNO NCNO NCNO

 
 

·控制单元的中转使用 FCUA－R001电缆或 HR591卡。 
·从主站到最终通道的长度 max.15m。 
·可与使用了 HR531C卡的控制单元一起使用。 
 

 

NCNO

AUX2

 
 

3) 判别是使用 HR531C卡，还是 HR531B、HR532B 

请参照控制单元外形以及报警诊断画面的构成（硬件监控），确认控制单元的类型。 

 

控制单元的判别方法 

 使用了 HR531C卡的控制单元 使用了 HR531B／HR532B卡的控制单元 

スライドスイッチ有り

 
从控制单元正面看，根据有无滑动开关可判别所使用的控制单元类型。 

设定连接 I/O链接时的通道编号。 
0   ：主站（仅 1台） 
1～4：从站（从主站开始连续设定）  设定示例请参照上图。 

 

连接进行 I/O链接的控制单元。 

有滑动开关 

从站 

（中间通道） 主站 
从站 

（最终通道） 
从站 

（中间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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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8 插头针脚定义 

 
 
 
 
 
 
 
 
 
 
 
 
 
 
 
 
 
 
 
 
 
 
 
 
 
 
 
 

电源输入端子（DC24V） 
DCIN 1 2 3

 

＜电缆端插头型号名称＞ 
插头    ：2-178288-3 
插针    ：1-175218-5 
推荐厂家：Tyco Electronics AMP 

I DC24V
0V( RG)

FG

1
2
3

 

外部紧急停止连接端子 
EMG 

1
2

3

 

＜电缆端插头型号名称＞ 
插头    ：51030-0330 
插针    ：50084-8160 
推荐厂家：日本Molex 

FG
EMG I N

COM

1
2
3

I
O

 
(COM插针为 DC24V输出) 

同期进给编码器连接端子 
ENC2 15

69  

＜电缆端插头型号名称＞ 
插头    ：CDE-9PF 
插针    ：CD-PC-111 
插头盒  ：HDE-CTH 
推荐厂家：广濑电机 

ENC2A
ENC2B
ENC2Z
GND
GND

1
2
3
4
5

I
I
I

ENC2A*
ENC2B*
ENC2Z*
+5V

6
7
8
9

I
I
I
O

 
 

 

请将插头盒与屏蔽线相连
接。 

 
 
 
 
 
 
 
 
 
 
 
 
 
 
 
 
 
 
 
 
 
 

 注意 
 

 请勿将插头接入本说明书中所示以外的电压。否则可能导致插头破裂、损坏。 

 错误连接会导致设备损坏，因此请将电缆与规定的相应插头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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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 I/O单元连接端子 
CF10 
 
 
 
 

125

50 26  
 
 
 
 
 
＜电缆端插头型号名称＞ 
插头    ：10150-6000EL 
壳体    ：10350-3210-000 
推荐厂家：住友 3M 
 
 

TXRX1*
TXRX2*
GND
SKI P1*
SKI P2*
SKI P3*
SKI P4*
SKI P5*
SKI P6*
SKI P7*
SKI P8*
GND
ENC1A*
ENC1B*
ENC1Z*
GND
SVTXD2*
SVALM2*
SVRXD2*
SVEMG2*
GND
SVTXD1*
SVALM1*
SVRXD1*
SVEMG1*

TXRX1
TXRX2
GND
SKI P1
SKI P2
SKI P3
SKI P4
SKI P5
SKI P6
SKI P7
SKI P8
GND
ENC1A
ENC1B
ENC1Z
GND
SVTXD2
SVALM2
SVRXD2
SVEMG2
GND
SVTXD1
SVALM1
SVRXD1
SVEMG1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I /O
I /O

I
I
I
I
I
I
I
I

I
I
I

O
I
I
O

O
I
I
O

I /O
I /O

I
I
I
I
I
I
I
I

I
I
I

O
I
I
O

O
I
I
O

 
 

 

基本 I/O单元连接端子 

请将插头盒与屏蔽线连接。 

CF11 
 
 
 
 

25A1A

25B1B  
 
 
 
 
 
＜电缆端插头型号名称＞ 
插头    ：DHD-RB50-20AN 
推荐厂家：DDK 
 

B
+5V
TXRX3*
GND
HA1B
HA2B
HA3B
+12V
GND
KBADCS0
KBADCS1
KBADCS2
KBADCS3
BUZ
RDY
SP
KBRES
GND
RD1
CS1
DR1
RD2
CS2
DR2
GND
+5V

A
+5V
TXRX3
GND
HA1A
HA2A
HA3A
+12V
GND
KBD0*
KBD1*
KBD2*
KBD3*
KBAD0
KBAD1
KBAD2
reserve
GND
SD1
RS1
ER1
SD2
RS2
ER2
GND
+5V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O
I /O

I
I
I
O

I
I
I
I
O
O
O

O
O
O
O
O
O

O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O
I /O

I
I
I
O

O
O
O
O
O
O
O
I

I
I
I
I
I
I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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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终端连接端子 
AUX1 1

11

10

20  

＜电缆端插头型号名称＞ 
插头   ：10120-6000EL 
壳体   ：10320-3210-00 
推荐厂家：住友 3M 

1 GND
2 RXD
3
4 TXD
5 GND
6
7
8 GND
9

10

11 EN_RT
12 RXD*
13
14 TXD*
15 GND
16
17
18
19
20

O O

II

 
 
 

 

I/O链接连接端子 
AUX2 1

11

10

20  

＜电缆端插头型号名称＞ 
插头   ：10120-6000EL 
壳体   ：10320-3210-00 
推荐厂家：住友 3M 

1 GND
2 RXD
3
4 TXD
5 GND
6
7
8 GND
9

10

11 EN_RT
12 RXD*
13
14 TXD*
15 GND
16
17
18
19
20

O O

II

 
 
 

 

请将插头盒与屏蔽电缆连
接。 

请将插头盒与屏蔽电缆连
接。 

 

 

 

 

 

 

 

 

 

 

 

 

 

 

 

 

 

 

 

 

 

 

 

 

 

 

 

 

 

 

 

 

 

 

 

 

 
 

 注意 
 

 请勿将插头接入本说明书中所示以外的电压。否则可能导致插头破裂、损坏。 

 错误连接会导致设备损坏，因此请将电缆与规定的相应插头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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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FCU6-MU021/MU032/MA031控制单元（MELDAS64AS/M64S/65/65S/66/66S适用) 

本节对 FCU6－MU021／MU032／MA031单元进行相关说明。 

本控制单元为MELDAS64AS／64S／65／65S／66／66S用的控制单元。 

 

 
4.3.1 各部分的名称和功能 

１

２

３

４

正 面図

５

６

７

下 面図

正面图

底面图

 
 

 

编号 插头名称 功能説明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DCIN 
EMG 
AUX1 
AUX2 
CF11 
CF10 
ENC2 

电源输入端子（DC24V） 
外部紧急停止连接端子 
通信终端连接端子 
I/O链接连接端子 
基本 I/O单元连接端子 
基本 I/O单元连接端子 
同期进给编码器连接端子 

 

 

 

附件 

 

无附属于控制单元的电缆和螺丝。 

控制单元内的 CBUS2处安装了 FCU6－HR412（存储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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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电源的连接 

通过位于控制单元下端的“DCIN”插头提供 DC24V电源。 

Y

FCUA-R220 Cabl e

安
DCI N

定化電源稳压电源 Ex. FCU6-MU021/MU032/MA031

AC200V

MC
OFF

MC

ON

MC

MC
DC24V

FG

0V( RG)

AC( N)

AC( H)
U

 

请在接通和周边设备单元（伺服驱动器单元、远程 I/O其他单元）之后或同时接通控制单元的电源。 

如果先接通控制单元电源，则不能正常识别周边设备单元。 

  请选用符合下述规格条件的稳压电源/电磁接触器（MC）。 
稳压电源  电磁接触器 

额定电压：DC24V±5%  接触额定：AC250V/1A以上 

波动：±5%[p-p]  操作线圈：AC250V/0.2A以下 

额定电流：DC24V,1.5A以上  触点数量：3触点（a连接） 
请使用 VDE规格认定品。 
另外，上述MC用于输入电压为 AC200V时。 

4.3.3 外部紧急停止的连接 

通过位于控制单元下端的“EMG”插头，可对 NC进行外部紧急停止。 
Ex. FCU6-MU021/MU032/MA031

F120 Cabl e EMG

外部非常停止
ス イ ッ チ

外部紧急 

ON： 非常停止解除
OFF： 非常停止

< ↓停止开关 

 

  使紧急停止和电机制动器连动时 

    １．由 NC端供电时  ２．由外部电源供电时 
   

RA

安 NC

サー ト

定化電源

ボドラ イブユニッ

非常停止

2

3
EMG

CN20

3

1

安 NC

サー ト

定化電源

ボドライブユニッ

非常停止

2
3

EMG

CN20

3

1
MDS-□ -V□ ｼﾘ ｽー゙

< ↓ DC24V

DC24V

△

△

□

0V( RG)

△

△

ブ レ ー キ

DC24V□

ブ レ ーキ

< ↓
□

0V( RG)

RA

MDS-□ -V□ ｼﾘ

ON：解除紧急停止 
OFF：紧急停止 

稳压电源 稳压电源

伺服驱动器单元 

紧急停止
紧急停止 

伺服驱动器单元 

制动器

系列 ｽー゙系列 

制动器 

 
 

注意事项 
１）除紧急停止开关以外，欲根据顺序控制条件启用紧急停止时，请选用与微小电流（5mA）适用的开关(SW)。 
２）令向制动器供电的稳压电源的 GND和向 NC端“DCIN”供电的电源的 GND通用。 
３）制动器的配线因所用的伺服驱动器单元而异。详情请参照各驱动部分的规格说明书。 

 
 

 注意 
 

 请勿将插头接入本说明书中所示以外的电压。否则可能导致插头破裂、损坏。 

 错误连接会导致设备损坏，因此请将电缆与规定的相应插头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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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4 通信终端的连接 

将连接通信终端的电缆插入位于控制单元下端的“AUX1”插头。 

SH21 Cabl e
(FCUA-R000 Cabl e)

相

Ex. FCU6-MU021/MU032/MA031
CR02 AUX1

手側接続先名は、 「 ＣＲ０２ 」 コネク ターです。
（ ーミ ナルにより異なります。）接続位置は、 コ ミ ュ ニケーショ ンタ

连接对象为“CRO2”插头。 

 
 

 
4.3.5 基本 I/O单元的连接 

连接位于控制单元正面的“CF10”、“CF11”插头和基本 I/O单元。 

基本 I/O单元和控制单元的安装，根据连接的电缆长度隔开一定的间隔。 

 

基本 I/O单元的安装方法分为一下 2类。与控制单元的连
接选择其中一种。 
              ·FCU6-DX35□/45□ 
              ·FCU6-HR37□ 

 

 
4.3.6 同期进给编码器的连接 

同期进给编码器（OSE-1024-3-15-68）与位于控制单元正面的“ENC２插头连接。在基本 I/O单元和控制单元中各有
1个连接插头。 

连接位置和使用方法请参照各系统规格。 

 

（连接位置因通信终端而异。） 

基本 I/O单元

基本 I/O单元 

请通过交货规格书等确认所用的基本 I/O单元 

同期给进编码器

关于插头，有直联插头（F040）和角插头
（F041）两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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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7 I/O链接的连接（在 MELDAS64AS/M64S/65/65S/66/66S中使用时) 

I/O链接指在 NC－NC间交换各种数据的功能。（系统的可选功能） 

位于各控制单元正面的“AUX2”插头之间相互连接。 

1台主 NC最多可连接 4台从 NC。 

    

1) 连接示例 

主站和从站的设定通过旋转开关“NCNO”设定。 

主站和从站（最终通道）打开终端电阻切换开关“SW2”。 

 

 连接１台主站＋３台从站时

 

0 2

マスタ局 スレーブ局
（ 中間局）

スレーブ局
（ 中間局）

AUX2

FCUA-R001 Cabl e

SH21 Cabl e
( FCUA-R000 Cabl e)

AUX2 AUX-I N

SH21 Cabl e
( FCUA-R000 Cabl e)

3

スレーブ局
（ 最終局）

AUX2

SH21 Cabl e
( FCUA-R000 Cabl e)

AUX2

SH21 Cabl e
( FCUA-R000 Cabl e)

AUX-OUT

HR591 Card

AUX

NCNO NCNO NCNO NCNO
1SW2

[ on]
SW2
[ on]

SW2
[ of f ]

SW2
[ of f ]

U

 
 

·控制单元的中转使用 FCUA－R001电缆或 HR591卡。 
·从主站到最终通道的长度 max.15m。 
·可与使用了 HR531B／532B卡的控制单元一起使用。 
 
 

0

8

NCNO SW2 AUX1

AUX2
TFG

 
 

NCNO 设定连接 I/O链接时的通道编号。 
０   ：主站（仅 1台） 
１～4：从站（从主战开始连续设定）  设定示例请参照上图。 

SW2       进行终端电阻的设定。 
ON  ：使开关朝下，终端电阻生效。（主通道/次通道最终通道） 
OFF：开关朝上，可使终端电阻失效。（次通道中间通道） 

AUX2 连接进行 I/O链接连接的控制单元。 

AUX1 连接通信终端。 

TFG FG端子。 
 

 注意 
 

 错误连接会导致设备损坏，因此请将电缆与规定的相应插头连接。 
 
 通电状态下，请勿进行各单元间的连接电缆的插拔。 

 

主站 
从站 

（中间通道）

从站 

（中间通道）
从站 

（最终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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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8 插头针脚定义 

 
 
 
 
 
 
 

电源输入端子（DC24V） 
DCIN 1 2 3

 

＜电缆端插头的型号名称＞ 
插头    ：2-178288-3 
接触器  ：1-175218-5 
推荐厂家：Tyco Electronics AMP 

I DC24V
0V( RG)

FG

1
2
3

 

 
 
 
 
 
 
 
 

外部紧急停止连接端子 
EMG 

1
2

3

 

＜电缆端插头的型号名称＞ 
插头    ：51030-0330 
接触器  ：50084-8160 
推荐厂家：日本Molex 

FG
EMG I N

COM

1
2
3

I
O

 
（COM插销为 DC24V输出） 

 
 
 
 
 
 
 
 
 
 
 
 
 

同期进给编码器连接端子 
ENC2 15

69  

＜电缆端插头的型号名称＞ 
插头    ：CDE-9PF 
接触器  ：CD-PC-111 
插头盒  ：HDE-CTH 
推荐厂家：广濑电机 

ENC2A
ENC2B
ENC2Z
GND
GND

1
2
3
4
5

I
I
I

ENC2A*
ENC2B*
ENC2Z*
+5V

6
7
8
9

I
I
I
O

 
 

 

请将插头盒与屏蔽电缆相
连接。 

 
 

 注意 
 

 请勿将插头接入本说明书中所示以外的电压。否则可能导致插头破裂、损坏。 

 错误连接会导致设备损坏，因此请将电缆与规定的相应插头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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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 I/O单元连接端子 
CF10 
 
 
 
 

125

50 26  
 
 
 
 
 
   ＜电缆端插头的型号名称＞ 
   插头    ：10150-6000EL 
   壳体    ：10350-3210-000 
   推荐厂家：住友 3M 
 
 

TXRX1*
TXRX2*
GND
SKI P1*
SKI P2*
SKI P3*
SKI P4*
SKI P5*
SKI P6*
SKI P7*
SKI P8*
GND
ENC1A*
ENC1B*
ENC1Z*
GND
SVTXD2*
SVALM2*
SVRXD2*
SVEMG2*
GND
SVTXD1*
SVALM1*
SVRXD1*
SVEMG1*

TXRX1
TXRX2
GND
SKI P1
SKI P2
SKI P3
SKI P4
SKI P5
SKI P6
SKI P7
SKI P8
GND
ENC1A
ENC1B
ENC1Z
GND
SVTXD2
SVALM2
SVRXD2
SVEMG2
GND
SVTXD1
SVALM1
SVRXD1
SVEMG1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I /O
I /O

I
I
I
I
I
I
I
I

I
I
I

O
I
I
O

O
I
I
O

I /O
I /O

I
I
I
I
I
I
I
I

I
I
I

O
I
I
O

O
I
I
O

 
 

 

请将插头盒与屏蔽电缆相连接。 
 

基本 I/O单元连接端子 
CF11 
 
 
 
 

25A1A

25B1B  
 
 
 
 
 
   ＜电缆端插头的型号名称＞ 
   插头    ：DHD-RB50-20AN 
   推荐厂家：DDK 
 

B
+5V
TXRX3*
GND
HA1B
HA2B
HA3B
+12V
GND
KBADCS0
KBADCS1
KBADCS2
KBADCS3
BUZ
RDY
SP
KBRES
GND
RD1
CS1
DR1
RD2
CS2
DR2
GND
+5V

A
+5V
TXRX3
GND
HA1A
HA2A
HA3A
+12V
GND
KBD0*
KBD1*
KBD2*
KBD3*
KBAD0
KBAD1
KBAD2
reserve
GND
SD1
RS1
ER1
SD2
RS2
ER2
GND
+5V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O
I /O

I
I
I
O

I
I
I
I
O
O
O

O
O
O
O
O
O

O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O
I /O

I
I
I
O

O
O
O
O
O
O
O
I

I
I
I
I
I
I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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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终端连接端子 
AUX1 1

11

10

20  

＜电缆端插头的型号名称＞ 
插头   ：10120-6000EL 
壳体   ：10320-3210-00 
推荐厂家：住友 3M 

1 GND
2 RXD
3
4 TXD
5 GND
6
7
8 GND
9

10

11 EN_RT
12 RXD*
13
14 TXD*
15 GND
16
17
18
19
20

O O

II

 
 
 
 

 

 

 

 

 

 

 

 

 

 

 

 

 
I/O链接连接端子 
AUX2 1

11

10

20  

＜电缆端插头的型号名称＞ 
插头   ：10120-6000EL 
壳体   ：10320-3210-00 
推荐厂家：住友 3M 

1 GND
2 RXD
3
4 TXD
5 GND
6
7
8 GND
9

10

11 EN_RT
12 RXD*
13
14 TXD*
15 GND
16
17
18
19
20

O O

II

 
 
 
 

 

 

 

 

 

 

 

 

 

 

 

 

 

 

 

 

 

 
 

 注意 
 

 请勿将插头接入本说明书中所示以外的电压。否则可能导致插头破裂、损坏。 

 错误连接会导致设备损坏，因此请将电缆与规定的相应插头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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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通信终端 

5.1 通信终端的概要 

通信终端由显示器单元和键盘单元构成。 

可从下列组合中选择最适当的一种。 

MI TSUBISHI

デ ィ ス プ レ イ ユ ニ ッ ト キ ーボ ー ド ユ ニ ッ ト

コ ミ ュ ニ ケー シ ョ ン タ ーミ ナ ル

＋

 

通信终端 

键盘单元 显示器单元 
 

5.1.1 型号名称的构成 

 显示器单元 

       FCUA－CT  100           FCU6－DU  T 3 2 
 

100：键盘一体型（M系统） 
120：键盘一体型（L系统） 
10 ：分离型（键盘另装） 

 

 

 

 

 

 键盘单元 

      FCUA－KB   10  
 

 

 

 

 

 

 
5.1.2 各单元的优点 

 显示器单元 键盘单元 优点 

1 FCU6-DUT32 平板（纵深最小），画面文字较大。CE适用。 
2 FCU6-DUN33 

FCU6-KB021/031
该系列最初的彩色终端。平板，视角与 CRT相当。CE适用。 

3 FCU6-DUN22 FCU6-KB022 8.4型彩色 TFT。与 LD10/EL10/CR10、KB10/12/20/30的安装螺距相同。
4 FCUA-LD100 键盘一体 
5 FCUA-LD10 FCUA-KB20/30 

平板，与 CRT型的安装螺距相同。CE适用。 

6 FCUA-EL10 FCUA-KB10/KB12 平板，分辨率高。 
7 FCUA-CT100/120 键盘一体 
8 FCUA-CR10 FCUA-KB10/KB12

CRT型的显示器。 

 

CT ：通信终端（9型 CRT） 
LD ：7.2型黑白 LCD 
CR ：9型黑白 CRT 
EL ：9.5型黑白 EL 
  (在M60S系列中不可用。） 

系列连续编号
2：8.4型
3：10.4型

T：黑白 LCD
N：彩色 LCD 

DU：显示器单元

10：CRT/EL用（M系统） 
12：CRT/EL用（L系统） 
20：LCD用（M系统） 
021：LCD用（M系统）FCU6-DUT32/DUN33用
022：LCD用（M系统）FCU6-DUN22用 
30：LCD用（L系统） 
031：LCD用（L系统）FCU6-DUT32/DUN33用

KB：NC键盘 

A或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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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FCU6-DUT32 显示器单元 (10.4型黑白 LCD) 

以下对平板黑白 LCD的通信终端进行相关说明。 

可与本单元连接的 NC键盘为 FCU6-KB021/KB031。 

 

 
5.2.1 各部分的名称和功能 

CR01

CR03

CR02

CNZ24

CR05

CNZ22

CR06

MI TSUBI SHI ELECTRI C CORPORATI ON
UNI T TYPE : FCU6-DUT32

J 2 Cabl e
( ﾒﾆｭ ｷーー 用)

１

２

３

４

CS1

Cont rast .11

図

OPERATI ON BOARD
H//WVer. A
DATE: 9910

背面背面图 

10

CNZ22A
９

８

７

６

５

 菜单键用 

 
 

编号 插头名称 功能说明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⑩ 
⑪ 

CS1 
CR03 
CR06 
J2 
CR05 
CR02 
FG 
CNZ24 
CR01 
CONTRAST 
CNZ22/CNZ22A 

选择连接的键盘种类。（M系统：0 / L系统：1） 
NC键盘(FCU6-KB021/KB031)连接端子 
功能扩展用插头未使用） 
NC键盘(FCU6-KB021/KB031)J2端子连接用电缆 
远程 I/O连接端子 
控制单元连接端子 
机架接地连接端子 
液晶显示信号输出端子 
电源输入端子（DC24V） 
液晶显示器的对比度调整量 (发货前调整完成) 
液晶背照用电源输出端子 

 

附件 

 
附属插头组件    NC键盘电缆 
 FCUA-CN220 
 (CR01用) 
 

Y

 
 

 FCUA-CN211 
 (CR05用)
 

X

 

 CR03 Cable     (L=0.5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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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 电源的连接 

由位于通信终端背面的“CR01”提供 DC24V电源。 

  

CR01 FCUA-R220 Cabl e

Y

DC24V

0V(RG)

FG

AC(H)

AC(N)

FG

安定化電源

 

请选用符合下述规格条件的 
稳压电源

稳压电源。 
输出电压：DC24V±5% 

脉动：±5%[p-p] 

额定电流：DC24V，0.9A以上
 

 
5.2.3 与控制单元的连接 

将控制单元的电缆连接到位于通信终端背面的“CR02”插头。 

CR02
SH21 Cabl e

( FCUA-R000 Cabl e)

相手側接続先名は、 「 AUX1」 コ ネ ク タ ー で す。
（ 接続位置は、 制御ユニ ッ ト に よ り 異なり ま す。 ）

AUX1

Ex. FCA64

 
连接位置因控制单元而异。 

连接对象为“CR02 ”插头。 

 
5.2.4 与 NC键盘的连接 

将连接到“CR03”插头的 CR03电缆的另一端连接到 NC键盘的“J1”插头。 

菜单键所用 J2电缆连接到 NC键盘的“J2”插头。 

CR03

J2 Cabl e

J1

J2

CR03 Cabl e

Ｆ Ｃ Ｕ ６ -Ｋ Ｂ ０ ２ １ ／０ ３ １

 
 

 注意 
 
 请勿将插头接入本说明书中所示以外的电压。否则可能导致插头破裂、损坏。 

 错误连接会导致设备损坏，因此请将电缆与规定的相应插头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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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5 远程 I/O单元的连接 

通过位于通信终端背面的“CR05”插头连接远程 I/O单元。 

除连接远程 I/O单元以外，还可连接扫描 I/O卡(HR347/357)、扩展 I/O卡(QY231)。 

根据站数设定，最多可使用 4站。（例如.FCUA-DX111可连接 2台） 

模拟输入输出单元(FCUA-DX120/121/140/141) 无法使用。 
 
 连接了远程I/O单元时 

CR05
FCUA-R211 Cabl e

X

( SH41 Cabl e)

X

FCUA-DX1□□
ユニ ッ ト

RIO1

終端抵抗
R-TM

X

 

单元 

终端电阻

 

 连接了扫描I/O卡时 

RIO3A

CR05

X

FCUA-R211 Cabl e
( SH41 Cabl e)

HR347/357カ ード
終端抵抗
R-TM
终端电阻 

卡

RIO3B

X

 
 

站数设定等请参照各 I/O项目。 

连接远程 I/O单元时，最终站请务必连接终端电阻(R-TM)。 

关于接口的分配请参照“PLC接口说明书”。 
 
 

5.2.6 显示画面的调整 

LCD的显示画面设定以从正面观看为最佳显示角度，但也有时因安装位置不同，从操作者的位置看不清画面。此时，

请调整下列项目。（在内部对比度容量中调整时，请将下列参数值设定为“0”。） 
 

基本规格参数 #1132 CRT 液晶的对比度调整 “设定范围：-3～3” 
 

 #1134 LCDneg 液晶显示的反转显示 “设定范围：0 / 1” 
 

 注意 
 
 请勿将插头接入本说明书中所示以外的电压。否则可能导致插头破裂、损坏。 

 错误连接会导致设备损坏，因此请将电缆与规定的相应插头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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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7 插头针脚定义 

 
电源输入端子（DC24V） 
CR01 1

2

3 

＜电缆端插头的型号名称＞ 
插头    ：2-178288-3 
插针    ：1-175218-5 

1 I DC24V
2 0V(RG)
3 FG

 推荐厂家：Tyco Electronics AMP 

远程 I/O连接端子 
CR05 1

2

3 

＜电缆端插头的型号名称＞ 
插头    ：1-178288-3 
插针    ：1-175218-5 
推荐厂家：Tyco Electronics AMP 

1 TXRX
2 TXRX*
3 GND

I /O
I /O

 

控制单元连接端子 
CR02 1

11

10

20  

＜电缆端插头的型号名称＞ 
插头    ：10120-6000EL 
壳体    ：10320-3210-00 
推荐厂家：住友 3M 

1 GND
2 RXD
3
4 TXD
5 GND
6
7
8 GND
9

10

11 EN_RT
12 RXD*
13
14 TXD*
15 GND
16
17
18
19
20

O O

II

 

 

NC键盘连接端子 
(FCU6-KB021/KB031) 
  

1A

1B

20A

20B  
 

 

1 GND
2 KSC0
3 Vcc
4 KSC2
5 KSC4
6 KSC6
7 KSC8
8 KSC10
9 KSC12

10
11
12
13 BUZCM
14
15 GND
16 RESET
17 Vcc
18 NKD0
19 NKD2
20 NKD4
21 NKD6
22 BUZ
23 Vcc
24 READY
25 Vcc

1 GND
2 KSC1
3 Vcc
4 KSC3
5 KSC5
6 KSC7
7 KSC9
8 KSC11
9

10
11
12
13 BUZCM
14
15 GND
16 FAST
17 Vcc
18 NKD1
19 NKD3
20 NKD5
21 NKD7
22
23 GND
24
25 Vcc

A B

I

I
I
I
I
I
I

I

I

O
O
O
O
O

O

I

I
I
I
I
I

I

I

O
O
O
O

 

＜电缆端插头的型号名称＞ 
插头    ：8830E-50 
推荐厂家：兼松 Electronics株式会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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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C键盘 J2端子连接用电缆 
(FCU6-KB021/KB031) 
J2  

10A

10B

1A

1B  

1
2 I SC0
3 I SC2
4 I SC4
5 I SC6
6
7
8
9

10

1
2 I SC1
3 I SC3
4 I SC5
5
6 O KD7
7
8
9

10

A B

 
 

 

液晶显示信号输出端子 
CNZ24 1

15  

 
 
 
＜电缆端插头的型号名称＞ 
插头    ：51021-1500 
插针    ：50079-8000 
推荐厂家：日本Molex 

1 FLM
2 LP
3 CP
4 DI SPOFF*
5 Vcc
6 Vss
7 VEE
8 DU0
9 DU1

10 DU2
11 DU3
12 DL0
13 DL1
14 DL2
15 DL3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液晶用背照电源输出端子 
CNZ22  

1 4

 

 
＜电缆端插头的型号名称＞ 
插头    ：M63M83-04 
插针    ：M63C84-1 
推荐厂家：MITSUMI 

 

1 I
2 NC
3 NC
4 CCFL_GND

CCFL_HOT

 

液晶用背照电源输出端子 
CNZ22A  

1 2 3

 

 
＜电缆端插头的型号名称＞ 
插头    ：QZ-19-3F01 
插针    ：QZ-19-F114A 
推荐厂家：本多通信工业 

 

1 I CCFL_HOT
2 NC
3 CCFL_GND  

 
 

功能扩展用插头（未使用） 
CR06  

   

1A

1B

1C

16A

16B

16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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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FCU6-DUN33 显示器单元 (10.4型彩色 LCD) 

下面对平板彩色 LCD的通信终端进行相关说明。 

FCU6-KB021/KB031可与本单元的 NC键盘连接。 

 
5.3.1 各部分的名称和功能 

CR01

CR03

CR02

CR04

CR05

MI TSUBI SHI ELECTRI C CORPORATI ON
UNI T TYPE : FCU6-DUT32

J 2 Cabl e
( ﾒﾆｭ ｷーー 用)

１

２

５

６

７

８

９

３

４

CS1

11

背面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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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BC14

CF02

CR07

CBP18

10

12

13

14

15

16

LCD

CN3

CN1

CN2

 

背面图 

 

编号 插头名称 功能说明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⑩ 
⑪ 
⑫ 
○13  
⑭ 
⑮ 
⑯ 

CS1 
CR03 
CR07 
J2 
CR05 
CR02 
FG 
CR04 
CBC14 
LCD 
CF02 
CBP18 
CR01 
CN3 
CN1 
CN2 

选择连接的键盘种类。（M系统：0 / L系统：1） 
NC键盘(FCU6-KB021/KB031)连接端子 
串行插头（未使用） 
NC键盘(FCU6-KB021/KB031)J2端子连接用电缆 
远程 I/O连接端子 
控制单元连接端子 
机架接地连接端子 
显示信号输出端子 
显示信号输入端子 
液晶显示信号输出端子 
背光灯变压器用用电源输出端子 
电源输入端子（DC24V） 
电源输入端子（DC24V） 
液晶用背光灯电源输出端子 
背光灯变压器电源输入端子 
背光灯控制信号端子 

 

附件 

插头组件 
 FCUA-CN220
 (CR01用) 
 

Y

 
 

 FCUA-CN211 
 (CR05用) 
 

X

 

菜单键用 

 

电缆 
 CR03 Cable
 (L=0.5m) 
 (NC键盘用) 

 

F083 Cable (L=0.3m) 
 (背光灯电源用) 

 
  
 CR04-L Cable (L=0.1m) CR01-1 Cable (L=0.4m) 
 (显示信号用)  (终端电源用) 

Y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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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 电源的连接 

通过 FCU6-DUN33 附属的 CR01-1电缆提供 DC24V电源。 

  

接线 

稳压电源 
请选用符合下述规格条件 
的稳压电源。 
 
输出电压： DC24V±5% 

波动：±5%[p-p] 

额定电流：DC24V，0.9A以上
 

 
5.3.3 与控制单元的连接 

将控制单元端的电缆连接到位于通信终端背面的“CR02”。 

 

 

连接对象为“AUX1 ”插头。 
（连接位置因控制单元而异。） 

 
5.3.4 与 NC键盘的连接 

将与“CR03”插头连接的 CR03电缆，连接 NC键盘的“J1”插头。 

菜单键所用 J2电缆连接到 NC键盘的“J2”插头。 

J2 Cabl e

J1

J2

CR03 Cabl e

Ｆ Ｃ Ｕ ６ －Ｋ Ｂ０ ２ １ ／０ ３ １

CR03

 
 

 注意 
 
 请勿将插头接入本说明书中所示以外的电压。否则可能导致插头破裂、损坏。 

 错误连接会导致设备损坏，因此请将电缆与规定的相应插头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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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5 远程 I/O单元的连接 

通过位于通信终端背面的“CR05”插头连接远程 I/O单元。 

除连接远程 I/O单元之外，还可连接扫描 I/O卡(HR347/357)、扩展 I/O卡(QY231)。 

根据站数设定，最多可使用 4站。（例如.FCUA-DX111可连接 2台） 

模拟输入输出单元(FCUA-DX120/121/140/141)无法使用。 

 

 连接了远程I/O单元时 

 

 
 

 连接扫描I/O卡时 

 

 

卡

终端电阻 

终端电阻 

单元 

 

关于站数设定等，请参照各 I/O项目。 

连接远程 I/O单元时，最终站请务必连接终端电阻(R-TM)。 

关于接口的分配请参照“PLC接口说明书”。 

 

 

 

      
 

 注意 
 
 请勿将插头接入本说明书中所示以外的电压。否则可能导致插头破裂、损坏。 

 错误连接会导致设备损坏，因此请将电缆与规定的相应插头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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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6 插头针脚定义 

 

电源输入端子（DC24V） 
CR01 
CBP18 

1

2

3 

＜电缆端插头的型号名称＞ 
插头    ：2-178288-3 
插针    ：1-175218-5 

1 I DC24V
2 0V(RG)
3 FG

推荐厂家：Tyco Electronics AMP  

远程 I/O连接端子 
CR05 1

2

3 

＜电缆端插头的型号名称＞ 
插头    ：1-178288-3 
插针    ：1-175218-5 
推荐厂家：Tyco Electronics AMP 

1 TXRX
2 TXRX*
3 GND

I /O
I /O

控制单元连接端子 
CR02 1

11

10

20  

1 GND
2 RXD
3
4 TXD
5 GND
6
7
8 GND
9

10

11 EN_RT
12 RXD*
13
14 TXD*
15 GND
16
17
18
19
20

O O

II

 

＜电缆端插头的型号名称＞ 
插头    ：10120-6000EL 
壳体    ：10320-3210-00 
推荐厂家：住友 3M 

 

NC键盘连接端子 
(FCU6-KB021/KB031) 
CR03  

1 GND
2 KSC0
3 Vcc
4 KSC2
5 KSC4
6 KSC6
7 KSC8
8 KSC10
9 KSC12

10
11
12
13 BUZCM
14
15 GND
16 RESET
17 Vcc
18 NKD0
19 NKD2
20 NKD4
21 NKD6
22 BUZ
23 Vcc
24 READY
25 Vcc

1 GND
2 KSC1
3 Vcc
4 KSC3
5 KSC5
6 KSC7
7 KSC9
8 KSC11
9

10
11
12
13 BUZCM
14
15 GND
16 FAST
17 Vcc
18 NKD1
19 NKD3
20 NKD5
21 NKD7
22
23 GND
24
25 Vcc

A B

I

I
I
I
I
I
I

I

I

O
O
O
O
O

O

I

I
I
I
I
I

I

I

O
O
O
O

 

1A

1B

20A

20B  
 

 

 

＜电缆端插头的型号名称＞ 
插头    ：8830E-50 
推荐厂家：兼松 Electronics株式会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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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C键盘 J2端子连接用电缆 
(FCU6-KB021/KB031) 
J2  

10A

10B

1A

1B  

1
2 I SC0
3 I SC2
4 I SC4
5 I SC6
6
7
8
9

10

1
2 I SC1
3 I SC3
4 I SC5
5
6 O KD7
7
8
9

10

A B

 
 

 

液晶显示信号输出端子 
LCD  

1

31

2

30 
 

 ＜电缆端插头的型号名称＞ 
 插头    ：53047-1510 
 推荐厂家：DDK 
 

2 FLM
4 LP
6 CP
8 DI SPOFF*

10 Vcc
12 Vss
14 VEE
16 DU0
18 DU1
20 DU2
22 DU3
24 DL0
26 DL1
28 DL2
30 DL3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1 FLM
3 LP
5 CP
7 DI SPOFF*
9 Vcc

11 Vss
13 VEE
15 DU0
17 DU1
19 DU2
21 DU3
23 DL0
25 DL1
27 DL2
29 DL3
31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显示信号输出端子 
CR04 
CBC14 

 
1A

1B

16A

16B  
 

 ＜电缆端插头的型号名称＞ 
 插头    ：8426-4500 

1
2
3
4 GND
5 O VD
6 O HD
7 O DCLK
8 O R
9 O B

10 O DTMG
11
12 O I
13 O BLON*
14
15
16

1
2
3
4 GND
5
6 GND
7 GND
8 O G
9 GND

10 GND
11 GND
12 GND
13
14
15
16

A B

 

 插针    ：3690-1000 
 推荐厂家：住友 3M 
 

串行接口（三菱维护专用） 
CR06 1

14

13

25  

 
 
本插头不在产品中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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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频器电源输出 
CF02  

1 5

 

＜电缆端插头的型号名称＞ 
插头    ：51030-0530 
插针    ：50083-8160 
推荐厂家：日本MOLEX 

1 DC12V
2
3
4
5 GND  

 

背光灯变频器电源输入端子 
CN1  

5 1
＜电缆端插头的型号名称＞ 
插头    ：LZ-5S-SC3 
插针    ：LZ-SC-C3-A1-15000 
推荐厂家：日本航空电子工业 

1 　 VDDB( 12V)
2 VDDB( 12V)
3 GND B
4 GND B
5 BRTHL

背光灯控制信号端子 
CN2  

13

 

＜电缆端插头的型号名称＞ 
插头    ：IL-Z-3S-S125C3 
插针    ：IL-Z-C3-A-150000 
推荐厂家：日本航空电子工业 

1 O BTTC( ON/OFF)
2 O BRTH
3 O BRTL

 

液晶背光灯电源输出端子 
CN3  

13

 

＜电缆端插头的型号名称＞ 
插头    ：BHR-03VS-1 
插针    ：SBH-001T-P0.5 
推荐厂家：日本压接端子 

1 GND
2 H.V.
3 H.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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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FCU6-DUN22 显示器单元 (8.4型彩色 LCD) 

下面对 8.4型彩色 LCD的通信终端进行相关说明。 

FCU6-KB022可与本单元的 NC键盘连接。 

 
5.4.1 各部分的名称和功能 

10

6 7 84 5
3

1

2
9

11

12

13

CR01

NCKB

J2 Cable
(ﾒﾆｭｰｷｰ用)

CR02 CR05 NCSYS KBSEL

FG

CBUS

LCDINV

CN2

CN1

14

15

F098

F484

背面図

 

编号 

背面图

菜单键用 

各部分名称 功能说明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⑩ 
⑪ 
⑫ 
⑬ 
⑭ 
⑮ 

CR01 
NCKB 
J2 
CR02 
CR05 
NCSYS 
KBSEL 
FG 
CBUS 
LCD 
INV 
CN2 
CN1 
F484 
F098 

电源输入端子(DC24V) 
NC键盘(FCU6-KB022)连接端子 
NC键盘(FCU6-KB022)J2端子连接用电缆 
控制单元连接端子 
远程 I/O连接端子 
内部设定用开关。(禁止使用) 
指定连接的键盘种类所用开关。(M系统：0) 
机架接地连接端子 
存储卡连接端子(维护用、禁止使用 SRAM搭载存储卡) 
液晶显示信号输出端子 
背光灯变压器电源输出端子 
液晶用背照电源输出端子 
背光灯变压器电源输入端子 
控制卡－背光灯变压器间连接电缆 
控制卡－液晶间连接电缆 

 

附件 
附属插头组件    液晶显示电缆  背光灯变压器电缆 
 FCUA-CN220 
 (CR01用) 
 

Y

 
 

 FCUA-CN211 
 (CR05用)
 

X

 

 F098 Cable 
(LCD用) 

F098

 

 F054 Cable     (L=0.25m)
(INV用)

 
F4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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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2 电源的连接 

通过位于通信终端背面的“CR01”插头提供 DC24V电源。 

CR01

Y

DC24V

0V(RG)

FG

AC(H)

AC(N)

FG

FCUA-R220 Cable

安定化電源

 

稳压电源

请选用符合下述规格条件的 
稳压电源。 
 
输出电压：DC24V±5% 

脉动：±5%[p-p] 

额定电流：DC24V，0.9A以上
 

 
5.4.3 与控制单元的连接 

将控制单元的电缆连接到位于通信终端背面的“CR02”插头。 

Ex.FCA6□S

AUX1(上側)

SH21 Cable
(FCUA-R000 Cable)

相手側接続先名は、｢AUX1｣コネクターです。
(接続位置は、制御ユニットにより異なります。)

CR02

 

（上侧） 

连接对象为“AUX1”插头。 
连接位置因控制单元而异。 

 
5.4.4 与 NC键盘的连接 

将连接 NC键盘的“J1”插头的 F054电缆的另一端连接到“NCKB”。 

菜单键所用 J2电缆连接到 NC键盘“J2”插头。 

F054 Cable

J2 Cable

FCU6-KB022

NCKB

J2

J1

 
 

 注意 
 
 请勿将插头接入本说明书中所示以外的电压。否则可能导致插头破裂、损坏。 

 错误连接会导致设备损坏，因此请将电缆与规定的相应插头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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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5 远程 I/O单元的连接 

通过位于通信终端背面的“CR05”插头连接远程 I/O单元。 

除连接远程 I/O单元之外，还可连接扫描 I/O卡(HR347/357)、扩展 I/O卡(QY231)。 

根据站数设定最多可使用 4站。（例如.FCUA-DX111可连接 2台） 

模拟输入输出单元(FCUA-DX120/121/140/141)无法使用。 

 连接了远程I/O单元时 

CR05

FCUA-DX1□□
ユニット

X

X

X

終端抵抗
R-TM

RIO1

FCUA-R211 Cable

 

单元 

终端电阻 

 

 连接了扫描I/O卡时 

CR05

X

X

FCUA-R211 Cable

HR347/357カード

終端抵抗
R-TM

RIO3B

RIO3A

 

终端电阻 

卡 

 
通道数设定等请参照各 I/O的项目。 

连接远程 I/O单元时，最终通道请务必连接终端电阻(R-TM)。 

关于接口的分配请参照“PLC接口说明书”。 
 

5.4.6 显示画面的调整 

LCD的显示画面设定以从正面观看为最佳显示角度，但也有时因安装位置不同，从操作者的位置看不清画面。此时，

请调整下列项目。 
 

基本规格参数 #1132 CRT 液晶的亮度调整 “设定范围：-3～3” 
暗 亮 

 

 注意 
 
 请勿将插头接入本说明书中所示以外的电压。否则可能导致插头破裂、损坏。 

 错误连接会导致设备损坏，因此请将电缆与规定的相应插头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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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7 插头针脚定义 

电源输入端子(DC24V) 
CR01 1

2

3  

＜电缆端插头的型号名称＞ 
插头    ：2-178288-3 
插针    ：1-175218-5 
推荐厂家：Tyco Electronics AMP 

1
2
3

I DC24V
0V(RG)
FG

控制单元连接端子 
CR02 1A

1B

10A

10B  
＜电缆端插头的型号名称＞ 
插头    ：10120-6000EL 
壳体    ：10320-3210-00 
推荐厂家：住友 3M 

1
2
3
4
5
6
7
8
9
10

1
2
3
4
5
6
7
8
9
10

EN_RT

GND
I I

O O

GND
RXD RXD*

TXD TXD*
GND GND

A B

 

 

远程 I/O连接端子 
CR05 1

2

3  

＜电缆端插头的型号名称＞ 
插头    ：1-178288-3 
插针    ：1-175218-5 
推荐厂家：Tyco Electronics AMP 

1
2
3

I/O

I/O

TXRX
TXRX*
GND

 

NC键盘连接端子 
(FCU6-KB022) 
NCKB  

1A

1B

13A

13B

＜电缆端插头的型号名称＞ 
插头    ：7926-6500SC 
直联接头：3448-7926 
推荐厂家：住友 3M 

1
2
3
4
5
6
7
8
9
10

1
2
3
4
5
6
7
8
9
10

KBCS0*

I

O O

A B

11 11
12 12
13 13

I I
I I
GND GND
GND GND
GND GND
Vcc Vcc
Vcc Vcc

O O

O O
O O
O O

KBCS1*
KBCS2* KBCS3*
KBAD0 KBAD1
KBAD2 BUZOUT*
RDYOUT* SPOUT
KBRES*
KBD0 KBD1
KBD2 KBD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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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C键盘 J2端子连接用电缆 
(FCU6-KB022) 
J2  

1A

1B

10A

10B  

1
2
3
4
5
6
7
8
9
10

1
2
3
4
5
6
7
8
9
10

KBD3

I I

O

SC3 SC5

A B

I I
I I
I

SC7 SC11
SC13 SC15
SC17

KBD2O

 
 

液晶显示信号输出端子 
LCD  

1

2 30

31  
 

 ＜电缆端插头的型号名称＞ 
 插头    ：DF9-31S-1V 
 推荐厂家：广濑电机 
 

1
3
5
7
9
11
13
15
17
19
21
23
25
27
29
31

2
4
6
8
10
12
14
16
18
20
22
24
26
28
30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GND DCLK
Hsync VsyncGND

GND

GND

GNDDENA
3VDD3VDD

SCO

R1 R2
R3

R0

R5 R4

B1
B2B3

B0

B5 B4

G2
G0

G4

G1
G3
G5

背照变频器电源输出端子 
INV  

15

＜电缆端插头的型号名称＞ 
插头    ：51030-0530 
接触器  ：50083-8160 
推荐厂家：日本MOLEX 

1
2
3
4
5

O
O

12V
GND
Vrmt
Vbr

背照变频器电源输入端子 
CN1  

15

＜电缆端插头的型号名称＞ 
插头    ：51021-0500 
接触器  ：50058-8100 
推荐厂家：日本MOLEX 

　

I
I

1
2
3
4
5

12V
GND
Vrmt
Vbr

液晶用背照电源输出端子 
CN2  

13

＜电缆端插头的型号名称＞ 
插头    ：BHR-03VS-1 
接触器  ：SBH-001T-P0.5 
推荐厂家：日本压接端子 

1
2
3

VHIGH

V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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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FCUA-LD10/LD100 显示器单元 (7.2型黑白 LCD) 

下面对平板黑白 LCD的通信终端进行相关说明。 

可连接 FCUA-LD10单元的ＮＣ键盘为 FCUA-KB20/KB30。 

FCUA-LD100单元为 FCUA-LD10+ FCUA-KB20的一体型。 

 

 
5.5.1 各部分的名称和功能 

CR01

CR03

CR02

CNZ24

CR05

CNZ22A

CR06

MI
TS

UB
IS

HI
EL

EC
TR

IC
CO

RP
OR

AT
IO

N

UN
IT

TY
PE

:
FC

UA
-L

D1
0

OP
ER

AT
IO

N
BO

AR
D

H/
/W

Ve
r.

A

DA
TE

:9
91

0

J 2 Cabl e ( L=0. 39m)
( ﾒﾆｭ ｷーー 用)

１

２

５
６

７

８

９

３

４

CS1

Contrast. 10
11

背面図12

CNZ23

 
 

编号 

背面图 

菜单键用 

插头名称 功能说明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⑩ 
⑪ 
⑫ 

CS1 
CR03 
CR06 
J2 
CR05 
CR02 
FG 
CNZ24 
CR01 
CONTRAST 
CNZ22A 
CNZ23 

选择连接的键盘种类。（M系统：0 / L系统：1） 
NC键盘(FCUA-KB20/KB30)连接端子 
功能扩展用插头（未使用） 
NC键盘(FCUA-KB20/KB30)J2端子连接用电缆 
远程 I/O单元连接端子 
控制单元连接端子 
机架接地连接端子 
液晶显示信号输出端子 
电源输入端子（DC24V） 
液晶显示器的对比度调整量 (发货前调整完成) 
液晶用背光灯电源输出端子 
外部对比度调整用端子 

 

 附属品 

 
附属插头组件    NC键盘电缆 
 FCUA-CN220 
 (CR01用) 
 

Y

 
 

 FCUA-CN211 
 (CR05用)
 

X

 

 CR03 Cable     (L=0.2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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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2 电源的连接 

通过位于通信终端背面的“CR01”插头提供 DC24V电源。 

 

CR01
FCUA-R220 Cabl e

Y

DC24V

0V(RG)

FG

AC(H)

AC(N)

FG

安定化電源

 

稳压电源
请选用符合下述规格条件的 
稳压电源。 
 
输出电压：DC24V±5% 

脉动：±5%[p-p] 

额定电流：DC24V，0.9A以上
 

 
5.5.3 与控制单元的连接 

将控制单元的电缆连接到位于通信终端背面的“CR02”插头。 

CR02
SH21 Cabl e

( FCUA-R000 Cabl e)

相手側接続先名は、 「 AUX1」 コネク ターです。
（ 接続位置は、制御ユニッ トにより異なります。）

AUX1

Ex. FCA64

 

连接对象为“AUX1”插头。 
（连接位置因控制单元而异。） 

 
5.5.4 与 NC键盘的连接 

将连接“CR03”插头的 CR03电缆的另一端连接到 NC键盘的“J1”插头。 

菜单键所用 J2电缆连接到 NC键盘的“J2”插头。 

FCUA-LD100在发货前配线完成。（NC键盘为 FCUA-KB20。） 

CR03

J2 Cabl e

J1

J2

CR03 Cabl e

FCUA-KB20/30

( L=0. 39m)

( L=0. 2m)

 
 

 注意 
 
 请勿将插头接入本说明书中所示以外的电压。否则可能导致插头破裂、损坏。 

 错误连接会导致设备损坏，因此请将电缆与规定的相应插头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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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5远程 I/O单元的连接 

通过位于通信终端背面的“CR05”插头连接远程 I/O单元。 

除连接远程 I/O单元之外，还可连接扫描 I/O卡(HR347/357)、扩展 I/O卡(QY231)。 

根据站数设定最多可使用 4站。（例如.FCUA-DX111可连接 2台） 

模拟输入输出单元(FCUA-DX120/121/140/141)无法使用。 

 

 连接了远程I/O单元时 

 

CR05 FCUA-R211 Cabl e
( SH41 Cabl e)

X

FCUA-DX1□□
ユニ ッ ト

RIO1

R-TM

单元 

X

終端抵抗终端电阻 

X

 
 

 连接了扫描I/O卡时 

 

RIO3A

CR05 FCUA-R211 Cabl e
( SH41 Cabl e)

X

HR347/357カ ード
RIO3B

終端抵抗
R-TM
终端电阻 

卡 

X

 
 

关于站数设定请参照各 I/O的项目。 

连接远程 I/O单元时，最终站请务必连接终端电阻(R-TM)。 

关于接口的分配请参照“PLC接口说明书”。 

 

 

 

 

 
 

 注意 
 
 请勿将插头接入本说明书中所示以外的电压。否则可能导致插头破裂、损坏。 

 错误连接会导致设备损坏，因此请将电缆与规定的相应插头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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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6 显示画面的调整 

LCD 的显示画面设定以从正面观看为最佳显示角度，但也有时因安装位置不同，从操作者的位置看不清画面。此时，

请调整下列项目。 

 １．内部调整 

  

CONTRAST
コ ン ト ラ ス ト 用調整ボ リ ュ ー ム

CONTRAST
 

请在接通电源大约 30分钟后，在 LCD的亮度稳定之后再进
行显示画面调整。 

１．将 S2端子从 IN变更为 OUT。 

 

 ２．外部调整 

   

CONTRAST

I N OUT

CNZ23

S2

CONTRAST

拡大

10
0K

50
K

１ ４

ユニ ッ ト 裏面

（ 内部調整用）  

 
S2I N OUT S2I N OUT

変更变更 

 
Ｎ Ｚ ２ ３

１
２
３
４

●

可変抵抗

ケーブ ル製作例

10
0k
Ω

Ｌ ＝ＭＡ Ｘ ５ ０ ｃ ｍ

 
 

 
1) 外部容量的设置，请务必在关闭电源后进行。 
     （否则，最严重的情况下，可能使控制损坏。） 
2) 连接 CNZ232的电缆须为 50cm以下。 

 
 

 注意 
 
 请勿将插头接入本说明书中所示以外的电压。否则可能导致插头破裂、损坏。 

 错误连接会导致设备损坏，因此请将电缆与规定的相应插头连接。 

＜注意事项＞

 
 
２．设置量在可动范围的中心进行调整。 
 

設定

可動範囲

外 ーム部ボリ ュ  外部容量 

 
 
３．对 CNZ23设置外部容量。 
   连接到 CNZ23插头的“1-2插销”」间。 
 
４．调整为最佳容量。 

对比度调整量 

可动范围

设定 

单元内部 

扩大 

（内部调整用） 

可变电阻 

电缆制作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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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7 插头针脚定义 

 
电源输入端子（DC24V） 
CR01 
 

1

2

3 

＜电缆端插头的型号名称＞ 
插头    ：2-178288-3 
插针    ：1-175218-5 

1 I DC24V
2 0V(RG)
3 FG

推荐厂家：Tyco Electronics AMP 

远程 I/O单元连接端子 
CR05 1

2

3 

1 TXRX
2 TXRX*
3 GND

I/O
I /O

＜电缆端插头的型号名称＞ 
插头    ：1-178288-3 
插针    ：1-175218-2 
推荐厂家：Tyco Electronics AMP 

控制单元连接端子 
CR02 1

11

10

20  

＜电缆端插头的型号名称＞ 
插头    ：10120-6000EL 
壳体    ：10320-3210-00 
推荐厂家：住友 3M 

1 GND
2 RXD
3
4 TXD
5 GND
6
7
8 GND
9

10

11 EN_RT
12 RXD*
13
14 TXD*
15 GND
16
17
18
19
20

O O

II

 

NC键盘连接端子 
(FCUA-KB20/KB30) 
CR03  

1 GND
2 KSC0
3 Vcc
4 KSC2
5 KSC4
6 KSC6
7 KSC8
8 KSC10
9 KSC12

10
11
12
13 BUZCM
14
15 GND
16 RESET
17 Vcc
18 NKD0
19 NKD2
20 NKD4
21 NKD6
22 BUZ
23 Vcc
24 READY
25 Vcc

1 GND
2 KSC1
3 Vcc
4 KSC3
5 KSC5
6 KSC7
7 KSC9
8 KSC11
9

10
11
12
13 BUZCM
14
15 GND
16 FAST
17 Vcc
18 NKD1
19 NKD3
20 NKD5
21 NKD7
22
23 GND
24
25 Vcc

A B

I

I
I
I
I
I
I

I

I

O
O
O
O
O

O

I

I
I
I
I
I

I

I

O
O
O
O

1A

1B

20A

20B  
 

 

 

＜电缆端插头的型号名称＞ 
插头    ：8830E-50 
推荐厂家：兼松 Electronics株式会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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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56 

 
NC键盘 J2端子连接用电缆 
(FCUA-KB20/KB30) 
J2  

10A

10B

1A

1B  

1
2 I SC0
3 I SC2
4 I SC4
5 I SC6
6
7
8
9

10

1
2 I SC1
3 I SC3
4 I SC5
5
6 O KD7
7
8
9

10

A B

 
 

 

液晶显示信号输出端子 
CNZ24  

1

15  

 
 
 
＜电缆端插头的型号名称＞ 
插头    ：53047-1510 
推荐厂家：日本MOLEX 

1 FLM
2 LP
3 CP
4 DI SPOFF*
5 Vcc
6 Vss
7 VEE
8 DU0
9 DU1

10 DU2
11 DU3
12 DL0
13 DL1
14 DL2
15 DL3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液晶用背光灯电源输出端子 
CNZ22A 1 2 3

 

＜电缆端插头的型号名称＞ 
插头    ：QZ-19-3F01 
插针    ：QZ-19-F114A 
推荐厂家：本多通信工业 

1 I CCFL_HOT
2 NC
3 CCFL_GND  

外部对比度调整用端子 
CNZ23  

････

1 4

 

＜电缆端插头的型号名称＞ 
插头    ：5051-04 
插针    ：2759-PBGL 
推荐厂家：日本MOLEX 

1 I CCFL_HOT
2 NC
3 CCFL_GND  

 

功能扩展用插头（未使用） 
CR06 1A

1B

1C

16A

16B

16C  

 
 
本插头的针脚分布尚未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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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FCUA-EL10 显示器单元(9.5型 EL)   
※在M60S系列中无法使用。 
下面对平板 EL的通信终端进行相关说明。 

可连接 FCUA-EL10单元的 NC键盘为 FCUA-KB10/KB12。 

 
5.6.1 各部分的名称和功能 

CR04-2 Cabl e ( L=0. 2m)

J 2 Cabl e ( L=0. 39m)
( ﾒﾆｭ ｷーー 用)

２

背面図背面图

付属品

Ｅ Ｌ 表示信号ケーブルEL 显示信号电缆 

附件 

１ )(フ ェ ラ イ ト コ ア付（带铁氧体磁芯） 

CR04-2 Cabl e

 
 

编号 插头名称 功能说明 

① 
② 

CR04 
J2 

向 EL的显示信号输入端子 
NC键盘(FCUA-KB10/KB12)J2端子连接用电缆 

 

5.6.2 插头针脚定义 

 

向 EL的显示信号输入端子 
CR04  

 

1
2
3
4 GND
5 O VD
6 O HD
7 O DCLK
8 O R
9 O B

10 O DTMG
11
12 O I
13 O BLON*
14
15
16

1
2
3
4 GND
5
6 GND
7 GND
8 O G
9 GND

10 GND
11 GND
12 GND
13
14
15
16

A B

 
 

 

NC键盘 J2端子连接用电缆 
(FCUA-KB10/KB12) 
J2 10A

10B

1A

1B  

1
2 I SC0
3 I SC2
4 I SC4
5 I SC6
6
7
8
9

10

1
2 I SC1
3 I SC3
4 I SC5
5
6 O KD7
7
8
9

10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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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3与 NC键盘单元的连接 

将 CR04-2电缆连接到 FCUA-KB10/KB12的“CR04”插头。 

将 J2电缆连接到 NC键盘的“J2”插头。 

通过控制卡的 CR04插头用 CR04-2电缆提供 FCUA-EL10（9.5型 EL）的电源。 

 

J1

J2 Cabl e

CR03 Cabl e

FCUA-KB10/KB12

J2
CR04

CR04-2 Cabl e

 
 

 

 

 

 

 

 

 

 

 

 

 

 

 

 

 

 

 

 

 
 

 注意 
 
 请勿将插头接入本说明书中所示以外的电压。否则可能导致插头破裂、损坏。 

 错误连接会导致设备损坏，因此请将电缆与规定的相应插头连接。 
 
 

 
 



5. 通信终端 
5.7 FCUA-CR10/CT100/CT120 显示器单元 

型黑白(9 C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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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FCUA-CR10/CT100/CT120 显示器单元 (9型黑白 CRT) 

下面对 CRT型的通行终端的进行相关说明。 

FCUA-CT100单元为 FCUA-CR10和 FCUA-KB10/KB12的一体型。 

FCUA-CT120单元为 FCUA-CT100的机床系统一体型。 

5.7.1 各部分的名称和功能 

FCUA-R100 Cabl e ( L=2m)

J 2 Cabl e
( ﾒﾆｭ ｷーー 用)

２

背面図

付属品附件 

Ｃ Ｒ Ｔ ル電源ケーブ电源电缆 

１

３

CR04-1 Cabl e ( L=0. 2m)

信号ケーブ ル表示显示信号电缆 

 

编号 

菜单键用 

插头名称 功能说明 

① 
② 
③ 

CR04 
J2 
电源输入端子 

向 CRT的显示信号输入端子 
NC键盘 J2端子连接用电缆 
向 CRT的供电端子。（AC100V） 

5.7.2 插头针脚定义 

 
向 CRT的显示信号端子 
CR04  

 

1
2
3
4 GND
5 O VD
6 O HD
7 O DCLK
8 O R
9 O B

10 O DTMG
11
12 O I
13 O BLON*
14
15
16

1
2
3
4 GND
5
6 GND
7 GND
8 O G
9 GND

10 GND
11 GND
12 GND
13
14
15
16

A B

 
 

NC键盘的 J2端子连接用电缆 
J2  

10A

10B

1A

1B  

1
2 I SC0
3 I SC2
4 I SC4
5 I SC6
6
7
8
9

10

1
2 I SC1
3 I SC3
4 I SC5
5
6 O KD7
7
8
9

10

A B

 
 

 
 向 CRT的供电端子 

1

2  

压接端子：V1.25-4 
推荐厂家：日本压接端子 

1 I AC (H)
2 I AC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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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黑白(9 C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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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3 电源的连接 

通过位于通信终端背面的 FCUA-R100电缆提供 AC100V电源。 

 

FCUA-R100 Cabl e
電源入力端子

( AC100V～115V、 0. 4A)
电源输入端子 

AC I NAC OUT

ッ チス イ开关 

 
 

ON/OFF电源时，请选用能够完全切离的双向型开关。。 

 

 
5.7.4与 NC键盘单元的连接 

将 CR04-2电缆连接到 FCUA-KB10/KB12的“CR04”插头。 

将 J2电缆连接到 NC键盘的“J2”插头。 

 

J1

J2 Cabl e

CR03 Cabl e

FCUA-KB10/KB12

J2
CR04

CR04-1 Cabl e

 
 

 

 

 

 

 

 
 

 注意 
 
 请勿将插头接入本说明书中所示以外的电压。否则可能导致插头破裂、损坏。 

 错误连接会导致设备损坏，因此请将电缆与规定的相应插头连接。 

 

 



5. 通信终端 
5.8FCUA-KB10/KB12/KB20/KB30､FCU6-KB021/22/031

键盘单元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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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FCUA-KB10/KB12/KB20/KB30,FCU6-KB021/KB022/KB031 NC键盘单元 

以下对通信终端的 NC键盘单元进行相关说明。 

本单元用于分离型中。一体型在再通信终端型号名称中指定。 

  键盘单元和显示器单元的配套组合

键盘型号名称 适用显示器单元型号名称 
FCUA-KB10 （M系统） FCUA-CR10 （9型 CRT）／FCUA-EL10（9.5型 EL） 
FCUA-KB12 （L系统） FCUA-CR10 （9型 CRT）／FCUA-EL10（9.5型 EL） 
FCUA-KB20 （M系统） FCUA-LD10（7.2型 LCD）／FCU6-DUT32（10.4型 LCD） 
FCUA-KB30 （L系统） FCU6-DUN33（10.4型 LCD） 

FCU6-KB021 （M系统） FCU6-DUT32（10.4型 LCD） 
FCU6-DUN33（10.4型 LCD） 

FCU6-KB031 （L系统） 10.4※ 型 LCD的显示器和高度统一尺寸 

FCU6-KB022 （M系统） FCU6-DUN22（8.4型 LCD） 

 
5.8.1 各部分的名称和功能 

FCUA-KB10/KB12 FCUA-KB20/KB30 FCUA-KB022
FCU6-KB021/KB031

 背面图侧面图 背面图 
背面图

J2

J1

7

8

 
 

 

编号 插头名称 功能说明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CR01 
CR03 
CS1 
CR04 
CR02 
CR05 
J1 
 
J2 

电源输入端子（DC24V） 
NC键盘连接端子(CR03电缆配线完成) 
选择连接的键盘种类。（M系统：0 / L系统：1） 
显示信号输出端子(CRT/EL连接用) 
控制单元连接端子 
远程 I/O单元连接端子 
NC键盘连接端子（连接 CR03电缆。FCU6-KB022连接 F054电缆。） 
菜单键连接端子（连接显示器单元的 J2电缆。） 

 

 附件 

FCUA-KB10/KB12附属      FCU6-KB022附属 
附属插头组件    NC键盘电缆  NC键盘电缆 
 FCUA-CN220 
 (CR01用)
 

Y

 
 

 FCUA-CN211 
 (CR05用)
 

X

 

 CR03 Cable     (L=0.1m)
 

 

 F054 Cable     (L=0.5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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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2 与控制单元的连接 

将控制单元的电缆连接到 FCUA-KB10/KB12单元的“CR02”插头。 

不连接 FCUA-KB20/KB30、FCU6-KB021/KB022/KB031。 

CR03

CR04

CR05

CS1

SH21 Cabl e
(FCUA-R000 Cabl e)

相手側接続先名は、 「 AUX1」 コ ネクターです。
（ 接続位置は、制御ユニッ トにより 異なり ます。 ）

AUX1

Ex. FCA64

CR02

CR01

FCUA-KB10/KB12

 

连 AUX接对象名称为“ 1”插头。 
（连接位置因控制单元而异）。 

 
5.8.3 与显示器单元的连接 

将连接“CR03”插头的 CR03电缆的另一端连接到 NC键盘的“J1”插头。 

通过 FCU6-KB022，将连接“J1”插头的 F054电缆的另一端连接到 FCU6-DUN22的“NCKB”插头。 

显示器单元的 J2电缆连接到 NC键盘的“2”插头。 

 FCUA-KB20/KB30，FCU6-KB021/KB031时 
Ex. FCU6-DUT32

CR03 Cabl e

Ｆ Ｃ Ｕ Ａ －Ｋ Ｂ ２ ０ ／Ｋ Ｂ ３ ０
Ｆ Ｃ Ｕ ６ －Ｋ Ｂ ０ ２ １ ／Ｋ Ｂ ０ ３ １

CR03

J2 Cabl e

J1

J2

 ( L=0. 39m)
 

 FCUA-KB10/KB12时 

J1

J2 Cabl e

CR03 Cabl e

FCUA-KB10/KB12 Ex. FCUA-EL10

CR04

CR04-2 Cabl e

J2

 ( L=0. 39m)



5. 通信终端 
5.8FCUA-KB10/KB12/KB20/KB30､FCU6-KB021/22/031

键盘单元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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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CU6-KB022时 

FCU6-DUN22

F054 Cable

J2 Cable

FCU6-KB022

NCKB

J2

J1

 
 
 

 注意 
 
 请勿将插头接入本说明书中所示以外的电压。否则可能导致插头破裂、损坏。 

 错误连接会导致设备损坏，因此请将电缆与规定的相应插头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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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4 电源的连接 

通过 FCUA-KB10/KB12的 CR01插头提供 DC24V电源。 

FCUA-KB20/KB30、FCU6-KB021/KB022/KB031无供电端子。 

 

 

CR03

CR02

CR04

CR05

CS1

CR01FCUA-R220 Cabl e

DC24V

0V(RG)

FG

AC(H)

AC(N)

FG

安定化電源

FCUA-KB10/KB12

 

请选用符合下述规格条件的 
稳压电源。 
 
输出电压：DC24V±5% 

波动：±5%[p-p] 

额定电流：DC24V，0.6A以上 

稳压电源 

(注) 使用 FCUA-EL10时必须选择 
     DC24V,1.5A以上的规格。 

 
 

 注意 
 
 请勿将插头接入本说明书中所示以外的电压。否则可能导致插头破裂、损坏。 

 错误连接会导致设备损坏，因此请将电缆与规定的相应插头连接。 
 
5.8.5 插头针脚定义 

 
电源输入端子（DC24V） 
CR01 
 

1

2

3 

＜电缆端插头的型号名称＞ 
插头    ：2-178288-3 
插针    ：1-175218-5 
推荐厂家：Tyco Electronics AMP 

1 I DC24V
2 0V(RG)
3 FG

控制单元连接端子 
CR02 1

11

10

20  
＜电缆端插头的型号名称＞ 
插头    ：10120-6000EL 
壳体    ：10320-3210-00 
推荐厂家：住友 3M 

1 GND
2 RXD
3
4 TXD
5 GND
6
7
8 GND
9

10

11 EN_RT
12 RXD*
13
14 TXD*
15 GND
16
17
18
19
20

O O

II

 

 

远程 I/O单元连接端子 
CR05 1

2

3 

＜电缆端插头的型号名称＞ 
插头    ：1-178288-3 
插针    ：1-175218-2 
推荐厂家：Tyco Electronics AMP 

1 TXRX
2 TXRX*
3 GND

I/O
I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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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信号输出端子 (CRT/EL连接用) 
CR04  

1A

1B

16A

16B  
 

＜电缆端插头的型号名称＞ 
插头    ：8426-4500 
接触器  ：3690-1000 
推荐厂家：住友 3M 

1
2
3
4 GND
5 O VD
6 O HD
7 O DCLK
8 O R
9 O B

10 O DTMG
11
12 O I
13 O BLON*
14
15
16

1
2
3
4 GND
5
6 GND
7 GND
8 O G
9 GND

10 GND
11 GND
12 GND
13
14
15
16

A B

 

NC键盘连接端子(CR03电缆配线完成) 
CR03 
J1 

 
1A

1B

20A

20B  
 

 

 

＜电缆端插头的型号名称＞ 
插头    ：8830E-50 
推荐厂家：兼松 Electronics株式会社 

1 GND
2 KSC0
3 Vcc
4 KSC2
5 KSC4
6 KSC6
7 KSC8
8 KSC10
9 KSC12

10
11
12
13 BUZCM
14
15 GND
16 RESET
17 Vcc
18 NKD0
19 NKD2
20 NKD4
21 NKD6
22 BUZ
23 Vcc
24 READY
25 Vcc

1 GND
2 KSC1
3 Vcc
4 KSC3
5 KSC5
6 KSC7
7 KSC9
8 KSC11
9

10
11
12
13 BUZCM
14
15 GND
16 FAST
17 Vcc
18 NKD1
19 NKD3
20 NKD5
21 NKD7
22
23 GND
24
25 Vcc

A B

I

I
I
I
I
I
I

I

I

O
O
O
O
O

O

I

I
I
I
I
I

I

I

O
O
O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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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C键盘连接端子(仅限于 FCU6-KB022) 
(F054电缆配线完成) 
J1  

1A

1B

13A

13B  
＜电缆端插头的型号名称＞ 
插头    ：7926-6500SC 
直联接头：3448-7926 
推荐厂家：住友 3M 

1
2
3
4
5
6
7
8
9
10

1
2
3
4
5
6
7
8
9
10

KBCS0*

O

I I

A B

11 11
12 12
13 13

O O
O O
GND GND
GND GND
GND GND
Vcc Vcc
Vcc Vcc

I I

I I
I I
I I

KBCS1*
KBCS2* KBCS3*
KBAD0 KBAD1
KBAD2 BUZOUT*
RDYOUT* SPOUT
KBRES*
KBD0 KBD1
KBD2 KBD3

 
 

菜单键连接端子 
（连接显示器单元的 J2 电缆。） 
J2  

1A

1B

10A

10B  

1
2 I SC0
3 I SC2
4 I SC4
5 I SC6
6
7
8
9

10

1
2 I SC1
3 I SC3
4 I SC5
5
6 O KD7
7
8
9

10

A B

 
 

菜单键连接端子(仅限于 FCU6-KB022、) 
（连接 FCU6-DUN22 的 J2 电缆。） 
J2  

1A

1B

10A

10B  

1
2
3
4
5
6
7
8
9
10

1
2
3
4
5
6
7
8
9
10

KBD3

I I

O

SC3 SC5

A B

I I
I I
I

SC7 SC11
SC13 SC15
SC17

KBD2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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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6 键盘和显示器单元的安装间隔 

一般来说，将显示器单元和键盘单元并列安装。 

分隔安装通信终端和键盘时，请以下述范围为安装间隔的标准。 

 

(1) 安装间隔安装在平面构造处。 

(2) 根据造操作柜的构造和其他机器的配置，不排除安装间隔很小的情况。 

(3) 键盘单元通过显示单元的 CR03电缆(FCU6-KB022是指 F054电缆)和 J2电缆连接。 

 
 FCUA-LD10 

  纵置时                 横置时 

MITSUBISHIMITSUBISHI

100mm
( Max. )

10mm ( Max. )

 
 
 FCU6-DUT32/FCU6-DUN33 

  纵置时                       横置时 

200mm
( Max. )

200mm ( Ma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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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CU6-DUN22 

  纵置时                横置时 

150mm ( Max. )
300mm
( Max. )

 
 

 FCUA-EL10/FCUA-CR10 

 使用了 FCUA-KB10/KB12的显示单元因 CR04/CR04-2电缆较短，无法保留较大的安装间隔。 

 
 

 注意 
 
 请勿将插头接入本说明书中所示以外的电压。否则可能导致插头破裂、损坏。 

 错误连接会导致设备损坏，因此请将电缆与规定的相应插头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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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显示器单元和键盘单元分开设置时，请参考下列插头配置布置机床操作柜。 

   

CR03

J 2ｹー ﾌﾞ ﾙ
（ L=0. 39m）

8

A

B
C

D

E

F

47

G H (部品高さ )

CR01

Ｆ ＣＵＡ－Ｌ Ｄ１ ０ ： ＲＸ ２ １ ３ カード
Ｆ ＣＵ６－ＤＵＴ ３ ２ ： ＲＸ ２ １ ５ カード

 

卡

电缆 

部件高度

卡 

 
 

   

CR03

J 2ｹー ﾌﾞ ﾙ
（ L=0. 39m）

8

A

B
C

D

E

F

47

G H (部品高さ )

Ｒ Ｘ ２ １ ２ カ ード ＱＹ ２ ８ ７ カ ード

CR01

 

FCUA-LD10 
FCU6-DUT32 

FCU6-DUN33 

FCUA-KB20 
FCUA-KB30 

卡 卡 

电缆

部件高度

 
 
 

   

J1

J2

41
24

45
44

46

20
0

812
14015

20
        单位:mm 
显示器单元

型号名称 G H CR03
CableA B C D E F 

FCUA-LD10 200 260 78 48 26 59 22 20 200 
FCU6-DUT32 210 270 30 18 30 86 9 30 500 
FCU6-DUN33 210 270 150 25 19 124 9 30 500 

 J2电缆长度:39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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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基本 I/O 单元的连接 

6.1 I/O 单元的概要 

基本 I/O 单元在伺服驱动器单元、同期进给编码器、跳跃信号、远程 

I/O 单元的连接中使用。每 1 台控制单元必须有 1 个基本 I/O 单元。 

 

 
6.1.1 型号名称的构成 

      FCU6－ DX  3 5 0 
 

 

 

 

 

 

 

 

 

 
6.1.2 各单元的构成和功能 

机械输入回路的类型和点数 

  FCU6-DX350 FCU6-DX351 FCU6-DX450 FCU6-DX451 
1 输入类型 漏极／源极 
2 COM 插针连接 DC24V 0V（RG） 
3 输入点数 48 点 64 点 

 

 

机械输出回路的类型和点数 

  FCU6-DX350 FCU6-DX351 FCU6-DX450 FCU6-DX451 
1 输出类型 漏极类型 源极类型 漏极类型 源极类型 
2 输出电流 60mA／1 点 
3 输出点数 48 点 64 点 

 

机械输入输出插头以外的规格通用。 

 

0：漏极输出 
1：源极输出 

5：串行 1CH＋附手动脉冲发生器 3CH 

3：DI48 点／DO48 点 
4：DI64 点／DO64 点 

DX：基本 I/O 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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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基本 I/O 单元的连接系统图 

Ｍ６ ０ /Ｍ６ ０ Ｓ シリ ーズ
制御ユニ ッ ト

F010ケ ーブ ル
CF10 SV1

SV2

ENC1

SKI P

RI O1

RI O2

CF31

CF32

CF33

CF34

↑ ↑
0 1

CS1 CS2

ベース Ｉ ／Ｏユニ ッ ト

CF10 サーボド ラ イ ブ ユニ ッ ト

サーボド ラ イ ブ ユニ ッ ト

同期送り エ ン コ ーダ

ス キッ プ 信号

リ モ ート Ｉ ／Ｏユニ ッ ト

リ モ ート Ｉ ／Ｏユニ ッ ト

Ｄ ／Ｉ Ｎ

Ｄ ／Ｉ Ｎ

Ｄ ／ＯＵ Ｔ

Ｄ ／ＯＵ Ｔ

SH21ケーブ ル

SH21ケーブ ル

F040ケーブ ル

R211ケーブ ル

R211ケーブ ル

R301ケーブ ル

R301ケーブ ル

R301ケーブ ル

R301ケーブ ル

F032ケーブ ル

F050ケ ーブ ル

CF11

CF11
Ｒ Ｓ －２ ３ ２ Ｃ 　 ポ－ト 番号２

第１ 手動パルス 発生器　

第３ 手動パルス 発生器

第２ 手動パルス 発生器　

RS232C

HANDLE
F020ケーブ ル

安定化電源

DCI N

機能追加ｶ ﾄーﾞ
HR211

※ Ｃ Ｓ １ 、 Ｃ Ｓ ２ はリ モ ート Ｉ ／Ｏ通信の局番を 設定し ます。

1CH

3CH

2CH
F022ケーブ ル

F021ケーブ ル

DC24V

 
 

（注意）基本 I/O 单元占有远程 I/O 通信（MC 链接 B 通信）的 2 个通道。 

 

伺服驱动单元 

伺服驱动单元 

同期给进编码器 

跳跃信号 

远程 I/O 单元 

远程 I/O 单元 

端口编号 2 

第 1 手动脉冲发生器 

第 2 手动脉冲发生器 

第 2 手动脉冲发生器 

电缆 

电缆 

电缆 

电缆 

电缆

电缆 

电缆 

电缆 

电缆 

电缆 

电缆 

电缆 

电缆 

电缆 

电缆 

稳压电源 

追加功能卡

CS1※ 、CS2 设定远程 I/O 通信的局号。 

基本 I/O 单元 M60/M60S 系列控制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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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O 单元名称 

插头名称 FCU6－DX350 FCU6－DX351 FCU6－DX450 FCU6－DX451 

CF10 与控制单元的连接 
（伺服驱动器单元、同期进给编码器、跳跃信号、远程 I/O 单元） 

CF11 与控制单元的连接（＋5V、RS－232C、手动脉冲发生器） 
SV1 与伺服驱动器单元／主轴驱动器单元的连接。 
SV2 与辅助轴的连接。 

ENC1 与同期进给编码器的连接。使用 2 台同期进给编码器时，请将第 2 台连接到控制单元的 ENC2。
跳跃 跳跃信号输入的连接。最多可使用 8 点。 
RI01 已连接远程 I/O 单元。在本单元上占有两个通道， 

因此可使用 6 个通道的追加远程 I/O 单元。 
RI02 已远程 I/O 单元。 
CF31 DI：32 点（漏极/源极） DI：32 点（漏极/源极） 
CF32 DI：16 点（漏极/源极） DI：32 点（漏极/源极） 
CF33 DO：32 点（漏极型） DO：32 点（源极型） DO：32 点（漏极型） DO：32 点（源极型）

CF34 DO：:16 点（漏极型） DO：16 点（源极型） DO：32 点（漏极型） DO：32 点（源极型）

RS232C 与 RS－232C 机器的连接 
HANDLE 与 DC12V 电源类型的手动脉冲发生器的连接。最多可连接 3 个。 

 

 

CS1 
旋转型开关 CS1：远程 I/O 通信 1CH 的 DI：X0－X1F， 
DO：设定 Y0－Y1F 的各 32 点的通道编号。 
通常使用 “0” 设定。 

CS2 
旋转型开关 CS2：远程 I/O 通信 1CH 的 DI：X20－X3F， 
DO：设定 Y20－Y3F 的各 32 点的通道编号。 
通常使用“1”设定。 

 

※根据旋转型开关 CS1、CS2 的设定因机械的构成及其他远程 I/O 单元使用的有无而不同。 

  请在 0～7 范围内进行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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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输入输出端子 
I/O 

X10
X11
X12
X13
X14
X15
X16
X17
X18
X19
X1A
X1B
X1C
X1D
X1E
X1F

COM
0V( RG)
0V( RG)

X0
X1
X2
X3
X4
X5
X6
X7
X8
X9
XA
XB
XC
XD
XE
XF

COM
DC24V
DC24V

20
19
18
17
16
15
14
13
12
11
10
9
8
7
6
5
4
3
2
1

20
19
18
17
16
15
14
13
12
11
10
9
8
7
6
5
4
3
2
1

I
I
I
I
I
I
I
I
I
I
I
I
I
I
I
I

I

CF31
B A

I
I
I
I
I
I
I
I
I
I
I
I
I
I
I
I

I

 

20
19
18
17
16
15
14
13
12
11
10
9
8
7
6
5
4
3
2
1

20
19
18
17
16
15
14
13
12
11
10
9
8
7
6
5
4
3
2
1

I
I
I
I
I
I
I
I
I
I
I
I
I
I
I
I

I

CF32

X20
X21
X22
X23
X24
X25
X26
X27
X28
X29
X2A
X2B
X2C
X2D
X2E
X2F

COM
DC24V
DC24V

( X30)
( X31)
( X32)
( X33)
( X34)
( X35)
( X36)
( X37)
( X38)
( X39)
( X3A)
( X3B)
( X3C)
( X3D)
( X3E)
( X3F)

COM
0V( RG)
0V( RG)

I
I
I
I
I
I
I
I
I
I
I
I
I
I
I
I

I

B A

 
 （）的设备仅限于 FCU6－DX450／451 时使用

 
 

Y0
Y1
Y2
Y3
Y4
Y5
Y6
Y7
Y8
Y9
YA
YB
YC
YD
YE
YF

DC24V
DC24V

20
19
18
17
16
15
14
13
12
11
10
9
8
7
6
5
4
3
2
1

20
19
18
17
16
15
14
13
12
11
10
9
8
7
6
5
4
3
2
1

CF33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Y10
Y11
Y12
Y13
Y14
Y15
Y16
Y17
Y18
Y19
Y1A
Y1B
Y1C
Y1D
Y1E
Y1F

0V( RG)
0V( RG)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B A

 

20
19
18
17
16
15
14
13
12
11
10
9
8
7
6
5
4
3
2
1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20
19
18
17
16
15
14
13
12
11
10
9
8
7
6
5
4
3
2
1

CF34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Y20
Y21
Y22
Y23
Y24
Y25
Y26
Y27
Y28
Y29
Y2A
Y2B
Y2C
Y2D
Y2E
Y2F

DC24V
DC24V

( Y30)
( Y31)
( Y32)
( Y33)
( Y34)
( Y35)
( Y36)
( Y37)
( Y38)
( Y39)
( Y3A)
( Y3B)
( Y3C)
( Y3D)
( Y3E)
( Y3F)

0V( RG)
0V( RG)

B A

 
 （）的设备仅限于 FCU6－DX450／451 时使用

 
 Ｃ Ｓ １

０
 

Ｃ Ｓ ２

１
 

 ＜电缆端插头型号名称＞ 
插头    ：7940-6500SC 
推荐厂家：住友 3M 

※设定 CS1 为“0”，CS2 为“1”时的示例。 
 详情请参照 PLC 接口说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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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电源的连接 

通过 DCIN 插头提供基本 I/O 单元 DC24V 电源。 

 

 

 

（注）无论是漏极型还是源极型，都必须输入 DC24V 电源。 

基本 I/O 单元 

卡 ad on 用安装孔 

基本 I/O 单元内部电源系统 

稳压电源 

稳压电源 

电缆 

未使用

未使用

未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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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I/O 信号的连接 

(1) CF31、CF32 的输入回路的规格 

通过输入是将 DC24V 还是 0V（RG）连接到 COM，切换漏极／源极。输入点数 48 点或 64 点，输入设备番编号为

X0～X3F。 

漏极型     源极型 

DC24V

制御回路

（ 機械側）

△

△

2. 2kΩ

2. 2kΩ

制御回路

（ 機械側）

0V( RG)

DC24V CF31/32CF31/32

△

△

△ △

2. 2kΩ

2. 2kΩ

△

△0V( RG)

0V( RG)
COM COM

 
 

输入条件 

输入信号请控制在下述条件范围内。 

  漏极型 源极型 
1   外部触点接通时输入电压 6V 以下 18V 以上、25．2V 以下 
2   外部触点接通时输入电流 9mA 以上 
3   外部触点接通时输入电压 20V 以上、25．2V 以下 4V 以下 
4   外部触点接通时输入电流 2mA 以下 
5   允许振荡时间 3ms 以下   （参照下图 T1） 
6   输入信号保持时间 40ms 以上  （参照下图 T2） 
7   输入回路动作延迟时间 3ms  ≦ T3  ≒ T4  ≦ 16ms 
8   机械端接点容量 +30V 以上、16mA 以上 

 
 

输入信号保持时间 ： 40ms 以上。保持时间必须为 PLC 的处理周期所需的 

时间以上，否则无法识别输入信号。 
 

Ｔ 1 Ｔ 1 Ｔ 1 Ｔ 1
Ｔ 2 Ｔ 2

Ｔ 3 Ｔ 4 Ｔ 3 Ｔ 4  

＜注意事项＞

控制回路 控制回路

（机械端）
（机械端）



6. 基本 I/O 单元的连接 

6.4 I/O 信号的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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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CF33，CF34 的输出回路的规格 

输出固定为漏极或源极输出。输出点数 48 点或 64 点，输出使用的插针为 Y0～Y2F 或 Y0～Y3F。请在下述规格范

围内选用。 

漏极型     源极型 

制御回路

RA

R
PL

CF33/34

(機械側)

△

DC24V

0V( RG)

R

（ 機械側）

制御回路

RA

PL

CF33/34

△

DC24V

0V( RG)

 
 

输出条件 

绝缘方式 非绝缘 
额定负载电压电压 DC24V 
最大输出电流 60mA/1 点 
输出延迟时间 40μs 

 

(3)旋转型开关（CS1，CS2）的设定 

CS1 
旋转型开关 CS1：第 1 系统的远程 I/O 的 DI：X0－X1F。 
DO：设定 Y0－Y1F 的各 32 点的通道编号。 
通常设定为“0”。 

CS2 
旋转型开关 CS2：第 1 系统 的远程 I/O 的 DI：X20－X3F， 
DO：设定 Y20－Y3F 的各 32 点的通道编号。 
通常设定为“1”。 

  本卡占有 2 通道。 

 
 

 
＊对继电器等感性负载，请务必与该负载并联一个二极管（耐压100V 以上、100mA 以上）。 
＊对指示灯等容性负载，为了限制浪涌电流，请务必要将保护电阻（R=150Ω）与该负载串联在一起。 
（包括瞬时电流在内，请限制在上述允许电流以下。） 

 

 

 注意 
 

 对继电器等感性负载，请务必将二极管与该负载并联，以防止干扰。 

 

 对指示灯等容量性负载必须与其他负载串联连接保护电阻。以防止突入电流。 

＜注意事项＞

控制回路
控制回路

（机械端）

（机械端） 



6. 基本 I/O 单元的连接 

6.5 远程 I/O 单元的连接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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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远程 I/O 单元的连接示例 

通过将远程 I/O 单元连接到基本 I/O 单元，可以扩展 I/O 点数。 

关于远程 I/O 单元请参照第 7 章 远程 I/O 单元的连接。 

 

（使用远程 I/O 单元时的连接示例）   （例）远程 I/O 单元 

          FCUA-DX11□/FCUA-DX12□ 

 

CF31CF32
CF34CF33

HANDLE

RS232C

CF11

SKI P
ENC1

SV1SV2

RI O2RI O1 DCI N

CR31

Ｍ６ ４ ／Ｍ６ ５ ／Ｍ６ ６ はＲ Ｉ Ｏ２
は使用し ま せん。

（ 前）

（ 後）

正面図

底面図

AMP

D-3

X

終端抵抗（ Ｒ－Ｔ Ｍ）

FCUA-R211ｹー ﾌﾞ ﾙ

コ ン タ ク ト 及びコ ネク タ ーメ ーカ
タ イ コ エ レ ク ト ロ ニ ク ス ア ン プ  

 

 

 

 

(2) RIO1 的终端电阻 

将终端电阻连接到与 RIO1 连接的远程 I/O 单元的最终端。 

 

 终端电阻型号名称：R－TM 参照附录 2.22 

 

终端电阻(R-TM) 
 

 
 

接触器及插头 制造商 
Tyco Electronics AMP 
 

正面图

底面图

（前）

（后）

电缆 

终端电阻 

M64/M65/M66 中不使用 RIO2 

接触器及插头制造厂家 
Tyco Electronics AMP 



6. 基本 I/O 单元的连接 

6.6 伺服驱动器单元的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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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伺服驱动器单元的连接 

请将伺服驱动器单元连接到基本 I/O 单元的 SV1（伺服轴、PLC 轴、主轴）、SV2（辅助轴：MR－J2－CT）。 

关于可与 SV1、SV2 连接的伺服驱动器单元、主轴驱动器单元的台数和种类，请参照 M60/M60S 系列规格说明书（BNP

－B2210）。 

 

CF31CF32
CF34CF33

HANDLE

RS232C

CF11

SKI P
ENC1

SV1SV2

RI O2RI O1 DCI N

CR31

サーボド ラ イ ブ ユニ ッ ト

（ サーボ軸、 Ｐ Ｌ Ｃ 軸、 主軸）

（ 周辺軸）

サーボド ラ イ ブ ユニ ッ ト

コネクター名称
SV1,SV2

SH21/( FCUA-R000) ｹー ﾌﾞ ﾙ

SH21/( FCUA-R000) ｹー ﾌﾞ ﾙ

MITSUBISHI
MDS- B- SVJ2

E

コ ネク タ 型名
Ｃ Ｎ １ Ａ

※ サーボド ラ イ ブ ユニ ッ ト の最終ユニ ッ ト には、
　 終端コ ネク タ ま たはバッ テ リ ーユニ ッ ト を接続     

し て く だ さ い。  
＜关联项目＞ 

电缆制作图：附录 2（SH21 电缆） 

插头名称

电缆 

电缆

伺服驱动单元 

插头型号名称

伺服驱动单元 

（伺服轴、PLC 轴、主轴） 

（辅助轴）

※请将终端插头或电池单元与伺服驱动器单元的最

终单元连接。 



6. 基本 I/O 单元的连接 

6.7 同期进给编码器的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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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同期进给编码器的连接 

请将同期进给编码器连接到 I/O 单元的 ENC1。 

另外，需连接第 2 台同期进给编码器时，请将其连接到控制单元的 ENC2。 

 

 
 

 

 

 

 

 

 

＜关联项目＞ 

外形图：附录 1 

电缆制作图：附录 2（F040 电缆） 

插头针脚定义： 

6.10 基本 I/O 单元的插头针脚定义（ENC1） 

4.2.8  控制单元的插头针脚定义（ENC2） 

 

A ENC1A K 0V 
B ENC1Z L  
C ENC1B M  
D  N ENC1A＊ 
E 接地插头盒 P ENC1Z＊ 
F  R ENC1B＊ 
G  S  
H DC5V T  
J    

 

基本 I/O 单元 

控制单元 

同期进给编码器（第 1 台） 

同期进给编码器（第 2 台） 

电缆

电缆

编码器端 

编码器端 

电缆

电缆

（相当）

（相当）



6. 基本 I/O 单元的连接 

6.8 跳跃信号（传感器）的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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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跳跃信号（传感器）的连接 

请将跳跃信号连接到基本 I/O 单元的跳跃。 

跳跃信号使用于高速信号的处理。请务必对电缆实施屏蔽处理。 

 

(1) 跳跃信号电缆 

ベース Ｉ ／Ｏユニ ッ ト

SKI P

2. 2kΩ

2. 2kΩ

2. 2kΩ

2. 2kΩ

2. 2kΩ

2. 2kΩ

2. 2kΩ

2. 2kΩ

制御回路

2

10

3

11

5

13

6

14

1

8

9

15

安定化電源

FG

SKI P I N1

SKI P I N2

SKI P I N3

SKI P I N4

SKI P I N5

SKI P I N6

SKI P I N7

SKI P I N8

FG

DC24V

U

U

△

△

△

△

△

△

△

△

0V( RG)

△

△

△

△

△

△

△

△

 
(2) 输入条件 

输入信号请保持在下述条件范围内． 

1 外部触点 ON 时输入电压 18V 以上、25．2V 以下 
2 外部触点 ON 时输入电流 9mA 以上 
3 外部触点 ON 时输入电压 4V 以下 
4 外部触点 ON 时输入电流 1mA 以下 
5 输入信号保持时间（Ton） 2ms 以上 
6 内部响应时间 0．08ms 以下 
7 机械端接点容量 ＋30V 以上、16mA 以上 

 

＜关联项目＞ 

插头针脚定义：6.10 基本 I/O 单元的插头针脚定义（跳跃） 
 

 注意 
 

 请勿将插头接入本说明书中所示以外的电压。否则可能导致插头破裂、损坏。 

 错误连接会导致设备损坏，因此请将电缆与规定的相应插头连接。 

 
Ton

24V

0V t

Ton ≧ 2ms  

基本 I/O 单元 

稳压电源 

控制回路 



6. 基本 I/O 单元的连接 

6.9 手脉冲发生器的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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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手动脉冲发生器的连接 

手动脉冲发生器的连接是将 F020／021／022 电缆连接到 HR211 卡的 HANDLE。最多可连接 3 个手动脉冲发生器。 

（有关电缆的详情请参照附录 2.5 F020／021／022 电缆制作图。） 

 

HANDLE

RS232C

CF11

SKI P
ENC1

SV1SV2

RI O2
RI O1

DCI N

CR31

12V 0V A B

手動パルス 発生器
Ｆ Ｃ Ｕ Ａ －Ｈ Ｄ ６ ０

裏面図

4-M3

NO. 1

F020ケ－ブ ル

手動パルス 発生器を １ 個接続する場合

手動パルス 発生器を ２ 個接続する 場合

12V 0V A B

手動パルス 発生器
Ｆ Ｃ Ｕ Ａ －Ｈ Ｄ ６ ０

裏面図

12V 0V A B

4-M3

NO. 1NO. 2

　 F021ケ－ブ ル

 
 

 

 注意 
 

 请勿将插头接入本说明书中所示以外的电压。否则可能导致插头破裂、损坏。 

 错误连接会导致设备损坏，因此请将电缆与规定的相应插头连接。 

 
 

连接 1 个手动脉冲发生器时 

连接 1 个手动脉冲发生器时 

手动脉冲发生器 
FCUA-HD60 

内部图 

手动脉冲发生器 
FCUA-HD60 

内部图 

电缆 

电缆 



6. 基本 I/O 单元的连接 

6.9 手脉冲发生器的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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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追加 I/O 单元连接手动脉冲发生器（HD60）以外的机器（脉冲发生器）时，请在下述规格范围内选用，并确认机器

动作。市售的手动脉冲发生器有 25pulse／rev 型和 100pulse／rev 型两种。 

在 MELDAS60／60S 系列内部， 1 脉冲将递增到 4 倍，因此请选用 25pulse／rev 型。 

 

输入输出条件 

输入脉冲的信号形态 A 相、B 相的相位差 90 度（参照以下波形(e)） 
输入信号电压 H 等级 3.5V～5．25V、 L 等级 0V～0．5V 
输入脉冲的最大频率 100kHz 
脉冲发生器用电源电压 DC12V ± 10％ 
最大输出电流 300mA 
1 转的脉冲数 25pulse／rev （HD60 时为 25pulse／rev） 
 

输入波形 输入波形的相位误差请控制在±T／10（T：周期）以内。 

 

Ａ (Ｂ )相

Ｂ (Ａ )相

T

ｅa b c d

 
 

a.b.c.d.e：A 相或 B 相的上升沿(下降沿)相位差＝T／4±T／10 

T：A 或 B 相的周期（最小 10μs） 

 

输入输出回路 

DC12V 10, 12, 14
9, 11, 130V( GND)

出力

入力

470Ω

220Ω 4700pF
1
3
5

470Ω

220Ω 4700pF2
4
6

制御回路

HA1
HA2
HA3

HB1
HB2
HB3

コ ネク タ ーピ ン 番 +5V

+5V

+5V

0V(LG)

0V( LG)

输入 

输出 

控制回路 

插头针脚编号

A(B)相 

B(A)相 



6. 基本 I/O 单元的连接 

6.10 插头针脚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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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0 插头针脚定义 

(1) 基本 I/O 单元的插头 

 

伺服驱动器单元连接端子 
SV1 110

1120  

＜电缆端插头型号名称＞ 
插头    ：10120-6000EL 
壳体    ：10320-3210-000 
推荐厂家：住友 3M 
 

GND
SVTXD1
SVALM1
SVRXD1
GND

SVEMG1

+5V

GND
SVTXD1*
SVALM1*
SVRXD1*
GND

SVEMG1*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O
I
I

O

O

O
I
I

O

 
 
 

伺服驱动器单元连接端子 
SV2 110

1120  

＜电缆端插头型号名称＞ 
插头    ：10120-6000EL 
壳体    ：10320-3210-000 
推荐厂家：住友 3M 
 
 

GND
SVTXD2
SVALM2
SVRXD2
GND

SVEMG2

+5V

GND
SVTXD2*
SVALM2*
SVRXD2*
GND

SVEMG2*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O
I
I

O

O

O
I
I

O

 

 

控制单元连接端子 

CF10 125

50 26  

＜电缆端插头型号名称＞ 

插头    ：10150-6000EL 
壳体    ：10350-3210-000 
推荐厂家：住友 3M 
 

 

 

 

 

 

 

 

 

插头针脚定义：请参照 4.2.8  控制单元的插头针脚定

义（CF10）。 

 

同期进给编码器连接端子 
ENC1 15

69  

＜电缆端插头型号名称＞ 
插头    ：CDE-9PF 
插针    ：CD-PC-111 
插头盒  ：HDE-CTH 
推荐厂家：广濑电机 
 

ENC1A
ENC1B
ENC1Z
GND
GND

1
2
3
4
5

I
I
I

ENC1A*
ENC1B*
ENC1Z*
+5V

6
7
8
9

I
I
I
O

 
 
 
 

 

请将插头盒与屏蔽线连接。

请将插头盒与屏蔽电缆连
接。 

请将插头盒与屏蔽电缆连
接。 

请将插头盒与屏蔽电缆连
接。 



6. 基本 I/O 单元的连接 

6.10 插头针脚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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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 
 

 请勿将插头接入本说明书中所示以外的电压。否则可能导致插头破裂、损坏。 
 

 错误连接会导致设备损坏，因此请将电缆与规定的相应插头连接。 

 
 

电源输入端子（DC24V） 
DCIN 1 2 3

 
 

 
＜电缆端插头型号名称＞ 
插头    ：2-178288-3 
插针    ：1-175218-5 
推荐厂家：Tyco Electronics AMP 

 
I DC24V

0V( RG)
FG

1
2
3

远程 I/O 单元连接端子 
RIO2 1 2 3

 
 

 
＜电缆端插头型号名称＞ 
插头    ：1-178288-3 
插针    ：1-175218-2 
推荐厂家：Tyco Electronics AMP 

 

I /O
I /O

TXRX2
TXRX2*

GND

1
2
3

远程 I/O 单元连接端子 
RIO1 1 2 3

 
 

 
＜电缆端插头型号名称＞ 
插头    ：1-178288-3 
插针    ：1-175218-2 
推荐厂家：Tyco Electronics AMP 

 
I /O
I /O

TXRX1
TXRX1*

GND

1
2
3

 

跳跃信号输入端子 
SKIP 18

915  

＜电缆端插头型号名称＞ 
插头    ：CDA-15P 
插针    ：CD-PC-111 
插头盒  ：HDA-CTH 
推荐厂家：广濑电机 
 

GND
SKI P I N1
SKI P I N3

SKI P I N5
SKI P I N7

GND

1
2
3
4
5
6
7
8

I
I

I
I

GND
SKI P I N2
SKI P I N4

SKI P I N6
SKI P I N8
GND

9
10
11
12
13
14
15

I
I

I
I

 
 请将插头盒与屏蔽电缆连接。 

 请使用镍铬镀金部件。 
 



6. 基本 I/O 单元的连接 

6.10 插头针脚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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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追加 I/O 单元的插头 

 

 

 

 

 

 

 

 

 

 

 

 

 

 

 

 

 

 

 

 

 

 

 

 

 

 

 

 

 

 

 

 

 

 

 

 
 

 注意 
 

 请勿将插头接入本说明书中所示以外的电压。否则可能导致插头破裂、损坏。 
 

 错误连接会导致设备损坏，因此请将电缆与规定的相应插头连接。 

 

手动脉冲发生器连接端子 
HANDLE 
 
参考资料 
附录 2.5 F020/21/22 
电缆构成图 

18

915  
 
＜电缆端插头型号名称＞ 
插头    ：CDA-15P 
插针    ：CD-PC-111 
插头盒  ：HDA-CTH 
推荐厂家：广濑电机 

1HA
1HB
2HA
2HB
3HA
3HB

1
2
3
4
5
6
7
8

I
I
I
I
I
I

GND
DC12V
GND
DC12V
GND
DC12V

9
10
11
12
13
14
15

O

O

O

 

RS－232C 功能连接端子 
RS232C 
 
 
 
参考资料 
附录 2.6 F030/31/32 
电缆构成图 

 
113

1425
 
＜构成图＞ 
插头    ：CDB-25P 
插针    ：CD-PC-111 
插头盒  ：HDB-CTH 
推荐厂家：广濑电机 

 

SD1　 注)
RD1　 注)
RS1　 注)
CS1　 注)
DR1　 注)
GND

GND
reserve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O
I
O
I
I

SD2
ER2
RD2
CS2

RS2
ER1　 注)
DR2

GND
reserve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O
O
I
I

O
O
I

 
 
信号说明 
SD:传输数据 
RD:接收数据 
RS:传输要求 
CS:可传输 
DR:数据设定就绪 
ER:数据终端就绪 
 
 
 
 
(注)信号名称的 
□□1:服务人员维护用 
□□2:一般开放通道 

控制单元连接端子 
CF11 25A1A

25B1B  
 
 
 
＜电缆端插头型号名称＞ 
插头    ：DHD-RB50-20AN 
推荐厂家：DDK 

 
插头针脚定义：请参照 4.2.8 控制单元的插头针脚定义

（CF11）。 

 



7. 远程 I/O 单元的连接 

7.1 远程 I/O 单元的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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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远程 I/O 单元的连接 

本章对远程 I/O 单元与机械控制信号的连接进行相关说明。 

 

7.1 远程 I/O 单元的概要 

在远程 I/O 单元(FCUA-DX□□□)中，按照可输入输出的信号种类，触点数分为以下 8 种，在与基本 I/O 单元、或通信

终端进行串行连接(MC 链接 B)后使用。 

另外远程 I/O 单元在串行连接时占有通道数的总和不超过 8 的范围内，可将多个单元组合使用。使用基本 I/O 单元的

第 1 系统时，由于基本 I/O 单元使用了 2 通道，因此远程 I/O 单元最大可连接 6 通道。(详情请参照 7.3“使用多台远程 I/O

单元时的通道编号设定”。) 

 

单元型号名称 可对应的机械控制信号 
串行链接的 
占有通道数 

FCUA-DX100 数字输入信号(DI)  : 32 点(光电耦合绝缘)漏极/源极共用型 
数字输出信号(DO) : 32 点(非绝缘)漏极型 1 

FCUA-DX101 数字输入信号(DI)  : 32 点(光电耦合绝缘)漏极/源极共用型 
数字输出信号(DO) : 32 点(非绝缘)源极型 1 

FCUA-DX110 数字输入信号(DI)  : 64 点(光电耦合绝缘)漏极/源极共用型 
数字输出信号(DO) : 48 点(非绝缘)漏极型 2 

FCUA-DX111 数字输入信号(DI)  : 64 点(光电耦合绝缘)漏极/源极共用型 
数字输出信号(DO) : 48 点(非绝缘)源极型 2 

FCUA-DX120 数字输入信号(DI)  : 64 点(光电耦合绝缘)漏极/源极共用型 
数字输出信号(DO) : 48 点(非绝缘)漏极型 
模拟输出(AO)     : 1 点 

2 

FCUA-DX121 数字输入信号(DI)  : 64 点(光电耦合绝缘)漏极/源极共用型 
数字输出信号(DO) : 48 点(非绝缘)源极型 
模拟输出(AO)     : 1 点 

2 

FCUA-DX140 数字输入信号(DI)  : 32 点(光电耦合绝缘)漏极/源极共用型 
数字输出信号(DO) : 32 点(非绝缘)漏极型 
模拟输入(AI)      : 4 点  
模拟输出(AO)     : 1 点 

2 

FCUA-DX141 数字输入信号(DI)  : 32 点(光电耦合绝缘)漏极/源极共用型 
数字输出信号(DO) : 32 点(非绝缘)源极型 
模拟输入(AI)      : 4 点  
模拟输出(AO)     : 1 点 

2 

 

 



7. 远程 I/O 单元的连接 

7.2 远程 I/O 单元的各部分名称 
 

I-87 

7.2 远程 I/O 单元的各部分名称 

 

正面图 正面图 正面图 

(前)

(后)

底面图

５

6 

7

(前) 

(后) 

底面图 

５ 

6 

7 

(前) 

(后) 

底面图 

５

6

7

1 

2 

3 

4 

8

3

9

1 

2 

3 

4 

10 

3 

1

2

3

4

1 

2 

3 

4 

5 

6 

7 

8 

9 

10 

DI-L(机械输入信号用插头) 

DS(传输速度切换开关) 

CS(通道编号切换开关) 

DO-L(机械输出信号用插头) 

RIO1(串行连接用插头#1) 

RIO2(串行连接用插头#2) 

DCIN(DC24V(+)电源输入用插头) 

DI-R(机械输入信号用插头) 

DO-R(机械输出信号用插头) 

AIO(模拟信号输入输出用插头) 

DS

CS

用于切换传输速度 
通常保持左侧状态。 
未使用 

通道编号选择用 

DS 与 CS 的扩大图

1

4
2 5

6
7

AD

9

B

F
E

0

C

8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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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使用多台远程 I/O 单元时的通道编号设定示例 

串行连接（MC 链接B）的占有通道数的总和在8 以下的范围内，多个的远程I/O 单元可以组合使用。 
与基本I/O 单元的RIO 连接的远程I/O 单元，由于基本I/O 单元使用2 个通道，远程I/O 单元的最大连接通道数为6 通道。 

单元型号名称 串行链接的占有通道数 
FCUA-DX10□ 1 
FCUA-DX11□ 2 
FCUA-DX12□ 2 
FCUA-DX14□ 2 

使用多个远程I/O 单元时，必须给每个单元设定固定的通道号。 
FCUA-DX10□单元内有一处用于通道编号设定的开关，另外，FCUA-DX11□，DX12□，DX14□单元内有两处。 

各自必须在 0～7 范围内设定固定的通道编号。 

 
<设定示例 1> 

基本 I/O 单元  

CS2 CS1

1 0 

FCUA-DX10□单元 

2

占有通道数：1 

占有通道数总计： 3

SKIP 
ENC

CR31
SV2 SV1

RIO2 DCINRIO1

CF31 CF32 
CF33 CF34 

<设定示例 2> 

基本 I/O 单元 

CS2 CS1

1 0 

FCUA-DX10□单元 

2

占有通道数：1

占有通道数总计：5

SKIP 
ENC

CR31
SV2 SV1

RIO2 DCINRIO1 

CF31 CF32 
CF33 CF34 

3 4

占有通道数：2 

FCUA-DX11□单元 
或 
FCUA-DX12□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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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定示例 3> 

基本 I/O 单元 

CS2 CS1

1 0 FCUA-DX11□单元 或 FCUA-DX12□单元  3 台 

2
占有通道数：2

占有通道数总计：8 

(最大构成) 

SKIP 
ENC1 

CR31 
SV2 SV1

RIO2 DCIN
RIO1 

占有通道数：2
3 4 5 6 7 

占有通道数：2

 
 
 
 

 
 
各单元输入输出信号的地址分配随通道号的设定同步变化。 
详情请参照“PLC 接口说明书 (BNP-B2211)”。 

 

 

<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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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数字信号输入回路的概要 

数字信号输入回路有漏极型和源极型两种。 

请参考下列配线图，对各类型进行配线。 

 

 输入回路 

COM

(机械端) 

A3,B3

漏极型 

DI-L/DI-R 

0V(RG) 

0V(RG) 

0V(RG) 

0V(RG) 

0V(RG) 

DC24V(+) 

2.2kΩ

2.2kΩ

2.2kΩ

2.2kΩ

2.2kΩ

控制回路

COM

(机械端) 

A3，B3

源极型 

DI-L/DI-R 

0V(RG) 

DC24V(+) 2.2kΩ

2.2kΩ

2.2kΩ

2.2kΩ

2.2kΩ

控制回路

DC24V(+) 

DC24V(+) 

DC24V(+) 

DC24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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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条件 

请将输入信号限制在下述条件范围内。 

  漏极型 源极型 
1 外部触点 ON 时输入电压 6V 以下 18V 以上、25.2V 以下 
2 外部触点 ON 时输入电流 9mA 以上 
3 外部触点 OFF 时输入电压 20V 以上、25.2V 以下 4V 以下 
4 外部触点 OFF 时输入电流 2mA 以下 
5 允许振荡时间 3ms 以下   (参照下图 T1) 
6 输入信号保持时间 40ms 以上  (参照下图 T2) 
7 输入回路动作延迟时间 3ms  T3  T4  16ms≦ ≒ ≦  
8 机械端接点容量 30V 以上、16mA 以上 

 
 

输入信号保持时间：  40ms 以上。保持时间必须为 PLC 的处理周期所需的 

时间以上，否则无法识别输入信号。 
 

 

 
 T1  T1  T1 T1 

 T2 T2 

 T4  T4  T3 T3  
 

 

<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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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数字信号输出回路的概要 

数字信号输出回路有漏极型(DX1□0)和源极型(DX1□1)两种。 

请在下述规格范围内选用。 

输出回路 

 

R

(机械端)

控制回路  

DC24V(+) 

漏极型(DX1□0) 

RA

PL

D0-L/DO-R

R

源极型(DX1□1) 

RA

PL

DC24V(+)

DO-L/DO-R

控制回路 

(机械端)

 
 

输出条件 

绝缘方式 非绝缘 
额定负载电压 DC24V 
最大输出电流 60mA/1 点 
输出延迟时间 40μs 

 
 

 
＊对继电器等感性负载，请务必将二极管与该负载并联。（耐压100V 以上、100mA 以上）。 
＊指示灯等容量性负载必须与其他负载串联连接保护电阻（R=150Ω），防止突入电流。 
（包括瞬时电流在内，请限制在上述允许电流以下。） 

 
 
 

 注意 
 

  对继电器等感性负载，请务必将二极管与该负载并联。 

 

 指示灯等容量性负载必须与其他负载串联连接保护电阻，防止突入电流。 
 
 

<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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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模拟信号输出回路的概要 

模拟信号输出回路在 FCUA-DX120/DX121/DX140/DX141 中可使用。 

 

输出回路 

 

DAC

R

220Ω R
A0 

A0* 
OV(LG)

 
 

 

输出条件 

 

输出电压 0V ～ ±10V (±5%) 
分辩率 12bit(±10V×n/4096)(注) 
负载条件 10kΩ负载电阻 
输出阻抗 220Ω 

(注) n=(20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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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模拟信号输入回路的概要 

模拟信号输入回路可在 FCUA-DX140/DX141 单元中使用。 

 

输入回路 

 

ADC150Ω
AI 

AI* 

OV(LG)

 
 

 

输入条件 

 

输入最大额定 ±15V 
分辩率 10V/2000 (5mV) 
精度 ±25mV 以内 
AD 输入采样时间 14.2ms(AI0)/42.6ms(AI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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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FCUA-DX10□/14□单元和机械控制信号的连接 

输入 输出 
机械输入输出信号的种类/点数 

32 点 32 点 

 

DO-L

R300 电缆/ 
R301 电缆 

机械信号 

DI-L

R300 电缆/ 
R301 电缆 

机械信号 

FCUA-DX10□ 
或 
FCUA-DX14□ 

 
远程 I/O 单元的电缆有 R300 和 R301 电缆两种。 

R300 电缆被切断一端，因此 R301 电缆为和泉电气制造出品的端子台 BX1F-T40A(注 1)连接的电缆。请备用 R300-3M

及 R301-3M。需要使用长度大于 3m 的电缆时，请使用插头组 CN300，CS301。 

插头一端的 CN300(另售、一端插入)包含 DI-L(DI-R)和 DO-L(DO-R)用的 2 个插头。另外，插头组 CS301(另售、两端

插入)包含 DI-L 和 DO-L 用的 2 个插头，以及 2 个用于连接端子台(和泉电气制造出品)的插头。 

(注 1) 和泉电气制造出品 I/O 终端 BX1F-T40 

<连接的概要> 

 

DC24V(+
)

DC24V(+

机械控制柜 

DI-L FCUA-DX100/140

COM A3 
B3 

B1 
B2 
A1 
A2 

B1 
B2 
A1 
A2 

2.2kΩ 输入回路  
漏极型 

输出回路 
漏极型 

DO-L 

0V 
(RG) 

RA 

PL 

控制回路

稳压电源 

DCIN

DC24V(+) 0V FG

1 2 3 
RIORIO

FG

DC24V(+)

机械控制柜

DI-L FCUA-DX101/141

COM A3
B3

B1
B2
A1
A2

B1
B2
A1
A2

2.2kΩ 输入回路 
源极型 

输出回路 
源极型 

DO-L

0V(RG)

RA

PL

控制回路

稳压电源

DCIN 

DC24V(+) 0V FG

1 2 3 
RIO2 RIO1 

FG

0V(RG)

 
 注意 
 错误连接会导致设备损坏，因此请将电缆与规定的相应插头连接。 

 通电状态下，请勿连接、插拔各单元间的连接电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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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号分配表＞ 

 

DI-L

机械端控制柜等 

<注意> 
使用 2 台以上远程 I/O 单元，或与通信
终端连接时，信号的分配发生变化。详
情请参照“PLC 接口说明书”。 
下面以通道编号设定为“2”举例说明 I/O
的信号分配。 

DC24V(+) 

0V(RG) 

RA 

DC24V(+) 

0V(RG) 

PL 

0V(RG) 

DC24V(+) 

DO-L

FCUA-DX10□/14□ 

B
X40 
X41 
X42 
X43 
X44 
X45 
X46 
X47 
X48 
X49 
X4A 
X4B 
X4C 
X4D 
X4E 
X4F 
 
COM
DC24V
DC24V

B 

20 
19 
18 
17 
16 
15 
14 
13 
12 
11 
10 
9 
8 
7 
6 
5 
4 
3 
2 
1 

A 
X50 
X51 
X52 
X53 
X54 
X55 
X56 
X57 
X58 
X59 
X5A 
X5B 
X5C 
X5D 
X5E 
X5F 
 
COM 
0V(RG) 
0V(RG) 

A 

DI-L 

B
Y40 
Y41 
Y42 
Y43 
Y44 
Y45 
Y46 
Y47 
Y48 
Y49 
Y4A 
Y4B 
Y4C 
Y4D 
Y4E 
Y4F 
 
 
DC24V
DC24V

B 

20 
19 
18 
17 
16 
15 
14 
13 
12 
11 
10 
9 
8 
7 
6 
5 
4 
3 
2 
1 

A 
Y50 
Y51 
Y52 
Y53 
Y54 
Y55 
Y56 
Y57 
Y58 
Y59 
Y5A 
Y5B 
Y5C 
Y5D 
Y5E 
Y5F 
 
 
0V(RG) 
0V(RG) 

A 

DO-L 

控制单元 

通信终端 

R-TM 

远程 I/O 单元 

Y

DCIN 
1     2     3

 +24V   0V 

RIO1 
1     2     3

TxRx TxRx* LG

RIO2 
1     2     3 

TxRx TxRx* LG 

XX

 
 

<使用的插头> 

X

DCIN (CN220) 
 
插头      ：2-178288-3 
接触器插针：1-175218-5 
制造商    ：Tyco 

Electronics AMP 

Y 
RIO1/RIO2 (CN211)
 
插头      ：1-178288-3 
接触器插针：1-175218-2 
制造商    ：Tyco 

Electronics AMP
 

DI-L/DO-L (CN300) 
 
压接型插头：7940-6500SC 
制造商    ：住友 3M 

终端电阻 (R-TM)
 
 
 
 
制造商：Tyco 

Electronics AMP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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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FCUA-DX14□单元和模拟输入输出信号的连接 

模拟输入输出信号将 R031 电缆连接到“AIO”。模拟输入输出信号可连接输入 4 点、输出 1 点。连接 R031 电缆时，请

使用 CS000(另售、两端插入)。 

 

 

AIO

FCUA-DX14□ 

1 

10 
11 

20 

接触器号 

R031 电缆 

 
 

输入输出回路 

 

 

DAC220Ω R

R

150Ω

ADC

AI0 

A0 

FCUA-DX14□

7 

GND 

输入

输出

接触器插针编号 

GND 
GND 
GND 

AI1 

AI2 
AI3 13 

12 
2 

3 

150Ω

150Ω

150Ω

1 

11 

5 
15 

OV(RG)

OV(RG)
 

 

 

 注意 
 

 错误连接会导致设备损坏，因此请将电缆与规定的相应插头连接。 

 

 通电状态下，请勿连接、插拔各单元间的连接电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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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0 FCUA-DX11□单元和机械控制信号的连接 

 

DO-L

R300 电缆/ 
R301 电缆

机械信号

DI-L

R300 电缆/ 
R301 电缆

机械信号

FCUA-DX11□

DCIN
RIO2 

RIO1 

DI-R

DO-R
 

远程 I/O 单元的电缆有 R300 和 R301 电缆两种。 

R300 电缆一端切断， R301 电缆为和泉电气制造出品的端子台 BX1F-T40A(注 1)连接的电缆。请备用 R300-3M 及

R301-3M。需要使用长度大于 3m 的电缆时，请使用插头组 CN300，CS301。 

插头一端的 CN300(另售、一端插入)包含 DI-L(DI-R)和 DO-L(DO-R)用的 2 个插头。另外，插头组 CS301(另售、两端

插入)包含 DI-L 和 DO-L 用的 2 个插头，以及 2 个用于连接端子台(和泉电气制造出品)的插头。 

(注 1) 和泉电气制造出品 I/O 终端 BX1F-T40 

<连接的概要> 

 

DC24V(+)

DC24V(+) 

机械控制柜 

DI-L/R FCUA-DX110 

COMA3
B3

B1
B2
A1
A2

B1 
B2 
A1 
A2 

2.2kΩ 输入回路 

漏极型 

输出回路 

漏极型 

DO-L/R

0V 
(RG) 

RA 

PL 

控制回路

稳压电源

DCIN

DC24V(+) 0V FG

1 2 3 
RIO2 RIO1

FG

DC24V(+)

机械控制柜

COM A3
B3

B1
B2
A1
A2

B1
B2
A1
A2

2.2kΩ 输入回路 

源极型 

输出回路 

源极型 

0V(RG)

RA

PL

控制回路

稳压电源 

DCIN

DC24V(+) 0V FG

1 2 3 
RIO2 RIO1 

FG

0V

DI-L/R

DO-L/R

FCUA-DX111 

 
 注意 

 
 错误连接会导致设备损坏，因此请将电缆与规定的相应插头连接。 

 

 通电状态下，请勿连接、插拔各单元间的连接电缆。 
 

输入 输出 
机械输入出力信号的种类/点数 

64 点 48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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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号分配表> 

 <注意>
使用 2 台以上远程 I/O 单元，或与通信终端连接
时，信号的分配发生变化。详情请参照“PLC 接口
说明书”。 
下面以通道编号设定为“2”举例说明 I/O 的信号分
配。 

机械端控制柜等 
DC24V(+) 

0V(RG) 

RA 

DC24V(+) 

0V(RG) 

PL 

0V(RG) 

DC24V(+) 

FCUA-DX11□ 

Y

DCIN 

1     2     3

 +24V   0V    FG

RIO1 
1     2     3

TxRx TxRx* LG

RIO2 
1     2     3 

TxRx TxRx* LG 

XX

DC24V(+) 

0V(RG) 

RA 

DC24V(+) 

0V(RG) 

PL 

DI-L 

DI-R 

DO-L 

DO-R 

B 
X60 
X61 
X62 
X63 
X64 
X65 
X66 
X67 
X68 
X69 
X6A 
X6B 
X6C 
X6D 
X6E 
X6F 
 
COM 
DC24V 
DC24V 

B 

20 
19 
18 
17 
16 
15 
14 
13 
12 
11 
10 
9 
8 
7 
6 
5 
4 
3 
2 
1 

A 
X70 
X71 
X72 
X73 
X74 
X75 
X76 
X77 
X78 
X79 
X7A 
X7B 
X7C 
X7D 
X7E 
X7F 
 
COM 
0V(RG) 
0V(RG) 

A 

DI-R 

B 
Y60 
Y61 
Y62 
Y63 
Y64 
Y65 
Y66 
Y67 
Y68 
Y69 
Y6A 
Y6B 
Y6C 
Y6D 
Y6E 
Y6F 
 
 
DC24V 
DC24V 

B 

20 
19 
18 
17 
16 
15 
14 
13 
12 
11 
10 
9 
8 
7 
6 
5 
4 
3 
2 
1 

A 
 
 
 
 
 
 
 
 
 
 
 
 
 
 
 
 
 
 
0V(RG) 
0V(RG) 

A 

DO-R 

B
Y40 
Y41 
Y42 
Y43 
Y44 
Y45 
Y46 
Y47 
Y48 
Y49 
Y4A 
Y4B 
Y4C 
Y4D 
Y4E 
Y4F 
 
 
DC24V
DC24V

B

20
19
18
17
16
15
14
13
12
11
10
9
8
7
6
5
4
3
2
1

A
Y50 
Y51 
Y52 
Y53 
Y54 
Y55 
Y56 
Y57 
Y58 
Y59 
Y5A 
Y5B 
Y5C 
Y5D 
Y5E 
Y5F 
 
 
0V(RG)
0V(RG)

A

DO-L

DI-L

20
19
18
17
16
15
14
13
12
11
10
9
8
7
6
5
4
3
2
1

A
X50 
X51 
X52 
X53 
X54 
X55 
X56 
X57 
X58 
X59 
X5A 
X5B 
X5C 
X5D 
X5E 
X5F 
 
COM 
0V(RG)
0V(RG)

A

B
X40 
X41 
X42 
X43 
X44 
X45 
X46 
X47 
X48 
X49 
X4A 
X4B 
X4C 
X4D 
X4E 
X4F 
 
COM 
DC24V
DC24V

B

控制单元 

通信终端 

R-TM

 
远程 I/O 单元

 
<适用插头> 

X

DCIN (CN220) 
 
插头  ：2-178288-3 
接触器：1-175218-5 
制造商：Tyco 

Electronics AMP 
 

Y 
RIO1/RIO2 (CN211) 
 
插头  ：1-178288-3 
接触器：1-175218-2 
制造商：Tyco 

Electronics AMP
 

DI-L/DO-L (CN300) 
DI-R/DO-R 
 
压接型插头：7940-6500SC 
制造商    ：住友 3M 

终端电阻 (R-TM) 
 
 
 
 
制造商：Tyco 

Electronics AMP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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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1 FCUA-DX12□单元和机械控制信号的连接 

 

DO-L

R300 电缆/ 
R301 电缆 

机械信号

DI-L

R300 电缆/ 
R301 电缆

机械信号

FCUA-DX12□

DCIN
RIO2

RIO1 

DI-R

DO-
 

远程 I/O 单元的电缆有 R300 和 R301 电缆两种。 

R300 电缆一端切断， R301 电缆为和泉电气制造出品的端子台 BX1F-T40A(注 1)连接的电缆。 

请备用 R300-3M 及 R301-3M。需要使用长度大于 3m 的电缆时，请使用插头组 CN300，CS301。 

插头一端的 CN300(另售、一端插入)包含 DI-L(DI-R)和 DO-L(DO-R)用的 2 个插头。另外，插头组 CS301(另售、两端

插入)包含 DI-L 和 DO-L 用的 2 个插头，以及 2 个用于连接端子台(和泉电气制造出品)的插头。 

(注 1) 和泉电气制造出品 I/O 终端 BX1F-T40 

 

<连接的概要> 

 

DC24V(+) 

DC24V(+) 

机械控制柜 

DI-L/R FCUA-DX12

COM A3 
B3 

B1 
B2 
A1 
A2 

B1 
B2 
A1 
A2 

2.2kΩ 输入回路 
漏极型 

输出回路 
漏极型 

DO-L/R 

0V 
(RG) 

RA 

PL 

DC24V(+)

机械控制柜

COM A3
B3

B1
B2
A1
A2

B1
B2
A1
A2

2.2kΩ 输入回路 
以及型 

输出回路 
源极型 

0V(RG

RA

PL

0V

DI-L/R

DO-L/R

FCUA-DX12

B4 
A4 

DA
C

R 
R

220Ω

稳压电源

DCIN

DC24V(+) 0V FG

1 2 3
RIO2 RIO1 

FG

DO-R 

模拟输出 
B4
A4

DAC 
R 

R

220Ω

稳压电源

DCIN 

DC24V(+)0V FG

1 2 3 
RIO2 RIO1 

FG

DO-R

模拟输出

控制回路 控制回路

 
 注意 

 
 错误连接会导致设备损坏，因此请将电缆与规定的相应插头连接。 

 

 通电状态下，请勿连接、插拔各单元间的连接电缆。 
 

输入 输出 模拟输出
机械控制信号的种类/点数 

64 点 48 点 1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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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号分配表> 

 <注意> 
使用 2 台以上远程 I/O 单元，或与通信终端连接
时，信号的分配发生变化。详情请参照“PLC 接口
说明书”。 
下面以通道编号设定为“2”举例说明 I/O 的信号分
配。 

机械控制柜等 
DC24V(+) 

0V 

RA 

DC24V(+) 

0V 

PL 

0V 

DC24V(+) 

FCUA-DX12□ 

Y

DCIN 
1     2     3

 +24V   0V   FG

RIO1 
1     2     3

TxRx TxRx* LG

RIO2 
1     2     3 
TxRx TxRx* LG 

XX

DC24V(+) 

0V 

RA 

DC24V(+) 

0V 

PL 

DI-L 

DI-R 

DO-L 

DO-R 

B 
X60 
X61 
X62 
X63 
X64 
X65 
X66 
X67 
X68 
X69 
X6A 
X6B 
X6C 
X6D 
X6E 
X6F 
 
COM 
DC24V 
DC24V 

B 

20 
19 
18 
17 
16 
15 
14 
13 
12 
11 
10 
9 
8 
7 
6 
5 
4 
3 
2 
1 

A 
X70 
X71 
X72 
X73 
X74 
X75 
X76 
X77 
X78 
X79 
X7A 
X7B 
X7C 
X7D 
X7E 
X7F 
 
COM 
0V 
0V 

A 

DI-R 

B 
Y60 
Y61 
Y62 
Y63 
Y64 
Y65 
Y66 
Y67 
Y68 
Y69 
Y6A 
Y6B 
Y6C 
Y6D 
Y6E 
Y6F 
AO 
 
DC24V 
DC24V 

B 

20 
19 
18 
17 
16 
15 
14 
13 
12 
11 
10 
9 
8 
7 
6 
5 
4 
3 
2 
1 

A 
 
 
 
 
 
 
 
 
 
 
 
 
 
 
 
 
AO* 
 
0V 
0V 

A 

DO-R 

B
Y40 
Y41 
Y42 
Y43 
Y44 
Y45 
Y46 
Y47 
Y48 
Y49 
Y4A 
Y4B 
Y4C 
Y4D 
Y4E 
Y4F 
 
 
DC24V
DC24V

B

20
19
18
17
16
15
14
13
12
11
10
9
8
7
6
5
4
3
2
1

A
Y50 
Y51 
Y52 
Y53 
Y54 
Y55 
Y56 
Y57 
Y58 
Y59 
Y5A
Y5B
Y5C
Y5D
Y5E
Y5F 
 
 
0V 
0V 

A

DO-L

DI-L

20
19
18
17
16
15
14
13
12
11
10
9
8
7
6
5
4
3
2
1

A
X50 
X51 
X52 
X53 
X54 
X55 
X56 
X57 
X58 
X59 
X5A 
X5B 
X5C 
X5D 
X5E 
X5F 
 
COM
0V 
0V 

A 

B
X40 
X41 
X42 
X43 
X44 
X45 
X46 
X47 
X48 
X49 
X4A 
X4B 
X4C 
X4D 
X4E 
X4F 
 
COM 
DC24V
DC24V

B

控制单元 

通信终端 

R-TM

远程 I/O 单元 

 
＜适用插头＞ 

DI-L/DO-L (CN300) 
DI-R/DO-R 
 
压接型插头：7940-6500SC 
制造商    ：住友 3M 

X

DCIN (CN220) 
 
插头  ：2-178288-3 
接触器：1-175218-5 
制造商：Tyco 

Electronics AMP 
 

Y 
终端电阻 (R-TM) 

 
 
 
 
制造商：Tyco 

Electronics AMP 
 

X 
RIO1/RIO2 (CN211) 
 
插头：1-178288-3 
接触器：1-175218-2 
制造商：Tyco 

Electronics A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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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2 电缆 

远程 I/O 单元的电缆有 R300 和 R301 电缆两种。R300 电缆一端切断， R301 电缆为和泉电气制造出品的端子台

BX1F-T40A(注 1)连接的电缆。请备用 R300-3M 及 R301-3M。 

需要使用长度大于 3m 的电缆时，请使用插头组 CN300，CS301。 

关于模拟输入输出的电缆，请用户自行制作。 

 

  (注 1) 和泉电气制造出品 I/O 终端 BX1F-T40 

 

 

RA 

PL 

机械控制柜、 
配电柜等 R300 电缆

R301 电缆
ID

EC
 

BX1F-T40
A

1
5

1
3

9
1
1

7
5

3
1

3
1

2
9

2
5
2
7

2
3

2
1

1
9

1
7

3
3
3
5
3
7
3
9

1
6

1
4

1
0
1
2

8
6

4
2

3
2

3
0

2
6
2
8

2
4

2
2

2
0

1
8

3
4
3
6
3
8
4
0

 
插针对应表 

端子台 
BX1F 

FCUA- 
DX1□□

端子台 
BX1F 

FCUA- 
DX1□□

1 A1 2 B1 
3 A2 4 B2 
5 A3 6 B3 
7 A4 8 B4 
9 A5 10 B5 
11 A6 12 B6 
13 A7 14 B7 
15 A8 16 B8 
17 A9 18 B9 
19 A10 20 B10 
21 A11 22 B11 
23 A12 24 B12 
25 A13 26 B13 
27 A14 28 B14 
29 A15 30 B15 
31 A16 32 B16 
33 A17 34 B17 
35 A18 36 B18 
37 A19 38 B19 
39 A20 40 B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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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扫描 DI/DO 的连接 

8.1 概要 

HR347/357 可与 M60/M60S 系列的机械操作盘输入输出卡连接，也可与机械操作盘以外的数字输入输出与扫描输入输

出连接。 
 项目 HR347 HR357 

点数 64 点 
构成 通用 8 根×数据 8 根的矩阵 
额定电压 DC5V 
最大电流 80mA/点 
输入周期 1.46ms 期间 11.68ms 周期 

输入 

输入信号保持时间 11.68ms 以上(*1) 
点数 64 点 
构成 通用 4 根×数据 8 根+通用 4 根×数据 8 根的矩阵 
额定负载电压 DC5V 
最大输出电流 200mA/点 

扫描 

输出 

输出周期 1.46ms 期间 5.84ms 周期 
点数 32 点 
类型 漏极/源极 
外部触点 ON 时输入电压 6V 以下 18V 以上 25.2V 以下 
外部触点 ON 时输入电流 2mA 以下 9mA 以上 
外部触点 OFF 时输入电压 20V 以上 25.2V 以下 4V 以下 
外部触点 OFF 时输入电流 9mA 以上 2mA 以下 
允许振荡时间 2.2ms 以下 
输入信号保持时间 40ms 以上 
输入回路动作延迟时间 2.2ms T3 T4 11ms≦ ≒ ≦  

输入 

机械側接点容量 30V 以上 16mA 以上 
点数 32 点 
额定负载电压 DC24V 
最大输出电流 60mA/点 

数字 

输出 

类型 漏极 源极 

(*1)输入信号保持时间 ：11.68ms 以上。保持时间必须为 PLC 的处理周期所需的时间以上， 
否则无法识别输入信号。 

8.2 硬件接口 

(1) 插头配置图 

 
0 0 0A 

B 

25 1

CF35
(扫描 DI/DO：64/64) 

HR347/357

DIO SCAN2SCAN1 

RIO3 DCIN 

AB

CF31 CF3
(DI：32) (DO：32)A

B
A
B

20 20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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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插头针脚定义 

 

机械输入输出端子 

 

  B   A 
20 I X40 20 I X50 
19 I X41 19 I X51 
18 I X42 18 I X52 
17 I X43 17 I X53 
16 I X44 16 I X54 
15 I X45 15 I X55 
14 I X46 14 I X56 
13 I X47 13 I X57 
12 I X48 12 I X58 
11 I X49 11 I X59 
10 I X4A 10 I X5A 
9 I X4B 9 I X5B 
8 I X4C 8 I X5C 
7 I X4D 7 I X5D 
6 I X4E 6 I X5E 
5 I X4F 5 I X5F 
4   4   
3 I COM 3 I COM 
2 I DC24V 2  0V(RG)
1 I DC24V 1  0V(RG)

CF31 

 B   A 
20 O Y40 20 O Y50 
19 O Y41 19 O Y51 
18 O Y42 18 O Y52 
17 O Y43 17 O Y53 
16 O Y44 16 O Y54 
15 O Y45 15 O Y55 
14 O Y46 14 O Y56 
13 O Y47 13 O Y57 
12 O Y48 12 O Y58 
11 O Y49 11 O Y59 
10 O Y4A 10 O Y5A 
9 O Y4B 9 O Y5B 
8 O Y4C 8 O Y5C 
7 O Y4D 7 O Y5D 
6 O Y4E 6 O Y5E 
5 O Y4F 5 O Y5F 
4  4   
3  3   
2 I DC24V 2  0V(RG) 
1 I DC24V 1  0V(RG) 

CF33 

DIO 

2 

 
 

 <电缆段插头型号名称> 
插头    ：7940-6500SC 
直联接头：3448-7940 
推荐厂家： 住友 3M 

* 此为将 SCAN1 设定为“0”、SCAN2 设定为“1”、DIO 设定为“2”时的示

例。  
详情请参照 PLC 接口说明书。 

 

远程 I/O 单元连接端子 
RIO3A/B 1 2 3

 
 

 
<电缆端插头型号名称> 
插头     ： 1-178288-3 
插针     ： 1-175218-2 
推荐厂家 ： Tyco Electronics AMP 

 

 1 I/O TXRX3
2 I/O TXRX3*
3 GND

电源输入端子(DC24V) 
DCIN 1 2 3

 

 
<电缆端插头型号名称> 
插头    ： 2-178288-3 
插针    ： 1-175218-5 
推荐厂家：Tyco Electronics AMP 

 

 1 I DC24V
2 0V(RG)
3 F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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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扫描型输入输出端子 

 
  B   A 

25  GND 25  GND 
24 O LC3B 24 O LC3A 
23 O LC2B 23 O LC2A 
22 O LC1B 22 O LC1A 
21 O LC0B 21 O LC0A 
20 I LD7B* 20 I LD7A* 
19 I LD6B* 19 I LD6A* 
18 I LD5B* 18 I LD5A* 
17 I LD4B* 17 I LD4A* 
16 I LD3B* 16 I LD3A* 
15 I LD2B* 15 I LD2A* 
14 I LD1B* 14 I LD1A* 
13 I LD0B* 13 I LD0A* 
12  GND 12   
11   11   
10   10   
9 O KYC7* 9 O KYC6* 
8 O KYC5* 8 O KYC4* 
7 O KYC3* 7 O KYC2* 
6 O KYC1* 6 O KYC0* 
5 I KYD7* 5 I KYD6* 
4 I KYD5* 4 I KYD4* 
3 I KYD3* 3 I KYD2* 
2 I KYD1* 2 I KYD0* 
1   1  GND 

CF35 

 

 
 
 
 
 
 
 
(注)  
 GND 针脚通常不使用。 
 请勿将 GND 针脚与机架接地连接。 
 
 
 
<电缆端插头型号名称> 
插头    ： 7950-6500SC 
直联接头： 3448-7950 
推荐厂家：住友 3M 
 
 

 SCAN1 

0 2 

SCAN2 

 

*此为将 SCAN1 设定为“0”、SCAN2 设定为“1”、DIO 设定为“2”
时的示例。  
详情请参照 PLC 接口说明书。 

LCxA/B 扫描 DO 用通用信号 

LDxA/B* 扫描 DO 用数据信号 

KYCx* 扫描 DI 用通用信号 

KYDx* 扫描 DI 用数据信号 

 

(3) 旋转型开关 

DI/DO：以 32/32 点为单位设定地址 (通道)分配。该设定通过旋转型开关 SCAN1、SCAN2、DIO 进行。设定地址根

据旋转型开关的设定而发生变化。 

 

0

0

0

标准设定 
SCAN1 0 
SCAN2 1 

DIO 2 

CF35 

扫描 DI：32 扫描 DO：32 

扫描 DO：32扫描 DI：32 

[地址] 
X00 

 
X1F 

[地址] 
X20 

 
X3F 

[地址] 
Y00 

 
Y1F 

地址] 
Y20 

 
Y3F 

CF31 CF33 

数字 DI：32 
[地址] 
X40 

 
X5F 

数字 DO：32 
[地址] 
Y40 

 
Y5F 

SCAN1

SCAN2

D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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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连接 

(1) 外部电源(DCIN) 

HR347/HR357 卡的动作需要 DC24V 电源。请准备符合下述规格的稳压电源。 

输出    ： DC24V±5％ 

脉冲    ： ±5％(P-P) 

额定输出电流 ： 2.5A 

* 额定输出电流是在机械输出中使用了 60mA×32 点时的值。 

请准备符合 DC24V 输出的总输出电流+控制用电流(0.5A)条件的电源。 

 

DCIN 

HR357 

R220 电缆

DC24V 
0V(RG)
FG 

UY 

 

 (2) 远程 I/O 通信线的连接(RIO3A/B) 

 R① IO3A 插头的连接 

请将 RIO3A 连接到基本 I/O 单元的 RIO1 插头。 

RIO1

SKIP 
ENC

CR31 
SV2 SV1

RIO2 DCIN
RIO1 R211

RIO3

HR357 

A

 
 

 RIO3B② 插头的连接 

远程 I/O 单元在串行链接时的占有通道数总和在 8 以下范围内时，可多个单元组合使用。(详情请参连接说明书的第

7 章“远程 I/O 单元的连接”) 

HR357 的占有通道数为 3，RIO3B 中 5 通道以下的组合可连接远程 I/O 单元。不连接远程 I/O 单元时，将 RIO3B

与终端电阻连接。 

 0 0 0

RIO3 

HR357

B 

终端电阻
 R-TM 

 参照附录 2.22

连接到下一远程 I/O 单元的 
FCUA-D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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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扫描输入(CF35) 
下图为由机械制造商制作的扫描输入回路示例。插头的针脚定义请参照 8.2 (2)插头针脚定义。 

 

 

CF35 
KYCO* 

KYC1* 

KYC2* 

KYC3* 

KYC4* 

KYC5* 

KYC6* 

KYC7* 

KYD7* 

KYD6* 

KYD5* 

KYD4* 

KYD3* 

KYD2* 

KYD1* 

KYD0* 

X07 

X0F 

X17 

X1F 

X27 

X2F 

X37 

X3F 

X06

X0E

X16

X1E

X26

X2E

X36

X3E

X05

X0D

X15

X1D

X25

X2D

X35

X3D

X04

X0C

X14

X1C

X24

X2C

X34

X3C

X03

X0B

X13

X1B

X23

X2B

X33

X3B

X02

X0A

X12

X1A

X22

X2A

X32

X3A

X01 

X09 

X11 

X19 

X21 

X29 

X31 

X39 

X00 

X08 

X10 

X18 

X20 

X28 

X30 

X38 

<机械制造商制作回路示例>  
(注) 
如下图所示，在扫描输入中，请连接防回转用的二极管。不使用防回转用二极管时， 
可能无法正确读取输入信号。 

 

△
KYCO* 
～KYC7* 

KYDO* 
～KYD7* 

防回转用二极
管 

 
扫描输入如下图所示切换通用信号。键输入数据在通用信号为 LOW 时读入。通用信号的切换周期为 11.68ms， 
但保持时间必须在 PLC 的处理周期所需时间以上，否则无法识别输入信号。另外，扫描输入为 5V 系。 

 

 

KYCO* 

KYC1* 

KYC2* 

KYC3* 

KYC4* 

KYC5* 

KYC6* 

KYC7* 

11.68ms
1.46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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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扫描输出(CF35) 
下图为机械制造商制作扫描输出回路示例。插头针脚定义请参照 8.2 (2)插头针脚定义。 

 CF35 

LC3A 
LC2A 
LC1A 
LC0A 

LD0A* 
LD1A* 
LD2A* 
LD3A* 
LD4A* 
LD5A* 
LD6A* 
LD7A* 

Y00 
Y01 
Y02 
Y03 
Y04 
Y05 
Y06 
Y07 

Y08 
Y09 
Y0A 
Y0B 
Y0C 
Y0D 
Y0E 
Y0F 

Y10 
Y11 
Y12 
Y13 
Y14 
Y15 
Y16 
Y17 

Y18 
Y19 
Y1A 
Y1B 
Y1C 
Y1D 
Y1E 
Y1F 

CF35

LC3B
LC2B
LC1B
LC0B

LD0B*
LD1B*
LD2B*
LD3B*
LD4B*
LD5B*
LD6B*
LD7B*

Y20 
Y21 
Y22 
Y23 
Y24 
Y25 
Y26 
Y27 

Y28 
Y29 
Y2A 
Y2B 
Y2C 
Y2D 
Y2E 
Y2F 

Y30 
Y31 
Y32 
Y33 
Y34 
Y35 
Y36 
Y37 

Y38 
Y39 
Y3A 
Y3B 
Y3C 
Y3D 
Y3E 
Y3F 

<机械制造商制作回路示例> <机械制造商制作回路示例> 

 
 输出回路 HR3□7 <机械制造商制作图> 

CF35 
5V 

LCnA/B

LDnA/B*
330Ω 

0V(LG) 
 

扫描输出如下图所示切换通用信号。LED 只在数据输出、通用信号为 High 时 
明亮。通用信号依次切换 4 个信号，每 5.84ms1 次，LED 的明亮状态只保持 1.46ms。 

另外，扫描输出为 5V 系。 

 LC3A 
LC2A 
LC1A 
LC0A 

1.46ms 
5.84ms 

LC3B
LC2B
LC1B
LC0B

1.46ms
5.84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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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数字输入(CF31) 

与源极输出对应的源极型的输入回路如图所示。 

 

△ △

△ △

△

△

△

△

漏极型 源极型 

（机械端） （机械端）

DC24 DC24

0V(RG) 

0V(RG) 

0V(RG)

HR3□7 HR3□7

2.2kΩ 

2.2kΩ 

2.2kΩ 

2.2kΩ 

CF31 CF31

COM COM

控制回路 控制回路

 
 

输入条件 

请将输入信号限制在下述条件范围以内。 

  漏极型 源极型 
1 外部触点 ON 时输入电压 6V 以下 18V 以上、25.2V 以下 
2 外部触点 ON 时输入电流 9mA 以上 
3 外部触点 OFF 时输入电压 20V 以上、25.2V 以下 4V 以下 
4 外部触点 OFF 时入电流 2mA 以下 
5 允许振荡时间 3ms 以下  (参照下图 T1) 
6 输入信号保持时间 40ms 以上 (参照下图 T2) 
7 输入回路动作延迟时间 3ms  T3  T4  16ms≦ ≒ ≦  
8 机械端接点容量 30V 以上、16mA 以上 

 
 

输入信号保持时间 : 40ms 以上。保持时间必须为 PLC 的处理周期所需的时间以上， 
否则无法识别输入信号。 

 
 

 

 
 T1  T1  T1 T1 

 T2  T2 

 T4  T4 T3 T3 

外部信号 
DC24V 

内部信号 
+5V 

 

<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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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数字输出(CF33) 

HR357 的输出回路为源极型(源极输出)。 

 

 

△

漏极型 

(机械端) 

RA 

PL 
R 

0V(RG) 

控制回路

DC24V

FCU6-HR3□7

CF33

 
 

 

 注意 
 

请勿将插头接入本说明书中所示以外的电压。否则可能导致插头破裂、损坏。 

 

 

输出条件 

绝缘方式 非绝缘 
额定负载电压 DC24V 
最大输出电流 60mA/1 点 
饱和电压 1.6V(标准) 

输出延迟时间 40μs 
 

 
 
＊对于继电器等电感性负载，请务必与该负载并联二极管（耐圧100V 以上、100mA 以上）。 
＊对于指示灯等容量性负载，为了限制浪涌电流，请务必要将保护电阻（R=150Ω）与该负载串联在一起。 
（包括瞬时电流在内，请限制在上述允许电流以下。） 

 

 

 

<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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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200mA 输出 DI/DO 单元 FCU6-HR377 的连接 

HR377 中，输出电流每 1 点可输出 200mA 的 DI/DO 单元，是 DI/DO 的插头与基本 I/O 单元相同 

DI/DO 单元。 

9.1 连接系统图 

F010ケ ーブ ル
CF10 SV1

SV2

ENC

SKI P

RI O1A, B

RI O2

CF31

CF32

CF33

CF34

↑ ↑
0 1

CS1 CS2

FCU6-HR377

CF10 サーボド ラ イ ブ ユニ ッ ト

サーボド ラ イ ブ ユニ ッ ト

同期送り エ ン コ ーダ

スキ ッ プ 信号

リ モ ート Ｉ ／Ｏユニ ッ ト

リ モ ート Ｉ ／Ｏユニ ッ ト

Ｄ／Ｉ Ｎ

Ｄ／Ｉ Ｎ

Ｄ／ＯＵ Ｔ

Ｄ／ＯＵ Ｔ

SH21ケーブ ル

SH21ケーブ ル

F040ケーブ ル

R211ケーブ ル

R211ケーブ ル

F050ケ ーブ ル
最大線長50cm

CF11

CF11

Ｒ Ｓ －２ ３ ２ Ｃ 　 ポート 番号２

第１ 手動パルス発生器　

第３ 手動パルス発生器　

第２ 手動パルス発生器　

RS232C

HANDLE F020ケ ーブ ル

DC24V入力

　 　 　 　 　

DC24I N

DC5I N
Ｄ Ｃ ５ Ｖ 電源仕様の手パを 使用する 場合は F020/021/022ｹー ﾌﾞ ﾙ
は使用でき ま せん。 本書の付録2. 5 F020ｹー ﾌﾞ ﾙASSYを 参考に電
源ﾋﾟ ﾝを +5V( 7ﾋﾟ ﾝ)に変更し た ｹー ﾌﾞ ﾙを準備願いま す。

DC5I N

DC24V入力 DC24I N

R211ケーブ ルRI O1B

CF31

CF32

CF33

CF34

RI O1A

リ モ ート Ｉ ／Ｏユニ ッ ト １ Ｃ Ｈ

Ｄ ／Ｉ Ｎ

Ｄ ／Ｉ Ｎ

Ｄ ／ＯＵ Ｔ

Ｄ ／ＯＵ Ｔ

１ 枚目のＨＲ ３ ７ ７ カ ード Ｒ Ｉ Ｏ１ Ａ コ ネク タ ーよ り

↑ ↑
2 3

CS1 CS2

FCU6-HR377( 2枚目)

R301ケーブ ル

R301ケーブ ル

R301ケーブ ル

R301ケーブ ル

Ｍ６ ０ /Ｍ６ ０ Ｓ シ リ ーズ
制御ユニ ッ ト

※ Ｃ Ｓ １ 、 Ｃ Ｓ ２ はリ モ ート
Ｉ ／Ｏ通信の局番を 設定し ま す。

※ Ｃ Ｓ １ 、 Ｃ Ｓ ２ はリ モ ート
Ｉ ／Ｏ通信の局番を 設定し ます。

Ｄ Ｃ ５ Ｖ は供給不要
(制御ユニ ッ ト から 供給さ れま す）

DC5V入力

1CH

3CH

2CH
F021ケ ーブ ル

F022ケ ーブ ル

 
※使用 2 个 FCU6－HR377 卡构成时， 
  控制单元没有向第 2 个提供 DC5V，因此需要从外部 
  向其供电。 

※请根据机械的 DI/DO 分配变更旋转型开关 CS1、CS2 的设定。 

（注）HCU6－HR377 卡占有远程 I/O 通信（MC 链接 B 通信）的 2 通道。 

伺服驱动单元 

伺服驱动单元 

同期进给编码器 

跳跃信号 

远程 I/O 单元

远程 I/O 单元 

电缆 

M60/60S 系列控制单元 

端口编号 2 

第 1 手动脉冲发生器 

第 2 手动脉冲发生器 

第 3 手动脉冲发生器 

使用 DC5V 电源规格的手动脉冲发生器时，无法使用
F020/021/022 电缆。请参考本说明书的附录 2.5F020 电缆
ASSY，准备将电源针脚变更为+5V（7 针脚）的电缆。 

连接第 1 个 HR377 卡的 RIOA 插头 

远程 I/O 单元  1CH 

※通过 CS1  CS2 设定远程 I/O 通信

道德通道编号。 

不需要提供 DC5V
（由控制单元供电）

※通过 CS1  CS2 设定远程 I/O 通信

道德通道编号。 

F010 电缆 
最大线长 50cm 

电缆

电缆

电缆

电缆

电缆

 

电缆

电缆

电缆

输入

电缆

电缆

电缆

电缆

电缆

输入

输入

（第 2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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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头名称 功能说明 

CF10 
与控制单元的连接 
（伺服驱动器单元、同期进给编码器、跳跃信号、远程 I/O 单元） 

CF11 与控制单元的连接（DC5V、RS－232C、手动脉冲发生器） 
SV1 与伺服驱动器单元／主轴驱动器单元的连接。 
SV2 与辅助轴的连接。 

ENC1 与同期进给编码器的连接。使用 2 台同期进给编码器时，请将第 2 台连接到控制单元的 ENC2。 
SKIP SKIP 信号输入的连接。最大可使用 8 点。 

RIO1A 
RIO1B 

远程 I/O 单元已连接。在本单元上占有 2 通道，因此可使用 6 通道的追加远程 I/O 单元。 
RIO1A 和 RIO1B 是用于远程 I/O 通信的信号中转的插头，插入任何电缆都没有问题。本单元为最终通

道时，需将其中一插头与终端电阻Ｒ－ＴＭ连接。 
RIO2 远程 I/O 单元已连接。 
CF31 DI：32 点 （漏极/源极型） 
CF32 DI：32 点 （漏极/源极型） 
CF33 DO：32 点（源极型） 
CF34 DO：32 点（源极型） 

RS232Ｃ 与 RS－232C 机器的连接 
HANDLE 与 DC12V 电源型或 DC5V 电源型的手动脉冲发生器的连接 

MJ2 未使用 
MJ3 未使用 

 

 

CS1 
旋转型开关 CS1：远程 I/O 通信 1CH 的 DI：X0－X1F， 
DO：设定 Y0－Y1F 的各 32 点的通道编号。 
通常使用“0”设定。 

CS2 
旋转型开关 CS2：远程 I/O 通信 1CH 才 DI：X20－X3F， 
DO：设定 Y20－Y3F 的各 32 点的通道编号。 
通常使用“0”设定。 

 

※旋转型开关 CS1、CS2 的设定也可能因机械的构成以及有无其他远程／Ｏ单元而异。 

 请在 0～7 范围内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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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输入输出 
DI/DO 

X10
X11
X12
X13
X14
X15
X16
X17
X18
X19
X1A
X1B
X1C
X1D
X1E
X1F

COM
0V(RG)
0V(RG)

X0
X1
X2
X3
X4
X5
X6
X7
X8
X9
XA
XB
XC
XD
XE
XF

COM
DC24V
DC24V

20
19
18
17
16
15
14
13
12
11
10
9
8
7
6
5
4
3
2
1

20
19
18
17
16
15
14
13
12
11
10
9
8
7
6
5
4
3
2
1

CF31

I
I
I
I
I
I
I
I
I
I
I
I
I
I
I
I

I

B
I
I
I
I
I
I
I
I
I
I
I
I
I
I
I
I

I

A

 

20
19
18
17
16
15
14
13
12
11
10
9
8
7
6
5
4
3
2
1

20
19
18
17
16
15
14
13
12
11
10
9
8
7
6
5
4
3
2
1

CF32

X20
X21
X22
X23
X24
X25
X26
X27
X28
X29
X2A
X2B
X2C
X2D
X2E
X2F

COM
DC24V
DC24V

X30
X31
X32
X33
X34
X35
X36
X37
X38
X39
X3A
X3B
X3C
X3D
X3E
X3F

COM
0V( RG)
0V( RG)

I
I
I
I
I
I
I
I
I
I
I
I
I
I
I
I

I

B A
I
I
I
I
I
I
I
I
I
I
I
I
I
I
I
I

I

 
 
 

  

Y0
Y1
Y2
Y3
Y4
Y5
Y6
Y7
Y8
Y9
YA
YB
YC
YD
YE
YF

DC24V
DC24V

20
19
18
17
16
15
14
13
12
11
10
9
8
7
6
5
4
3
2
1

20
19
18
17
16
15
14
13
12
11
10
9
8
7
6
5
4
3
2
1

CF33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B A

Ｃ Ｓ １

０

Y10
Y11
Y12
Y13
Y14
Y15
Y16
Y17
Y18
Y19
Y1A
Y1B
Y1C
Y1D
Y1E
Y1F

 

 

20
19
18
17
16
15
14
13
12
11
10
9
8
7
6
5
4
3
2
1

20
19
18
17
16
15
14
13
12
11
10
9
8
7
6
5
4
3
2
1

CF34

Y20
Y21
Y22
Y23
Y24
Y25
Y26
Y27
Y28
Y29
Y2A
Y2B
Y2C
Y2D
Y2E
Y2F

DC24V
DC24V

Y30
Y31
Y32
Y33
Y34
Y35
Y36
Y37
Y38
Y39
Y3A
Y3B
Y3C
Y3D
Y3E
Y3F

0V( RG)
0V( RG)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B A

Ｃ Ｓ ２

１
 

  
 
＜电缆端型号名称＞ 
插头    ：7940-6500SC 
推荐厂家：住友 3M 

 
 
※CS1 设定为“0”、CS2 设定为“1”时的示例。 
 详情请参照 PLC 接口说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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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电源的连接 

9.2.1 第 1 个电源的连接 

DC24V 电源通过 DC24IN 插头供电。卡内控制用 DC5V 电源通过控制单元的 CF11 插头供电。本 200mA 输出 DI／DO

单元作为第 1 个单元使用时，不需要外部的 DC5V 电源供电。                                     

CF10

I ORST

DF11

HANDLE

RI O1 RI O2
DC24I N DC5I N

CS1 CS2

TE1

ENC1
SKI PSARVO2SARVO1

AUX1

RS232C

MJ 3MJ 2

CF32

CF31

CF34

CF33

FCU6-HR377( 1枚目)

FG

Ｄ Ｃ ２ ４ Ｖ 安定化電源は１ 枚目、 ２ 枚目と も に供給し て く だ さ い。

（ 別途準備し て く だ さ い）

1 2 3

＜ケーブル側コネク ター型名＞
コネク ター ： 2-178288-3
コ ンタ クト ： 1-175218-5
推奨メーカ ： タ イコ エレク トロニク スアンプ

DC24I N

DC24V

FG

Ｄ Ｃ ５ Ｖ 安定化電源は２ 枚目のみ供給し て く ださ い。

１ 枚目は制御ユニ ッ ト よ り 供給し ます。

DC5V

DC24I Nへ接続

DC5I Nへ 接続

最短でFG端子台へ
接続してく ださい。0V( RG)

F070ｹー ﾌ゙ ﾙ

A
B

A
B

A

A

B

B

1

1

20

20

1

1

20

20

0V( LG)

U
●

U
●

●

●

Y

DC24V 稳压电源同时向第 1 个、第 2 个供电。 
（请另行准备） 

DC5V 稳压电源仅向第 2 个供电。 
第 1 个由控制单元供电。 

连接到 DC5IN 

连接到 DC24IN

电缆 

以最短距离连接

到 FG 端子台。

<电缆端插头型号名称> 

推荐厂家：Tyco Eleotronics AMP

（第 1 个） 

插头   ：2-178288-3 
插针     ：1-1752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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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2 第 2 个电源的连接 

本 200ｍＡ输出 DI/DO 单元作为扩展 IO，连接 2 个以上电源时，由 DC5V 电源通过从第 2 个开始的单元的 DC5ＩＮ

插头供电。 

CF10

I ORST

DF11

HANDLE

RIO1 RI O2
DC24I N DC5I N

CS1 CS2

TE1

ENC1
SKI P

SARVO2SARVO1

AUX1

RS232C

MJ 3MJ 2

FCU6-HR377( 2枚目)

最短で制御ユニッ ト と
同じＦ Ｇ端子台へ接続
してく ださい。FG

Ｄ Ｃ ２ ４ Ｖ 安定化電源は１ 枚目、 ２ 枚目と も に供給し て く だ さ い。

（ 別途準備し て く だ さ い）

1 2 3

＜ケーブル側コネクター型名＞
コネクター ： 2-178288-3
コ ンタク ト ： 1-175218-5
推奨メーカ ： タイコ エレク トロニクスアンプ

DC24V

FG

Ｄ Ｃ ５ Ｖ 安定化電源は２ 枚目のみ供給し て く だ さ い。

１ 枚目は制御ユニ ッ ト よ り 供給し ま す。

（ ２ 枚目は別途準備し て く だ さ い。 ）

DC5V( +)

＜ケーブル側コネクター型名＞
コネクター ： 2-178288-5
コ ンタク ト ： 1-175218-5
推奨メーカ ： タイコ エレク トロニクスアンプ

1 2 3 4 5

DC24I N

DC5I N

DC24I Nへ接続

DC5I Nへ接続

F070ｹー ﾌ゙ ﾙ

F070ｹー ﾌ゙ ﾙ相当品
付録2. 9参考図記載

CF32

CF31

CF34

CF33

A
B

A
B

A

A

B

B

1 1

11

20 20

2020

0V( RG)

0V( LG)

U
●

U
●

Y

           

插头    ：2-178288-3 
插针    ：1-175218-5 

DC24V 稳压电源同时向第 1 个、第 2 个供电。 
（请另行准备） 

DC5V 稳压电源仅向第 2 个供电。 
第 1 个由控制单元供电。 
第 2 个请另准备。 

连接到 DC24IN

连接到 DC5IN 

F070 电缆相当品 
参照附录 2.9 参考图的记述

<电缆端插头型号名称> 

推荐厂家：Tyco Electronics AMP 

<电缆端插头型号名称> 
插头    ：2-178288-3 
插针    ：1-175218-5 
推荐厂家：Tyco Electronics AMP 

请以最短距离和控制
单元一起连接到端子
台。 

（第 2 个）

电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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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DI/DO 信号的连接 

（1）CF31，CF32 的输入回路的规格 

通过输入的 COM 针脚是连接 DC24V 还是连接 0V（RG）切换漏极／源极。 

输入点数 64 点、输入设备编号使用 X0～X3F。 

漏极型     源极型 

DC24V

制御回路

（ 機械側）

△

△

2. 2kΩ

2. 2kΩ

制御回路

Ｆ Ｃ Ｕ ６ －ＨＲ ３ ７ ７（ 機械側）

0V( RG)

DC24V
CF31/32CF31/32

Ｆ Ｃ Ｕ ６ －Ｈ Ｒ ３ ７ ７

△

△

△ △

2. 2kΩ

2. 2kΩ

△ △0V( RG)

0V( RG)

0V( RG)

DC24I N

0V( RG)

COM COM

DC24I N

 
 

输入条件 

请将输入信号控在下述条件范围内。 

  漏极型 源极型 
1   外部触点 ON 时输入电压 6V 以下 18V 以上、25．2V 以下 
2   外部触点 ON 时输入电流 9mA 以上 
3   外部触点 ON 时输入电压 20V 以上、25．2V 以下 4V 以下 
4   外部触点 ON 时输入电流 2mA 以下 
5   允许振荡时间 3ms 以下   （参照下图 T1） 
6   输入信号保持时间 40ms 以上  （参照下图 T2） 
7   输入回路动作延迟时间 3ms  ≦ T3  ≒ T4  ≦ 16ms 
8   机械端接点容量 30V 以上、16mA 以上 

 
 

输入信号保持时间 ：40ms 以上。保持时间必须为 PLC 的处理周期所需的 

时间以上，否则无法识别输入信号。 
 

Ｔ 1 Ｔ 1 Ｔ 1 Ｔ 1
Ｔ 2 Ｔ 2

Ｔ 3 Ｔ 4 Ｔ 3 Ｔ 4  

＜注意事项＞ 

（机械端） （机械端）

控制回路 控制回路



9. 200mA 输出 DI/DO 单元 FCU6-HR377 的连接

9.3 DI/DO 信号的连接 
 

I-117 

(2) CF33，CF34 的输出回路的规格 

输出固定为源极输出。输出点数 64 点、输出设备编号使用 Y0～Y3F。 

请在下述规格范围内选用。 

（ 機械側）

制御回路

FCU6-HR377

RA

R
PL

△

0V( RG)

DC24VDC24V CF33/34

△

△

 
 

输出条件 
 项目 规格 

1 输出类型 源极型 
2 输出电流 200mA/1 点 
3 输出点数 64 点 
4 设备编号 Y0～Y3F 
5 绝缘方式 绝缘 
6 额定负载电压 DC24V±5％ 
7 输出延迟时间 400μs 

(3) 旋转型开关（CS1，CS2）的設定 

CS1 
旋转型开关 CS1：远程 I/O 通信 1CH 的 DI：X0－X1F， 
DO：设定 Y0－Y1F 的各 32 点的通道编号。 
通常使用“0”设定。 

CS2 
旋转型开关 CS2：远程 I/O 通信 1CH 的 DI：X20－X3F， 
DO：设定 Y20－Y3F 的各 32 点的通道编号。 
通常使用“1”设定。 

  本卡的占有通道数为 2 通道。 
 

 

＊对于继电器等电感性负载，请务必与该负载并联二极管（耐圧100V 以上、100mA 以上）。 

＊对于指示灯等容量性负载，为了限制浪涌电流，请务必要将保护电阻（R=150Ω）与该负载串联在一起。 

（包括瞬时电流在内，请限制在上述允许电流以下。） 

 

 

 注意 
 

 存在继电器等感应性负载，请务必将二极管与该负载并联，以防止干扰。 

 

 指示灯等容量性负载必须与其他负载串联连接保护电阻，防止突入电流 

＜注意事项＞ 

（机械端）

控制回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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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远程 I/O 单元的连接示例 
通常使用 1 台本单元，作为扩展 IO 连接远程 I/O 单元，构成符合用户规格需求的 I/O 点数。 
本单元利用远程 I/O 通信的第 1 系统，从第 2 个开始也可作为 200mA 输出的 DI/DO 使用。 
此时从第 2 个开始的 CF31、32、33、34 以外的 IO 插头变为无效。 

关于远程 I/O 单元，请参照第 6 章 远程 I/O 单元的连接。 

（FCU6－HR377 在使用 2 个远程 I/O 单元时的示例） 

RIO1 的终端电阻 
请将终端电阻与 RIO1 插头连接的远程 I/O 单元的最终端连接。不

使用远程 I/O 单元时 
则将终端电阻 R-TM 连接到 RIO1 插头 B 端。 
 
终端电阻型号名称：R-TM 参照附录 2.22 

第 1 个 
第 2 个 

<电缆端插头型号名称> 

远程 I/O 单元 

请对照机械规格添加。

正面图

底面图

（前）

（后）

终端电阻 

插针及插头制造商 

电缆

电缆 

插头    ：1-178288-3
插针    ：1-175218-2
推荐厂家：Tyco Electronics A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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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伺服驱动器单元的连接 

请将伺服驱动器单元连接到本单元的 SV1（伺服轴、PLC 轴、主轴）、SV2（辅助轴 MR－J2－CT）上。 

サーボドラ イブユニッ ト

（ サ ーボ軸、 Ｐ Ｌ Ｃ軸、 主軸）

SH21/FCUA-R000ｹー ﾌ゙ ﾙ

周辺軸サーボドラ イブユニッ ト

SH21/FCUA-R000ｹー ﾌ゙ ﾙ

MITSUBISHI
MDS-B-SVJ2

CF10

IORST

DF11

HANDLE

RI O1 RI O2
DC24I NDC5I N

CS1 CS2

TE1

ENC1

SKIP
SARVO2SARVO1

AUX1

RS232C

MJ 3MJ 2

CF32

CF31

CF34

CF33

コネクタ型名
ＣＮ１Ａ

コネクタ型名
ＣＮ１Ａ

※ サーボドラ イブユニッ トの最終ユニッ トには、
　 終端コネク タ またはバッ テリ ーユニッ トを接続
してく ださい。

 

 

＜关联项目＞ 

电缆制作图：附录 2（SH21 电缆） 

电缆 

辅助轴伺服驱动器单元 伺服驱动单元 

插头型号名称

※请将终端插头或电池单元与伺服驱动器单元的

最终单元连接。 

（伺服轴 PLC 轴 主轴）

电缆 

插头型号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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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同期进给编码器的连接 

请将同期进给编码器连接到本单元的 ENC1 上。要连接第 2 台同期进给编码器时，请将其连接到控制单元的 ENC2 上。 

 
 

 
 

 

＜关联项目＞ 

外形图    ：附录 1 

电缆制作图：附录 2（F040 电缆） 

 

A ENC1A K 0V 
B ENC1Z L  
C ENC1B M  
D  N ENC1A＊ 
E 插头盒接地 P ENC1Z＊ 
F  R ENC1B＊ 
G  S  
H DC5V T  
J    

 

控制单元 

同期进给编码器（第 1 台） 

同期进给编码器（第 2 台） 

编码器端 

编码器端 

电缆 

电缆 

电缆 

电缆 

（盖板） 

(相当) 

(相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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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跳跃信号(传感器)的连接 

请将跳跃信号连接到本单元的 SKIP。 

跳跃信号在高速信号的处理中使用。请务必对电缆实施屏蔽处理。 

(1) 跳跃信号电缆 

 

△

△

△

△

△

△

△

△

△

△

△

△

△

△

△

△

SKIP

稳压电源 

FCU6-HR37

DC24

0V(RG) 

FG 
U 

U 

2

10

3

11

5

13

6

14

1

8

9

15

2.2kΩ 

2.2kΩ 

2.2kΩ 

2.2kΩ 

2.2kΩ 

2.2kΩ 

2.2kΩ 

2.2kΩ 

SKIP IN1 

SKIP IN2 

SKIP IN3 

SKIP IN4 

SKIP IN5 

SKIP IN6 

SKIP IN7 

SKIP IN8 

控制回路  

FG 

 
 

(2) 输入条件 

请将输入信号限制在下述条件范围内。 

1 外部触点 ON 时输入电压 18V 以上、25.2V 以下 
2 外部触点 ON 时输入电流 9mA 以上 
3 外部触点 OFF 时输入电压 4V 以下 
4 外部触点 OFF 时输入电流 1mA 以下 
5 输入信号保持时间(Ton) 2ms 以上 
6 内部响应时间 0.08ms 以下 
7 机械端接点容量 30V 以上、16mA 以上 

 

 

24V

0V

Ton 

t
Ton ≧ 2ms  

 

<关联项目> 

插头针脚定义：6.10 基本 I/O 单元的插头针脚定义(SKIP) 
 

 注意 
 

  请勿将插头接入本说明书中所示以外的电压。否则可能导致插头破裂、损坏。 
 

 错误连接会导致设备损坏，因此请将电缆与规定的相应插头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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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手动脉冲发生器的连接 

进行手动脉冲发生器的连接时，请将 F020／021／022 电缆连接到 HANDLE 插头上。 

最大可连接 3 个手动脉冲发生器。本单元除可连接标准的 DC＋12V 电源类型以外，DC＋5V 电源规格的 

手动脉冲发生器。请准备好各自专用的电缆备用。 

（有关电缆的详细情况请参照附录 2.5 F020／021／022 电缆制作图。） 

 

 
  

 
 

 

 注意 
 

 错误连接会导致设备损坏，因此请将电缆与规定的相应插头连接。 
 

 通电状态下，请勿进行各单元间的连接电缆的连接、插拔。 
 

 

连接 1 个手动脉冲发生器时 

手动脉冲发生器 

内部图 

电缆 

连接 2 个手动脉冲发生器时 

手动脉冲发生器 

内部图 

电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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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追加 I/O 单元上连接手动脉冲发生器（HD60）以外的（脉冲发生器）时，请在下述规格条件范围内选用，并确认机

器正确动作后再使用。市售的手动脉冲发生器有 25pulse／rev 型和 100pulse／rev 型两种。在 MELDAS60／60S 系列内部，

1 脉冲将递增到 4 倍，因此请选用 25pulse／rev 型。 

 

输入输出条件 

输入脉冲的信号形态 A 相、B 相的相位差 90 度［参照以下波形(e)］ 
输入信号电压 H 等级 3.5V～5．25V、 L 等级 0V～0．5V 
输入脉冲的最大频率 100kHz 
脉冲发生器用电源电压 DC12N ± 10％ 
最大输出电流 300mA 
1 转的脉冲数 25pulse／rev （HD60 时为 25pulse／rev） 
 

输入波形 请将输入波形的相位误差控制在±T／10（T：周期）以下。 

 

Ａ (Ｂ )相

Ｂ (Ａ )相

T

ｅa b c d

 
 

a.b.c.d.e：A 相或 B 相的上升沿(下降沿)相位差＝T／4±T／10 

T      ：A 或 B 相的周期（最小 10μs） 

输入输出回路 

DC5V

0V( GND)

電源出力 DC12V

7

10, 12, 14

9, 11, 13

入力

470Ω

220Ω 4700pF

1
3
5

470Ω

220Ω 4700pF

2
4
6

HA1
HA2
HA3

HB1
HB2
HB3

コ ネク タ ーピ ン 番

+5V

+5V

GND

GND

制御回路

 
 

请对应电缆配线的变更，对向手动脉冲发生器提供的电源电压 DC5V 或 DC12V 进行切换。 

DC5V 电源的手动脉冲发生器从 7 针脚，DC12V 电源的手动脉冲发生器从 10、12、14 针脚开始供电。请使用多根电缆内

的电源、0V(GND)的线材。 

插头针脚编号 

输入 

电源输出 

控制回路 

A(B)相 

B(A)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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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插头针脚定义 

 

 
控制单元连接端子 
CF10 125

50 26  

＜电缆端插头型号名称＞ 
插头    ：10150-6000EL 
壳体    ：10350-3210-000 
推荐厂家：住友 3M 
 

 
 
 
 
 
 
 
 
插头针脚分布：请参照 4.2.8  控制单元的插头针脚分

布（CF10）。 

 

 

伺服驱动器单元连接端子 
SARVO1 110

1120  

＜电缆端插头型号名称＞ 
插头    ：10120-6000EL 
壳体    ：10320-3210-000 
推荐厂家：住友 3M 
 

GND
SVTXD1
SVALM1
SVRXD1
GND

SVEMG1

+5V

GND
SVTXD1*
SVALM1*
SVRXD1*
GND

SVEMG1*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O
I
I

O

O

O
I
I

O

 
 

 

伺服驱动器单元连接端子 
SARVO2 110

1120  

＜电缆端插头型号名称＞ 
插头    ：10120-6000EL 
壳体    ：10320-3210-000 
推荐厂家：住友 3M 
  
 

GND
SVTXD2
SVALM2
SVRXD2
GND

SVEMG2

+5V

GND
SVTXD2*
SVALM2*
SVRXD2*
GND

SVEMG2*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O
I
I

O

O

O
I
I

O

 

 

同期进给编码器连接端子 
ENC1 15

69  

＜电缆端插头型号名称＞ 
插头    ：CDE-9PF 
接触器  ：CD-PC-111 
插头盒  ：HDE-CTH 
推荐厂家：广濑电机 
 

ENC1A
ENC1B
ENC1Z
GND
GND

1
2
3
4
5

I
I
I

ENC1A*
ENC1B*
ENC1Z*
+5V

6
7
8
9

I
I
I
O

 
 
 

 

请将插头盒与屏蔽电缆连
接。 

请将插头盒与屏蔽电缆连
接。 

请将插头盒与屏蔽电缆连
接。 

请将插头盒与屏蔽电缆连
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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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跃信号输入连接端子 
SKIP 18

915  

＜电缆端插头型号名称＞ 
插头    ：CDA-15P 
接触器  ：CD-PC-111 
插头盒  ：HDA-CTH 
推荐厂家：广濑电机 
 

GND
SKI P I N1
SKI P I N3

SKI P I N5
SKI P I N7

GND

1
2
3
4
5
6
7
8

I
I

I
I

GND
SKI P I N2
SKI P I N4

SKI P I N6
SKI P I N8
GND

9
10
11
12
13
14
15

I
I

I
I

 
 请将插头盒与屏蔽电缆连接。 
 请使用镍铬镀金部件 。 
 

远程 I/O 单元连接端子 
RIO1 1 2 3

A

B
 

 
＜电缆端插头型号名称＞ 
插头    ：1-178288-3 
接触器  ：1-175218-2 
推荐厂家：Tyco Electronics AMP 
 

 
TXRX1
TXRX1*

GND

1
2
3

I /O
I /O

  A※ 、B 插头用于远程 I／O 单元的次通道中转，无论插入哪一电缆都一样。

远程 I/O 单元连接端子 
RIO2  

1 2 3

 

 
＜电缆端插头型号名称＞ 
插头    ：1-178288-3 
接触器  ：1-175218-2 
推荐厂家：Tyco Electronics AMP 

 
I /O
I /O

TXRX2
TXRX2*

GND

1
2
3

电源输入端子（DC5V） 
DC5IN  

1 2 3 4 5

 
 

 
＜电缆端插头型号名称＞ 
插头    ：2-178288-5 
接触器  ：1-175218-5 
推荐厂家：Tyco Electronics AMP 

1
2
3
4
5

NC(未使用)
NC(未使用)

DC5V
0V( LG)

FG

电源输入端子（DC24V） 
DC24IN  

1 2 3

 

 
＜电缆端插头型号名称＞ 
插头    ：2-178288-3 
接触器  ：1-175218-5 
推荐厂家：Tyco Electronics AMP 

 
DC24V
0V( RG)

FG

1
2
3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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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 
 

 请勿将插头接入本说明书中所示以外的电压。否则可能导致插头破裂、损坏。 
 

 错误连接会导致设备损坏，因此请将电缆与规定的相应插头连接。 

 

 

控制单元连接端子 
CF11 25A1A

25B1B  
 
 
 
＜电缆端插头型号名称＞ 
插头    ：DHD-RB50-20AN 
推荐厂家：DDK 

 
插头针脚定义：请参照 4.2.8 控制单元的插头针脚定义

（CF11）。 

 

手动脉冲发生器连接端子 
HANDLE 
 
 

18

915  
 
＜电缆端插头型号名称＞ 
插头    ：CDA-15P 
接触器  ：CD-PC-111 
插头盒  ：HDA-CTH 
推荐厂家：广濑电机 

1HA
1HB
2HA
2HB
3HA
3HB
DC5V

1
2
3
4
5
6
7
8

I
I
I
I
I
I
O

GND
DC12V
GND
DC12V
GND
DC12V

9
10
11
12
13
14
15

O

O

O

 

  

请将插头盒与屏蔽电缆连接。 
 请使用镍铬镀金部件。 
 

RS-232C 功能连接端子 
RS232C 
 
 
 
 

 
113

1425
 
＜电缆端插头型号名称＞ 
插头    ：CDB-25P 
接触器  ：CD-PC-111 
插头盒  ：HDB-CTH 
推荐厂家：广濑电机 

 

SD2
RD2
RS2
CS2
DR2
GND

GND
reserve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O
I
O
I
I

SD1　 (注)
ER1　 (注)
RD1　 (注)
CS1　 (注)

RS1　 (注)
ER2
DR1　 (注)

GND
DC24V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O
O
I
I

O
O
I

 

 
 
信号说明 
SD：传输数据 
RD：接收数据 
RS：传输要求 
CS：可传输 
DR：数据设定就绪 
ER：数据终端就绪 
 
 
 
 
 
(注)信号名称的 
□□１：售后服务人员维护专用

□□２：一般开放通道 

 

 
  

请将插头盒与屏蔽电缆连接。 
 请使用镍铬镀金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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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0 机械输出回路保护用熔丝 

机械输出（DO）的回路中每 4 点输出就有 1 个回路短路时的用于防烧损保护的熔丝。 

 
输出名 熔丝名 输出名 熔丝名 输出名 熔丝名 输出名 熔丝名 

Y0 F8 Y10 F6 Y20 F14 Y30 F16 
Y1 F8 Y11 F6 Y21 F14 Y31 F16 
Y2 F8 Y12 F6 Y22 F14 Y32 F16 
Y3 F8 Y13 F6 Y23 F14 Y33 F16 
Y4 F7 Y14 F5 Y24 F13 Y34 F15 
Y5 F7 Y15 F5 Y25 F13 Y35 F15 
Y6 F7 Y16 F5 Y26 F13 Y36 F15 
Y7 F7 Y17 F5 Y27 F13 Y37 F15 
Y8 F2 Y18 F3 Y28 F10 Y38 F14 
Y9 F2 Y19 F3 Y29 F10 Y39 F14 
YA F2 Y1A F3 Y2A F10 Y3A F14 
YB F2 Y1B F3 Y2B F10 Y3B F14 
YC F1 Y1C F4 Y2C F9 Y3C F13 
YD F1 Y1D F4 Y2D F9 Y3D F13 
YE F1 Y1E F4 Y2E F9 Y3E F13 
YF F1 Y1F F4 Y2F F9 Y3F F13 

  （注)：针对 HR377 单元的熔丝在短路等时候的瞬间电流所插入的保护。 
        每 1 点输出有大约 200mA～1A 的电流流经时，可能无法进行回路保护。 
 

 注意 
 

 错误连接会导致设备损坏，因此请将电缆与规定的相应插头连接。 
 

 通电状态下，请勿进行各单元间的连接电缆的连接、插拔。 

规格熔丝名：LM10 
制造商：大东通信 
额定：1A 

仰视图 

侧视图 

外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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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200mA输出 DI/DO单元 FCU6-HR378的连接 
FCU6－HR378是输出电流每 1点可输出 200mA的 DI／DO单元。 
DO输出的通用为 4点共通 13单节、1点 1通用为 12点通用分离型。 
 

10.1 连接系统图 

F010ケーブ ル
CF10 SV1

SV2

ENC

SKI P

RI O1A

RI O1B

RI O2

MJ 2

MJ 3

↑ ↑

ユニ ッ ト

ユニ ッ ト

ダ

号

ユニ ッ ト

ユニ ッ ト

ユニ ッ ト
未使用）

0 1

CS1 CS2

FCU6-HR378( 1枚目)

サーボド ラ イ ブ

サーボド ラ イ ブ

同期送り エ ン コ ー

ス キッ プ信

リ モ ート Ｉ ／Ｏ

リ モ ート Ｉ ／Ｏ

リ モ ート Ｉ ／Ｏ
（ Ｍ６ ４ ／Ｍ６ ５ ／Ｍ６ ６ は
Ｄ／Ｉ Ｎ

Ｄ ／ＯＵ Ｔ

SH21ケーブ ル

SH21ケーブ ル

F040ケーブ ル

R211ケーブ ル

R211ケーブ ル

F050ケ ーブ ル
最大線長50cm

CF11

Ｒ Ｓ －２ ３ ２ Ｃ 　 ポート 番号２

　

　

　

第１ 手動パルス発生器

第３ 手動パルス発生器

第２ 手動パルス発生器

RS232C

HANDLE F020ケーブ ル

DC24V入力 D

D

C24I N

C5I N
DC5V電源仕様の手動ﾊ゚ ﾙｽ発生器を使用する場合はF020/021/022
ｹー ﾌﾞ ﾙは使用でき ま せん。 付録2. 5　 F020ｹー ﾌﾞ ﾙASSYを参考に
電源ﾋﾟ ﾝを +5V( 7ﾋﾟ ﾝ)に変更し た ｹー ﾌﾞ ﾙを準備願います。

　 　 　 　 　 DC5V
時のみ

入力
( 2枚目使用 接続)

DC5I N

DC24V入力 DC24I N

R211ケーブ ルRI O1B

MJ 2

MJ 3

RI O1A

リ モ ート Ｉ ／Ｏユニ ッ ト

Ａ コ ネク タ よ り

Ｄ／Ｉ Ｎ

Ｄ／ＯＵ Ｔ

１ 枚目のＨＲ ３ ７ ８ カ ード Ｒ Ｉ Ｏ１

↑ ↑
2 3

CS1 CS2

FCU6-HR378( 2枚目)

CF10

CF11

ーズ
ト

※
を 設定し す。

Ｍ６ ０ /Ｍ６ ０ Ｓ シ リ
制御ユニ ッ

M60∕M60S系列 

Ｃ Ｓ １ 、 Ｃ Ｓ ２ はリ モ ート
Ｉ ／Ｏ通信の局番 ま

Ｄ Ｃ ５ Ｖ は供給不要
給（ 制御ユニ ッ ト から 供 さ れます）

R211ケーブ ル

1CH

3CH

2CH
F021ケーブ ル

F022ケーブ ル

 
※使用 2 张 FCU6－HR378卡构成时， 

  控制单元没有向第 2张卡提供 DC5V，因此需要从外部向其供电。 
 
※请根据机械的 DI／DO分配变更旋转型开关 CS1、CS2的设定。 
（注）HCU6－HR377卡占有远程 I/O通信（MC Link B通信）的 2通道。 

控制单元 
F010电缆

FCU6-HR378卡（第1张）

CF10      SV1
 
           SV2
 
          ENC
   
          SKIP
           
        RIO1A
 
        RIO1B
 
 
 
          RIO2
 
           MJ2
 
           MJ3
 
 
 
       RS232C
 
CF11 
    HANDLE 
 
CS1 CS2

0 1
 
DC24IN 
 
DC5IN 

F050电缆 
最大线长 50cm 

通过 CS1、CS2设定远程 I/O通
信的站点编号。 

输入 DC24V电压

不需提供 DC5V电压。 
（由控制单元提供） 

FCU6-HR378卡（第2张）

输入 DC24V电压

输入 DC5V电压
（仅在使用第 2张 
FCU6-HR378卡时连接） 

RIO1A
 
RIO1B

MJ2
 
MJ3

CS1 CS2

2   3
 

DC24IN 
 
DC5IN 

远程 I/O单元 
 

DC/IN 
 
DC/OUT 

R211电缆

F020电缆
1CH

F021电缆

F022电缆
2CH

3CH

第 1张 HR378卡连至 RIO1A插头 

伺服驱动单元 
 
伺服驱动单元 
 

SH21电缆

SH21电缆

F040电缆
同期进给编码器 
 
SKIP信号 
 
远程 I/O单元 
 
远程 I/O单元 
 
 
远程 I/O单元 
（未使用M64/M65/M66） 
DC/IN 
 
DC/OUT 
 
 
 
RS —232C端口编号 2 
 
第 1手动脉冲发生器 
 
第 2手动脉冲发生器 
 
第 3手动脉冲发生器 

使用 DC5V 单元规格的手动脉冲发生器时，不可使用
F020/021/02 电缆。请参考附录 25  F020 电缆 ASSY，
将电源针脚更改为+5V（7针脚）的电缆作为备用。 

R211电缆

R211电缆

R211电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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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头名称 功能说明 

CF10 
与控制单元的连接 
（伺服驱动器单元、同期进给编码器、跳跃信号、远程 I/O单元） 

CF11 与控制单元的连接（DC5V、RS-232C、手动脉冲发生器） 
SV1 与伺服驱动器单元／主轴驱动器单元的连接。 
SV2 与辅助轴的连接。 

ENC1 与同期进给编码器的连接。使用 2台同期进给编码器时，请将第 2台连接到控制单元的 ENC2。 
跳跃 跳跃信号输入的连接。最大可使用 8点。 

RIO1A 
RIO1B 

远程 I/O单元已连接。在本单元上占有 2通道，因此可使用 6通道的追加远程 I/O单元。 
RIO1A和 RIO1B是用于远程 I/O通信的信号中转的插头，插入任何电缆都没有问题。本单元为最终通
道时，需将其中一插头与终端电阻 R-TM连接。 

RIO2 远程 I/O单元已连接。 
RS232C 与 RS-232C机器的连接 
HANDLE 与 DC12V电源型或 DC5V电源型的手动脉冲发生器的连接 

MJ2 DI 64点 (漏极／源极型) 
MJ3 DO 64点 (源极型) 

 

 

CS1 
旋转型开关 CS1：远程 I/O通信 1CH的 DI：X0－X1F， 
DO：设定 Y0－Y1F的各 32点的通道编号。 
通常使用“0”设定。 

CS2 
旋转型开关 CS2：远程 I/O通信 1CH的 DI：X20－X3F， 
DO：设定 Y20－Y3F的各 32点的通道编号。 
通常使用“1”设定。 

 

※旋转型开关 CS1、CS2的设定也可能因机械的构成以及有无其他远程 I/O单元而异。 

 请在 0～7范围内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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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输入输出 
MJ3 

NO 输入 
输出 信号 NO 输入 

输出 信号 

1 O CO0003 51 O CO2023 
2 O Y00 52 O Y20 
3 O Y01 53 O Y21 
4 O Y02 54 O Y22 
5 O Y03 55 O Y23 
6 O CO0407 56 O CO2427 
7 O Y04 57 O Y24 
8 O Y05 58 O Y25 
9 O Y06 59 O Y26 

10 O Y07 60 O Y27 
11 O CO080B 61 O CO282B 
12 O Y08 62 O Y28 
13 O Y09 63 O Y29 
14 O Y0A 64 O Y2A 
15 O Y0B 65 O Y2B 
16 O CO0C0F 66 O CO2C2F 
17 O Y0C 67 O Y2C 
18 O Y0D 68 O Y2D 
19 O Y0E 69 O Y2E 
20 O Y0F 70 O Y2F 
21 O CO1013 71 O CO30 
22 O Y10 72 O Y30 
23 O Y11 73 O CO31 
24 O Y12 74 O Y31 
25 O Y13 75 O CO32 
26 O CO1417 76 O Y32 
27 O Y14 77 O CO33 
28 O Y15 78 O Y33 
29 O Y16 79 O CO34 
30 O Y17 80 O Y34 
31 O CO181B 81 O CO35 
32 O Y18 82 O Y35 
33 O Y19 83 O CO36 
34 O Y1A 84 O Y36 
35 O Y1B 85 O CO37 
36 O CO1C1F 86 O Y37 
37 O Y1C 87 O CO38 
38 O Y1D 88 O Y38 
39 O Y1E 89 O CO39 
40 O Y1F 90 O Y39 
41 O 0V (RG) 91 O CO3A 
42 O 0V (RG) 92 O Y3A 
43 O 0V (RG) 93 O CO3B 
44 O 0V (RG) 94 O Y3B 
45 O 0V (RG) 95 O CO3C3F 
46 O FG 96 O Y3C 
47 O FG 97 O Y3D 
48 O FG 98 O Y3E 
49 O FG 99 O Y3F 
50 O FG 100   

 

MJ2 

NO 输入 
输出 信号 NO 输入 

输出 信号 

1 I X00 51 I X20 
2 I X01 52 I X21 
3 I X02 53 I X22 
4 I X03 54 I X23 
5 I X04 55 I X24 
6 I X05 56 I X25 
7 I X06 57 I X26 
8 I X07 58 I X17 
9 I CI0007 59 I CI2027 

10 I X08 60 I X28 
11 I X09 61 I X29 
12 I X0A 62 I X2A 
13 I X0B 63 I X2B 
14 I X0C 64 I X2C 
15 I X0D 65 I X2D 
16 I X0E 66 I X2E 
17 I X0F 67 I X2F 
18 I CI080F 68 I CI282F 
19 I X10 69 I X30 
20 I X11 70 I X31 
21 I X12 71 I X32 
22 I X13 72 I X33 
23 I X14 73 I X34 
24 I X15 74 I X35 
25 I X16 75 I X36 
26 I X17 76 I X37 
27 I CI1017 77 I CI3037 
28 I X18 78 I X38 
29 I X19 79 I X39 
30 I X1A 80 I X3A 
31 I X1B 81 I X3B 
32 I X1C 82 I X3C 
33 I X1D 83 I X3D 
34 I X1E 84 I X3E 
35 I X1F 85 I X3F 
36 I CI181F 86 I CI383F 
37   87   
38   88   
39   89   
40   90   
41   91   
42 I 0V (RG) 92   
43 I 0V (RG) 93   
44 I 0V (RG) 94   
45 I 0V (RG) 95 O  
46   96 O  
47 I DC24V 97 I  
48 I DC24V 98 I  
49 I DC24V 99 I  
50 I DC24V 100 I  
＜电缆端插头型号名称＞ 
基板端插头：DHD-PB100-S121NO 
电缆端插头：DHD-RA100-2OAS（或替代品） 
推荐厂家  ：DD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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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电源的连接 

10.2.1 第 1个电源的连接 

请通过 DC24IN插头或 I/O插头MJ2提供 DC24V电源。DC24V电源通过MJ2供电时，应向所有的 DC24V针脚和 0V

（RG）针脚供电。卡内控制用 DC5V电源通过控制单元的 CF11插头供电。作为第 1个使用时 ，不需要外部的 DC5V电

源供电。 

 

CF10

HANDLE
RI O1 RI O2

FG2

DC24I NDC5I N

FG1

ENC1
SKI PSV2SV1

RS232C

MJ 3MJ 2

CF11

F13(Y3C-3F)

F12(Y2C-2F)

F11(Y28-2B)

F10(Y24-27)

F9( Y20-23)

F8( Y1C-1F)

F7( Y18-1B)

F6( Y14-17)

F5( Y10-13)

F4( Y0C-0F)

F3( Y08-0B)

F2( Y04-07)

F1( Y00-03)

CS1 CS2

FCU6-HR378( 1枚目)

1

FCU6-HR378卡（第1张）

2 3

＜ケーブル側コネクター型名＞

スアンプ

コネクター ： 2-178288-3
コ ンタク ト ： 1-175218-5
推奨メーカ ： タイコ エレク トロニク

DC24I N

51 51100 100

50 50 11

FG

ださ い）

Ｄ Ｃ ２ ４ Ｖ 安定化電源は１ 枚目、 ２ 枚目と もに供給し て く だ さ い。

（ 別途準備し て く

DC24V

FG

し ま す。

Ｄ ５ Ｖ 安定化電源は２ 枚目のみ供給し て く だ さ い。Ｃ

１ 枚目は制御ユニ ッ ト よ り 供給

DC5V

D

DC24I Nへ接続

C5I Nへ接続

0V(RG)

ﾌ゙ ﾙF070ｹー

0V( LG)

U
●

U
●

●

●

Y

最短で制御ユニッ トと
同じＦＧ端子台へ接続
してく ださい。

リ モート Ｉ ／Ｏユニッ トの通信
用Ｒ２１ １ ケーブルのＦ Ｇ線を
接続してく ださ い。

 

DC24V稳压电源同时向第 1张、第 2张 FCU6-HR378卡供电。
（请另行准备） 

DC5V稳压电源仅向第2张FCU6-HR378卡供电。
第 1个由控制单元供电。 

推荐厂家：Tyco Electronics AMP 

请连接远程 I/O单元的通信
用 R211电缆的 FG线。  

请以最短距离和控制单元
一起连接到 FG端子台。

F070电缆 

连接到 DC24IN

连接到 DC5IN

1  2 3

DC24IN 

插头   ：2-178288-3 
插针   ：1-175218-5 

<电缆端插头型号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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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2第 2个电源的连接 

本 200mA输出 DI／DO单元作为扩展 IO连接 2个以上电源时，由 DC5V电源通过从第 2个开始的单元的 DC5IN插

头供电。 

CF10

HANDLE
RI O1 RI O2

FG2

DC24I NDC5I N

FG1

ENC1
SKI PSV2

SV1

RS232C

MJ 3MJ 2

CF11

F13( Y3C-3F)

F12( Y2C-2F)

F11( Y28-2B)

F10( Y24-27)

F9(Y20-23)

F8(Y1C-1F)

F7(Y18-1B)

F6(Y14-17)

F5(Y10-13)

F4(Y0C-0F)

F3(Y08-0B)

F2(Y04-07)

F1(Y00-03)

CS1 CS2

FCU6-HR378( 2枚目)FCU6-HR378卡（第 2张）

1 2 3

＜ケーブル側コネク ター型名＞

スアンプ

コネク ター ： 2-178288-3
コ ンタ ク ト ： 1-175218-5
推奨メーカ ： タ イコエレクトロニク

＜
コネク タ ： 2-178288-5
ケーブル側コネク ター型名＞

ー
ト

スアンプ
コ ンタ ク ： 1-175218-5
推奨メーカ ： タ イコエレクトロニク

1 2 3 4 5

DC24I N

DC5I N

最短で制御ユニッ ト と
同じＦ Ｇ端子台へ接続
してく ださい。

51 51100 100

50 50 1

FG

ださ い）

Ｄ Ｃ ２ ４ Ｖ 安定化電源は１ 枚目、 ２ 枚目と も に供給し て く だ さ い。

（ 別途準備し て く

DC24V

FG

く だ さ い。 ）

Ｄ Ｃ ５ Ｖ 安定化電源は２ 枚目のみ供給し て く

枚 は制御ユニ ッ ト り 供給し ます。

ださ い。

１ 目 よ

（ ２ 枚目は別途準備し て

DC5V

DC24I Nへ接続

DC5I Nへ接続

F070ｹー ﾌ゙ ﾙ

F070ｹー ﾌ゙ ﾙ相当品
付録2. 9参考図記載

Y

0V(RG)
リ モート Ｉ ／Ｏユニッ トの通信用
Ｒ２ １１ ケーブルのＦ Ｇ線を
接続してく ださい。

0V(LG)

U
●

U
●

 

连接到 DC5IN 

F070电缆相当品 
参照附录2.9参考图的记述

DC5V稳压电源仅向第 2张 FCU6-HR378卡供电。
第 1张 FCU6-HR378卡由控制单元供电。 
（第 2张请另行准备） 

DC24V稳压电源同时向第 1张、第 2张 FCU6-HR378卡供电。
（请另行准备） 

请以最短距离和控制单元
一起连接到 FG端子台。 

请连接远程 I/O单元的通信
用 R211电缆的 FG线  

F070电缆 

连接到 DC24IN

<电缆端插头型号名称> 
插头   ：2-178288-3 
插针   ：1-175218-5 
推荐厂家：Tyco Electronics AMP 

连接到 DC5IN

321

DC24IN 

DC5IN 

<电缆端插头型号名称> 
插头   ：2-178288-3 
插针   ：1-175218-5 
推荐厂家：Tyco Electronics AMP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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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DI/DO信号的连接 

（1）MJ2的输入回路的规格 

通过输入的 COM针脚是连接 DC24V还是连接 0V（RG）切换漏极／源极。 

输入点数 64点、输入设备编号使用 X0～X3F。 

漏极型     源极型 

DC24V

制御回路

（ 機械側）

MJ 2
Ｆ Ｃ Ｕ ６ －Ｈ Ｒ ３ ７ ８

△

△

2. 2kΩ

2. 2kΩ

△

△

0V( RG)

DC24I N

0V( RG)

0V( RG)

0V( RG)

0V( RG)

COM

△ △

2. 2kΩ

2. 2kΩ

制御回路

Ｆ Ｃ Ｕ ６ －Ｈ Ｒ ３ ７ ８（ 機械側）

0V( RG)

DC24V MJ 2

△ △0V( RG)

0V( RG)

0V( RG) 0V( RG)

0V( RG)

COM

DC24I N

 

（机械端） 

控制回路
控制回路

（机械端）

 

输入条件 

输入信号请限制在下述条件范围内。 

  漏极型 源极型 
1   外部触点 ON时输入电压 6V以下 18V以上、25．2V以下 
2   外部触点 ON时输入电流 9mA以上 
3   外部触点 OFF时输入电压 20V以上、25．2V以下 4V以下 
4   外部触点 OFF时输入电流 2mA以下 
5   允许振动时间 3ms以下   （参照下图 T1） 
6   输入信号保持时间 40ms以上  （参照下图 T2） 
7   输入回路动作延迟时间 3ms ≤ T3  ≒ T4 ≤16ms 
8   机械端接点容量 30V以上、16mA以上 

 
 

输入信号保持时间 ： 40ms以上。保持时间必须为 PLC的处理周期所需的 

时间以上，否则无法识别输入信号。 
 

＜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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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1  T1 T1 T1 

 T2  T2 

 T4  T4 T3 T3

外部信号 
DC24V 

内部信号 
+5V 

 

 

 

输入通用针脚和DI输入的设备编号的关系

通用名称 针脚编号 对应设备编号 
CI0007 9 X00～X07 
CI080F 18 X08～X0F 
CI1017 27 X10～X17 
CI181F 36 X18～X1F 
CI2027 59 X20～X27 
CI282F 68 X28～X2F 
CI3037 77 X30～X37 
CI383F 86 X38～X3F 

 

※设备编号表示将旋转型开关 CS1设定为“0”，CS2设定为“1”时的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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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MJ3的输出回路的规格 

输出固定为源极输出。输出点数 64点、输出使用针脚使用 Y0～Y3F。 

请在下述规格范围内选用。 

（ 機械側）

MJ 3
FCU6-HR378

MJ 2

制御回路

RA

R
PL

△

0V( RG)

DC24VDC24V

DC24I N

0V( RG) 0V( RG)

0V( RG)
0V( RG)

△

△

（机械端） 

控制回路 

 
 

输出条件

 项目 规格 
1 输出类型 源极型 
2 输出电流 200mA/1点 
3 输出点数 64点 
4 输出使用针脚 Y0～Y3F 
5 绝缘方式 绝缘 
6 额定负载电压 DC24V±5% 
7 输出延迟时间 400μs 

 

输出通用针脚和DO输出的设备编号的关系

通用名称 针脚编号 对应的设备编号 
CO0003 1 Y00～Y03 
CO0407 6 Y04～Y07 
CO080B 11 Y08～Y0B 
CO0C0F 16 Y0C～Y0F 
CO1013 21 Y10～Y13 
CO1417 26 Y14～Y17 
CO181B 31 Y18～Y1B 
CO1C1F 36 Y1C～Y1F 
CO2023 51 Y20～Y23 
CO2427 56 Y24～Y27 
CO282B 61 Y28～Y2B 
CO2C2F 66 Y2C～Y2F 

※设备编号表示将旋转型开关 CS1设定为“0”，CS2设定为“1”时的示例。 

通用名称 针脚编号 对应的设备编号 
  CO30 71 Y30 
  CO31 73 Y31 
  CO32 75 Y32 
  CO33 77 Y33 
  CO34 79 Y34 
  CO35 81 Y35 
  CO36 83 Y36 
  CO37 85 Y37 
  CO38 87 Y38 
  CO39 89 Y39 
  CO3A 91 Y3A 
  CO3B 93 Y3B 
  CO3C3F 95 Y3C～Y3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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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旋转型开关（CS1，CS2）的設定 

旋转型开关 CS1：远程 I/O通信 1CH的 DI：X0－X1F， 
CS1 DO：设定 Y0－Y1F的各 32点的通道编号。 

通常使用“0”设定。。 
旋转型开关 CS2：远程 I/O通信 1CH的 DI：X20－X3F， 

CS2 DO：设定 Y20－Y3F的各 32点的通道编号。 
通常使用“1”设定。 

  本卡的占有通道数为 2通道。 

 

 

（4）远程 I/O单元的终端电阻 

请在已连接 RIO1插头的远程 I/O单元的最终端连接终端电阻。 

不使用 2个该卡，将其他远程 I/O单元连接到 RIO1时，在第 2个的 RIO1的 B端插头连接终端电阻。 

（RIO1的 A、B插头用于中转，信号相同，无论时连接通信电缆还是终端电阻都没有问题。） 

 
终端电阻（R-TM） 

终端电阻型号名称：R-TM 

 
 

 

 

 

 

 

 

 

 
 

 

＊对于继电器等电感性负载，请务必与该负载并联二极管（耐压100V以上，100mA以上）。 
＊对于指示灯等容量性负载，为了限制浪涌电流，请务必要将保护电阻（R=150Ω）与该负载串联在一起。 
（包括瞬时电流在内，请限制在上述允许电流以下。） 

 

＜注意事项＞

 

 注意 
 

 存在继电器等感应性负载，请务必将二极管与该负载并联，以防止干扰。 

 
 指示灯等容量性负载必须与其他负载串联连接保护电阻，防止突入电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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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远程 I/O单元的连接示例 
通常使用 1台本单元，作为扩展 IO连接远程 I/O单元，构成符合用户规格需求的 I/O点数。 
本单元利用远程 I/O通信的第 1系统，从第 2个开始也可作为 200mA输出的 DI／DO使用。此时从第 2个开始的 MJ2、

MJ3以外的 I/O插头（SV1、SV2、跳跃、ENC1、HANDLE、RIO2、RS232C）变为无效。 

关于远程 I/O单元，请参照第 7章 远程 I/O单元的连接。 

（使用远程 I/O单元时） 

 

CF11

（ 前）

（ 後）

正面図

底面図

FCUA-DX11□ /FCUA-DX12□

AMP
D- 3

終端抵抗( R-TM)

X

ﾘﾓー ﾄI /Oﾕﾆｯﾄ

コ ン タ ク ト 及びコ ネク タ ーメ ーカ
タ イ コ エ レ ク ト ロ ニ ク ス ア ン プ

R211ｹー ﾌﾞ ﾙ

＜ケーブル側コネクター型名＞
コネクター： 1-178288-3
コ ンタク ト ： 1-175218-2
推奨メーカ ： タ イコエレクトロニク スアンプ

1
2
3

A B

ＲＩ Ｏ１

CF10

HANDLE
RI O1 RI O2

FG2

DC24I N DC5I N

FG1

ENC1
SKI PSV2SV1

RS232C

MJ 3MJ 2

F13( Y3C-3F)

F12( Y2C-2F)

F11( Y28-2B)

F10( Y24-27)

F9( Y20-23)

F8( Y1C-1F )

F7( Y18-1B )

F6( Y14-17)

F5( Y10-13)

F4( Y0C-0F )

F3( Y08-0B )

F2( Y04-07)

F1( Y00-03)

CS1 CS2

51 51100 100

50 50 11

远程 I/O单元 

终端电阻

正面图 

（前）

（后） 
底面图 

电缆 

<电缆端插头型号名称> 
插头 
插针 
推荐厂家   ：Tyco Electronics AMP

 
 

 
 

RIO1的终端电阻 
请将终端电阻与 RIO1插头连接的远程 I/O单元的最终端 
连接。不使用远程 I/O单元时 
则将终端电阻 R-TM连接到 RIO1插头 B端。 
 
终端电阻型号名称：R-TM 参照附录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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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伺服驱动器单元的连接 

请将伺服驱动器单元连接到本单元的 SV1（伺服轴、PLC轴、主轴），SV2（辅助轴 MR－J2－CT）。 

 

 

サーボドライブユニッ ト

（ ）サーボ軸、 Ｐ Ｌ Ｃ軸、 主軸

周辺軸サーボドライブユニッ ト

MITSUBISHI
MDS- B-SVJ2

CF10

HANDLE
RI O1 RI O2

FG2

DC24I N
DC5I N

FG1

ENC1
SKI PSV2SV1

RS232C

MJ 3MJ 2

CF11

F 13 ( Y3C - 3F )

F 12 ( Y2C - 2F )

F 11 ( Y28 - 2B )

F 10 ( Y24 - 27 )

F 9( Y 20- 2 3)

F 8( Y 1C- 1 F)

F 7( Y 18- 1 B)

F 6( Y 14- 1 7)

F 5( Y 10- 1 3)

F 4( Y 0C- 0 F)

F 3( Y 08- 0 B)

F 2( Y 04- 0 7)

F 1( Y 00- 0 3)

CS1 CS 2

SH21/FCUA-R000 SH21/FCUA-R000ｹー ﾌ

ＣＮ１ Ａ ＣＮ１Ａ

バッ テリ ーユニッ トを接続

ｹー ﾌ゙ ﾙ ﾞ ﾙ

コネク タ型名 コネクタ型名

※サーボドラ イブユニッ トの最終ユニッ トには、
終端コネク タまたは
してく ださい。

伺服驱动单元 

插头型号名称

辅助轴伺服驱动单元 

插头型号名称 

 

※请将终端插头或电池单元与伺服驱动器单元的

最终单元连接。 

（伺服轴 PLC轴 主轴） 

电缆 电缆 

 

 
＜关联项目＞ 

电缆制作图：附录 2（SH21电缆） 

插头针脚定义：请参照 6.10 基本 I/O单元的插头针脚分布（SV1，SV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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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同期进给编码器的连接 

请将同期进给编码器连接到本单元的 ENC1上。要连接第 2台同期进给编码器时，请将其连接到控制单元的 ENC2上。 

 

 

 
 

 

同期给进编码器（第 1台） 

同期给进编码器（第 2台） 

编码器端 

F040电缆 
第 1台

第 2台

电缆

电缆

编码器端 

控制单元 

F041电缆

F040电缆

F041电缆

(相当) 

(相当)

A ENC1A K 0V 
B ENC1Z L  
C ENC1B M  
D  N ENC1A＊ 
E 插头盒接地 P ENC1Z＊ 
F  R ENC1B＊ 
G  S  
H DC5V T  
J    

 

 

 

 

 

 

 

 

＜关联项目＞ 

外形图    ：附录 1 

电缆制作图：附录 2（F040电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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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跳跃信号（传感器）的连接 

请将跳跃信号连接本单元的跳跃插头。 

跳跃信号在高速信号的处理中使用。请务必对电缆实施屏蔽处理。 

(1) 跳跃信号电缆 

Ｆ Ｃ Ｕ ６ －Ｈ Ｒ ３ ７ ８

SKI P

2. 2kΩ

2. 2kΩ

2. 2kΩ

2. 2kΩ

2. 2kΩ

2. 2kΩ

2. 2kΩ

2. 2kΩ

制御回路

2

10

3

11

5

13

6

14

1

8

9

15

安定化電源

FG

SKI P I N1

SKI P I N2

SKI P I N3

SKI P I N4

SKI P I N5

SKI P I N6

SKI P I N7

SKI P I N8

FG

DC24V

U

U

△

△

△

△

△

△

△

△

0V( RG)

△

△

△

△

△

△

△

△

稳压电源 

控制回路 

 
(2) 输入条件 

请将输入信号限制在下述范围内． 

外部触点 ON时输入电压 18V以上、25．2V以下 1  
2 外部触点 ON时输入电流 9mA以上 Ton

24V

0V t

Ton ≧ 2ms

外部触点 OFF时输入电压 4V以下 3 
外部触点 OFF时输入电流 1mA以下 4 

5 输入信号保持时间（Ton） 2ms以上 
6 内部响应时间 0．08ms以下 
7 机械端接点容量 30V以上、16mA以上  

 

 

 
 

 注意 
 

 请勿将插头接入本说明书中所示以外的电压。否则可能导致插头破裂、损坏。 

 错误连接会导致设备损坏，因此请将电缆与规定的相应插头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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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手动脉冲发生器的连接 

机械手动脉冲发生器的连接时，将 F020／021／022电缆连接到 HANDLE插头。手动最大可连接 3个手动脉冲发生器。

本单元除可连接标准的 DC＋12V电源类型以外，DC＋5V电源规格的手动脉冲发生器。请准备好各专用的电缆备用。 

（有关电缆的详细情况请参照附录 2.5 F020／021／022电缆制作图） 

 

 

连接 1个手动脉冲发生器时 

 
 

手动脉冲发生器 
FCUA-HD60 
内部图 

内部图 

手动脉冲发生器 

连接 2个手动脉冲发生器时 

电缆 

电缆 

 

 
 

 注意 
 

  错误连接会导致设备损坏，因此请将电缆与规定的相应插头连接。 
 
 通电状态下，请勿进行各单元间的连接电缆的连接、插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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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FCU6－HR378上连接手动脉冲发生器（HD60）以外的（脉冲发生器）时，请在下述规格条件范围内选用，并确认

机器正确动作后再使用。市售的手动脉冲发生器有 25pulse／rev型和 100pulse／rev型两种。在MELDAS60／60S系列内

部，1脉冲将递增到 4倍，因此请选用 25pulse／rev型。 

 

输入输出条件

输入脉冲的信号形态 A相、B相的相位差 90度［参照以下波形(e)］ 
输入信号电压 H等级 3.5V～5．25V、 L等级 0V～0．5V 
输入脉冲的最大频率 100kHz 
脉冲发生器用电源电压 DC12V ± 10% 
最大输出电流 300mA 
1转的脉冲数 25pulse／rev （HD60 25pulse／rev） 

输入波形 请将输入波形的相位误差控制在±T／10（T：周期）以下。 

 

Ａ (Ｂ )相

Ｂ (Ａ )相 ｅa b c d

T  
 

a.b.c.d.e：A相或 B相的上升沿(下降沿)相位差＝T／4±T／10 

T：A或 B相的周期（最小 10μs） 

输入输出回路 

DC5V

0V( GND)

電源出力 DC12V
7

10, 12, 14

9, 11, 13

入力

470Ω

220Ω 4700pF

1
3
5

470Ω

220Ω 4700pF

2
4
6

HA1
HA2
HA3

HB1
HB2
HB3

コ ネ ク タ ー ピ ン番

+5V

+5V

GND

制御回路

B(A)相 

A(B)相 

插头针脚编号 

输入 

控制回路 

GND

电源输出 

 
 

请对应电缆配线的变更，对向手动脉冲发生器提供的电源电压 DC5V或 DC12V进行切换。 

DC5V电源的手动脉冲发生器从 7针脚，DC12V电源的手动脉冲发生器从 10、12、14针脚开始供电。请使用多根电

缆内的电源、0V(GND)的线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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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插头针脚定义 

 控制单元连接端子 
CF10 125

50 26  

＜电缆端插头型号名称＞ 
插头    ：10150-6000EL 
壳体    ：10350-3210-000 
推荐厂家：住友 3M 
 
 

 
 
 
 
 
 
 
 
插头针脚定义：请参照 4.2.8  控制单元的插头针脚定
义（CF10）。 

 

伺服驱动器单元连接端子 
SV1 110

1120  

＜电缆端插头型号名称＞ 
插头    ：10120-6000EL 
壳体    ：10320-3210-000 
推荐厂家：住友 3M 
 
 

GND
SVTXD1
SVALM1
SVRXD1
GND

SVEMG1

+5V

GND
SVTXD1*
SVALM1*
SVRXD1*
GND

SVEMG1*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O
I
I

O

O

O
I
I

O

 

 

请将插头盒与屏蔽电缆连

接。 

伺服驱动器单元连接端子 
SV2 110

1120  

＜电缆端插头型号名称＞ 
插头    ：10120-6000EL 
壳体    ：10320-3210-000 
推荐厂家：住友 3M 
 
 

GND
SVTXD2
SVALM2
SVRXD2
GND

SVEMG2

+5V

GND
SVTXD2*
SVALM2*
SVRXD2*
GND

SVEMG2*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O
I
I

O

O

O
I
I

O

 

 

同期进给编码器连接端子 
ENC1 15

69  

＜电缆端插头型号名称＞ 
插头    ：CDE-9PF 
插针    ：CD-PC-111 
插头盒  ：HDE-CTH 
推荐厂家：广濑电机 
 

ENC1A
ENC1B
ENC1Z
GND
GND

1
2
3
4
5

I
I
I

ENC1A*
ENC1B*
ENC1Z*
+5V

6
7
8
9

I
I
I
O

 
 
 
 

 

请将插头盒与屏蔽电缆连

接。 

请将插头盒与屏蔽电缆连

接。 

请将插头盒与屏蔽电缆连

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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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KIP信号输入连接端子 
SKIP 18

915  

＜电缆端插头型号名称＞ 
插头     ：CDA-15P 
插针     ：CD-PC-111 
插头盒   ：HDA-CTH 
推荐厂家 ：广濑电机 
 

GND
SKI P I N1
SKI P I N3

SKI P I N5
SKI P I N7

GND

1
2
3
4
5
6
7
8

I
I

I
I

GND
SKI P I N2
SKI P I N4

SKI P I N6
SKI P I N8
GND

9
10
11
12
13
14
15

I
I

I
I

 
  

请将插头盒与屏蔽电缆连接。 
请使用镍铬镀金部件。 

远程 I/O单元连接端子 
RIO1 1 2 3

A

B
 

 
＜电缆端插头型号名称＞ 
插头    ：1-178288-3 
插针    ：1-175218-2 
推荐厂家：Tyco Electronics AMP 
 

 
TXRX1
TXRX1*

GND

1
2
3

I /O
I /O

 

  A※ 、B插头用于远程 I/O单元的次通道中转，无论插入哪一种电 
缆都相同。 

远程 I/O单元连接端子 
RIO2    

1 2 3 I /O
I /O

TXRX2
TXRX2*

GND

1
2
3

＜电缆端插头型号名称＞ 
插头    ：1-178288-3 
插针    ：1-175218-2 
推荐厂家：Tyco Electronics AMP   

电源输入端子（DC24V） 
DC24IN    

1 2 3 DC24V
0V( RG)

FG

1
2
3

I＜电缆端插头型号名称＞ 
插头    ：2-178288-3 
插针    ：1-175218-5 
推荐厂家：Tyco Electronics AMP   

电源输入端子（DC5V） 
DC5IN   

1 2 3 4 5

 
 

＜电缆端插头型号名称＞ 
插头    ：2-178288-5 
插针    ：1-175218-5 
推荐厂家：Tyco Electronics AMP 

1
2
3
4
5

NC(未使用)
NC(未使用)

DC5V
0V( LG)

F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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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单元连接端子 
CF11 25A1A

25B1B  
 
 
 
＜电缆端插头型号名称＞ 
插头    ：DHD-RB50-20AN 
推荐厂家：DDK 

 
插头针脚定义：请参照 4.2.8  控制单元的插头针脚定义
（CF11）。 

 

手动脉冲发生器连接端子 
HANDLE 
 
 

18

915  
 
＜电缆端插头型号名称＞ 
插头    ：CDA-15P 
插针    ：CD-PC-111 
插头盒  ：HDA-CTH 
推荐厂家：广濑电机 

1HA
1HB
2HA
2HB
3HA
3HB
DC5V

1
2
3
4
5
6
7
8

I
I
I
I
I
I
O

GND
DC12V
GND
DC12V
GND
DC12V

9
10
11
12
13
14
15

O

O

O

 

  
请将插头盒与屏蔽电缆连接。 
请使用镍铬镀金部件。 

 

RS-232C机器连接端子 
RS232C 
 
 
 
 
 

113

1425  
＜电缆端插头型号名称＞ 
插头    ：CDB-25P 
插针    ：CD-PC-111 
插头盒  ：HDB-CTH 
推荐厂家：广濑电机 

请将插头盒与屏蔽电缆连接。 
请使用镍铬镀金部件。 

 

 

 

SD2
RD2
RS2
CS2
DR2
GND

GND
reserve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O
I
O
I
I

SD1　 (注)
ER1　 (注)
RD1　 (注)
CS1　 (注)

RS1　 (注)
ER2
DR1　 (注)

GND
DC24V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O
O
I
I

O
O
I

 

 
 
信号说明 
SD:传输数据 
RD:接收数据 
RS:传输要求 
CS:可传输 
DR:数据设定就绪 
ER:数据终端就绪 
 
 
 
 
(注)信号名称的 
□□1:服务人员维护用
□□2:一般开放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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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 机械输出回路保护用熔丝 

机械输出（DO）的回路中每 4点输出就有 1个回路短路时的用于防烧损保护的熔丝。 

每 1点输出 1通用的 Y30～Y3B输出中没有熔丝。 

所用熔丝名称：LM10 
厂家：大东通信 
额定：1A    

仰视图 

侧面图 

外形图 

 
 

输出名 输出名 熔丝名 熔丝名 熔丝名 输出名 熔丝名 输出名

Y0 F1 Y10 F5 Y20 F9 Y30 无 
Y1 F1 Y11 F5 Y21 F9 Y31 ↑ 
Y2 F1 Y12 F5 Y22 F9 Y32 ↑ 
Y3 F1 Y13 F5 Y23 F9 Y33 ↑ 
Y4 F2 Y14 F6 Y24 F10 Y34 ↑ 
Y5 F2 Y15 F6 Y25 F10 Y35 ↑ 
Y6 F2 Y16 F6 Y26 F10 Y36 ↑ 
Y7 F2 Y17 F6 Y27 F10 Y37 ↑ 
Y8 F3 Y18 F7 Y28 F11 Y38 ↑ 
Y9 F3 Y19 F7 Y29 F11 Y39 ↑ 
YA F3 Y1A F7 Y2A F11 Y3A ↑ 
YB F3 Y1B F7 Y2B F11 Y3B ↑ 
YC F4 Y1C F8 Y2C F12 Y3C F13 
YD F4 Y1D F8 Y2D F12 Y3D F13 
YE F4 Y1E F8 Y2E F12 Y3E F13 
YF F4 Y1F F8 Y2F F12 Y3F F13 

  （注)：针对 HR377单元的熔丝在短路等时候的瞬间电流所插入的保护。 
        每 1点输出有大约 200mA～1A的电流流经时，可能无法进行回路保护。 
 

 注意 
 

 错误连接会导致设备损坏，因此请将电缆与规定的相应插头连接。 
 通电状态下，请勿进行各单元间的连接电缆的连接、插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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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1 LED的功能说明 

 
 

状态 颜

色
名称 功能 异常时的对策 

正常时 异常时

24IN DC24V输入确认 DC24V电压确认 绿 亮灯 熄灭
LED1 

各远程 I/O单元的 旋转型开关“CS1”设定通道的通信异常
显示 

(2色闪动) RIO1 红 熄灭 亮灯
旋转型开关的通道编号确认

5OUT 内部输出电压的确认 联络本公司服务部门 绿 亮灯 熄灭
LED2 

各远程 I/O单元的 旋转型开关“CS2”设定通道的通信异常
显示 

(2色闪动) RIO2 红 熄灭 亮灯
旋转型开关的通道编号确认

L－F1 Y00～03 向熔丝 F1通电 CO0003的电压确认 绿 亮灯 熄灭

L－F2 Y04～07 向熔丝 F2通电 CO0407的电压确认 绿 亮灯 熄灭

L－F3 Y08～0B 向熔丝 F3通电 CO080B的电压确认 绿 亮灯 熄灭

L－F4 Y0C～0F 向熔丝 F4通电 CO0C0F的电压确认 绿 亮灯 熄灭

L－F5 Y10～13 向熔丝 F5通电 CO1013的电压确认 绿 亮灯 熄灭

L－F6 Y14～17 向熔丝 F6通电 CO1417的电压确认 绿 亮灯 熄灭

L－F7 Y18～1B 向熔丝 F7通电 CO181B的电压确认 绿 亮灯 熄灭

L－F8 Y1C～1F 向熔丝 F8通电 CO1C1F的电压确认 绿 亮灯 熄灭

L－F9 Y20～23 向熔丝 F9通电 CO2023的电压确认 绿 亮灯 熄灭

L－F10 Y24～27 向熔丝 F10通电 CO2427的电压确认 绿 亮灯 熄灭

L－F11 Y28～2B 向熔丝 F11通电 CO282B的电压确认 绿 亮灯 熄灭

L－F12 Y2C～2F 向熔丝 F12通电 CO2C2F的电压确认 绿 亮灯 熄灭

L－F13 Y3C～3F 向熔丝 F13通电 CO3C3F的电压确认 绿 亮灯 熄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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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扩展 I/O 卡 QY231 的连接 

11.1 概要 

QY231 为基本 I/O 单元的远程 I/O 通信或交流终端的远程 I/O 通信(MC Link B)中连接机械输入输出及操作面板输入输

出的卡。 

 

 

 

可对应的机械控制信号 占有站点数 
机械输入信号(DI)  ： 64 点(光电耦合绝缘)漏/源极共用型 
机械输出信号(DO) ： 48 点(不绝缘)源极型 

2 

 

 

11.2 硬件接口 

（1） 插头配置图 

0 8

△↑
↑CS1 (SW1)

J4 

CMD81 

CFD83 

CMD82 

CS
H4

1A
 

CS
H4

1B
 

未安装

P
O

W
E

R
 

A
LM

 

SO
UR

CE
 

SI
NK

 

S1
 

S2
 

S3
 

S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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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针脚定义 

远程 I/O 单元连接端子 
CSH41A/B  

 

1 2 3 

 
 

 
<电缆端插头型号名称> 
插头      ：1-178288-3 
插针      ：1-175218-2 
推荐厂家  ：Tyco Electronics AMP 

 

 1 I/O TXRX
2 I/O TXRX*
3  0V(LG)

电源输入端子(DC24V) 
J4  4 3 1 

 

2  
<电缆端插头型号名称> 
插头      ：5251-04 
插针      ：5659PBT2L 
推荐厂家  ：日本 MOLEX 

 1  0V(RG)
2  DC24V
3  DC24V
4  0V(RG)

7 0V(RG) 13  20 DC24V 
6  12 X36 19 X37 
5 X35 11 X33 18 X34 
4 X32 10 X30 17 X31 
3 X3F 9 X3D 16 X3E 
2 X3C 8 X3A 15 X3B 
1 X39   14 X38 

 
 

CMD82 
18 0V(RG)   50 X27 
17 X26   49 X25 
16 X24 32 X22 48 X23 
15 X21 31 X2F 47 X20 
14 X2E 30 X2C 46 X2D 
13 X2B 29 X29 45 X2A 
12 X28 28 X16 44 X17 
11 X15 27 X13 43 X14 
10 X12 26 X10 42 X11 
9 X1F 25 X1B 41 X1E 
8 X1D 24 X18 40 X1C 
7 X1A 23 X05 39 X19 
6 X07 22 X02 38 X06 
5 X04 21 X0F 37 X03 
4 X01 20 X0C 36 X00 
3 X0E 19 X09 35 X0D 
2 X0B   34 X0A 
1 X08   33 DC24V 

 

  

 CS1

0
 

机械输入端子 
CMD81/CMD82 
 

 

 

7 

1 14 

20 

 

 
 
<电缆端插头型号名称> 
插头      ：MRP20F01 
插针      ：MRPF102 
插头盒  ：MR20W 
推荐厂家  ：本多通信工业 

 
CMD81 

 
 
 
 
 

 

 
18 

1 33 

50 

 
 

 

 
 
 
 
 
 
<电缆端插头型号名称> 
插头      ：MRP50F01 
插针      ：MRPF102 
插头盒  ：MR50W 
推荐厂家  ：本多通信工业 

 
 
 
 
 
 
 
 
 
 
 
 
 
 
 
 
 
 
 
 
 
 
 
 

*  
 
 
 
 
CS1 设为“0”时的实例。 
详细信息请参照 PLC 接口说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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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输出端子 
CFD83 
 

 
 

1

18 50 

33 

 
 

 

 
 
 
 
 
<电缆端插头型号名称名> 
插头       ：MRP50M01 
接触器     ：MRPM102 
插头盒     ：MR50W 
推荐制造商 ：本多通信工业 

 
 
 
 
 
 
 
 
 
 
 
 
 
 
 
 
 
 
 
 
 

 
 
 
 
※CS1 设定为’0’时的示例。 
 详细请参考 PLC 接口说明书. 
  

 

CFD83 
1 Y08   33 DC24V 
2 Y0B   34 Y0A 
3 Y0E 19 Y09 35 Y0D 
4 Y01 20 Y0C 36 Y00 
5 Y04 21 Y0F 37 Y03 
6 Y07 22 Y02 38 Y06 
7 Y1A 23 Y05 39 Y19 
8 Y1D 24 Y18 40 Y1C 
9 Y1F 25 Y1B 41 Y1E 

10 Y12 26 Y10 42 Y11 
11 Y15 27 Y13 43 Y14 
12 Y28 28 Y16 44 Y17 
13 Y2B 29 Y29 45 Y2A 
14 Y2E 30 Y2C 46 Y2D 
15 Y21 31 Y2F 47 Y20 
16 Y24 32 Y22 48 Y23 
49 Y26    Y25 
18 0V(RG)   50 Y27 

 

  

CS1

0
 

 
(3) 旋转开关 

DI/DO ：以 64/48 点为单位设定 2 个站点的地址(站点编号)分配。 

设定通过旋转开关 CS1 进行。 

通过旋转开关的设定，改变分配地址。 

CS1 
设定 功能 

0 远程 I/O 站点  选择 0, 1 站点 
1 无效 
2 远程 I/O 站点  选择 2, 3 站点 
3 无效 
4 远程 I/O 站点  选择 4, 5 站点 
5 无效 
6 远程 I/O 站点  选择 6, 7 站点 
7 无效 

8～F 禁止设定 

 
0

  CS1 

* X○、Y○的分配为参考数值，实际分配通过远程 I/O 单元的站点编号分别进行 

请在开头的地址中添加 DI/DO 的分配编号。 

(4) 设定开关 

设定数字输入的漏极型与源极型的更替。 
S1, S2 S3, S4 功能 

ON OFF 选择源极输入 
OFF ON 选择漏极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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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连接 

(1) 外部电源(DCIN) 

卡工作需要 DC24V 的电压。请准备满足以下规格的稳压电源。 

 

稳压电源

DC24
0V(RG

FG 
U 

DC24V 输入
J4 

4 3 2 1

1
2
3
4

0V(RG)
DC24V
DC24V
0V(RG)

J4 

CMD81 

CFD83 

CMD82 

CS1 (SW1) 

CS
H4

1A
 

CS
H4

1B
 

SO
UR

CE
 

SIN
K 

S
1
 

S
2
 

S
3 

S
4
 

QY231 

* 额定输出电流为机械输出(DO)使用 60mA×48 点时的数值。 
  请选择满足在 DC24V 时输出的总输出电流的电源。 

额定输出    ：DC24V±5％
脉冲        ：±5％(P-P) 

额定电流    ：3.8A 

 
(2) 远程 I/O 连接(CSH41A/B) 

 CSH41A① 插头的连接 

CSH41A 插头请与基本 I/O 单元的 RIO1 插头或操作板端的远程 I/O 通信用插头 CR05 相连接。 

 J4

CMD8
1

CFD8
3

CMD8
2

CS1 (SW1) 

C
S

H
41

C
S

H
41

S
O

U
R

C
S

IN
K

 

S1
 

S
2 

S3
 

S
4 

QY231

终端电阻(另购) 
(R-TM) 
参照附录 2.22 

RIO1
CSH41A/B
CR05 

1 2 3 

连接通信终端时 

CR05

与基本 I/O 单元连接时 

CSH41

RIO1

SKIP
ENC1 

CR31 SV2 SV1 

RIO2 DCIN 
RIO1 

1
2
3

I/O
I/O
 

TXRX3 
TXRX3*
G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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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机械输入端子(CMD81, CMD82) 
显示与机械端漏极输出对应的漏极型与机械端源极输出时源极型的输入回路。 

△ △

△

△

△

△

△

△

 

漏极型 源极型 

(机械端) (机械端)

DC24 DC24

0V(RG) 

0V(RG) 

0V(RG)

QY231 QY231

2.2kΩ 

2.2kΩ 

2.2kΩ 

2.2kΩ 

CMD81/8 CMD81/8

COM COM

控制回路 控制回路

 
 

 注意 
 

输入条件 

输入信号请设定在如下所示的条件的范围以内。 

  漏极型 源极型 
1 外部触点 ON 时输入电压 6V 以下 18V 以上、25.2V 以下 
2 外部触点 ON 时输入电流 9mA 以上 
3 外部触点 OFF 时输入电压 20V 以上、25.2V 以下 4V 以下 
4 外部触点 OFF 时输入电流 2mA 以下 
5 容许振动时间 3ms 以下  (参照下图 T1) 
6 输入信号保持时间 40ms 以上  (参照下图 T2) 
7 输入回路工作延迟时间 3ms  T3  T4  16ms≦ ≒ ≦  
8 机械端接点容量 30V 以上、16mA 以上 

 
 

输入信号保持时间 ： 在 40ms 以上。保持时间必须为 PLC 的处理周期所需的 

时间以上，否则无法识别输入信号。 

 
 

 
 T1  T1  T1 T1 

 T2  T2 

 T4  T4 T3 T3 

外部信号 
DC24V 

内部信号 
+5V 

 
 

 请勿将插头接入本说明书中规定值以外的电压。 
否则可能导致插头破损或损坏。 

 

<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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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机械输出端子(CFD83) 

QY231 的输出回路为源极型(源极输出)。 

 

 

△

源极型 

(机械端) 

RA 

PL 
R 

0V(RG) 

控制回路

DC24V QY23

CFD83 

 

 

 

 注意 
 

 请勿将插头接入在本说明书中规定以外的电压。否则可能导致插头破损或损坏。 
 

 

输出条件 

 

绝缘方式 不绝缘 
额定负载电压 DC24V 
最大输出电流 60mA/1 点 
饱和电压 1.6V(标准) 
输出延迟时间 40μs 

 
 

 
＊对于继电器等电感性负载，请务必与该负载并联二极管（耐压100V以上，100mA以上）。 
＊对于指示灯等容量性负载，为了限制浪涌电流，请务必要将保护电阻（R=150Ω）与该负载串联在一起。 
（包括瞬时电流在内，请限制在上述允许电流以下。） 

 
 

 

<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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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远程 I/O 单元的连接 

 

远程 I/O 单元在串行连接结合时占有站点数总和在 8 以下时，可多个单元组合使用。(详细内容请参考连接说明书第

6 章“远程 I/O 单元的连接”)。QY231 的占有站点数为 2 时，基本 I/O 单元的 RIO1 中与包含本卡的站点数在 6 站点以下进

行组合时，可以连接远程 I/O 单元。不连接远程 I/O 单元时，请将 CSH41B 与终端电阻 R-TM 相连接。 

 

 

 

 

CS1 (SW1 J4

CMD81

CFD83

CMD8

C
SH

41
A 

C
SH

41
B 

SO
U

R
C

E 

SI
N

K 

S1
 

S2
 

S3
 

S4
 

QY23
1

终端电阻 (另购)
 (R-TM) 

连接下一远程 I/O
单元 

参照附录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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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选项卡 

12.1 外部 PLC 连接Ⅰ（M-NET 接口） 

三菱 PLC（MELSEC A 系列）可以与 MELDAS60 系列进行串行连接。可以进行多点连接，但不可以将 NC 控制单元

端作为主站点。 

本功能为选项功能。详细内容请参考确认各 NC 系统规格说明书。 

 
12.1.1 各部分的名称与功能 

１

３

４

HR571カ ード
５

２

 
 

编号 插头名称 功能说明 

① 
② 
③ 
④ 
⑤ 

TS1 
SW2 
SW1 
RTBUS 
TEST 

串行连接端子 
工作模式设定旋转开关（通常：0） 
终端电阻设定开关 （OFF←｜→ON） 
NC 专用总线连接插头 
本公司测试用端子（未使用） 

附件 

 无附属电缆。 

 本卡在控制单元的扩展卡槽中安装。 

 

 
12.1.2 插头针脚定义 

 

 

 

 

 

 

 

 

 

 
 

 注意 
 

 错误连接会导致机械损坏，请将电缆与对应的插头相连接。 
 

 在通电状态下，请勿进行各单元间的连接电缆的连接和插拔。 

串行连接 
   (RS-422) 
TS1 

 

 
 
＜电缆端插头型号名称＞ 
压接端子  ： V1.25-3 
推荐制造商：日本压接端子 

 

 

RDSD+
RDSD-
GND（ SG)
FG

1
2
3
4

I /O
I /O

 

HR571 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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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3 与 MELSEC 的连接 

MELDAS60 系列作为串行连接的子站点。 

下述连接为连接示例。详细内容请在参考确认各个 PLC 的说明书后，与 NC 端控制单元相连接。 

 

 

（1）可以连接的最大子站点数为 7。 

（2）AJ71C22 与子站点相连接时，请如上图所示，将 AJ71C22 置于最终端。 

（3）从 AJ71C22 到子站点最终站点的最长电缆总延长距离为 100m。 

（4）在最终站点的子站点中将终端电阻设为有效（ON），其它的子站点设为无效（OFF）。 

   最终站点是传输回路中位于最终端的子站点，与设定的站点编号无关。 

（5）即使不是在 M64 中，支持串行连接的机种也可以作为同一链接内的子站点进行组装。 

（6）HR571 的旋转开关在通常 0 时使用。变更设定后，可以导致无法正常通信。 
 

 注意 
 

 错误连接会导致机械损坏，请将电缆与对应的插头相连接。 
 

 在通电状态下，请勿进行各单元间的连接电缆的连接和插拔。 

此电缆请用户自己制作。

此电缆请用户自己制作。

 

 
MELSEC
AJ71C22单元

电缆连接示例 

MELSEC  A 系列 

AJ71C22 

MELDAS60/60S 系列     MELDAS60/60S 系列 

M-NET 接口            M-NET 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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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外部 PLC 连接Ⅱ（连接 MELSEC 总线） 
三菱 PLC（MELSEC A 系列）可以与 MELDAS60／60S 系列进行总线连接。 
1 台 PLC 最多可以与 4 台 NC 控制单元相连接。 
1 台 NC 中专用 1 段 PLC 增设单元（0 卡槽）。关于可以増设的段数，请在使用的 PLC 及各 NC 的规格说明书中进行

确认。本功能为选项功能。 
 

12.2.1 各部分的名称与功能 

１ ２

３

４

HR513カ ード

 
编号 插头名称 功能说明 

① 
② 
③ 
④ 

CF51A 
CF51B 
CS 
RTBUS 

MELSEC A 总线连接插头（基本部分） 
MELSEC A 总线连接插头（増设部分） 
増设单元编号设定旋转开关（设定段：1～7） 
NC 专用总线连接插头 

附件 

   无附属电缆。 

   本卡在控制单元的扩展卡槽中安装。 

 
12.2.2 与 MELSEC 的连接 

MELDAS60／60S 系列作为 PLC 的增设特殊单元（32 点）。 
下列连接为增设 1 段时的连接示例。详细内容请在确认各 PLC 说明书中的连接方法后，与 NC 控制单元进行连接。 

MELSEC（ 基本ベース 部分）

A1Sタイプ
最大増設段数１ 段
最大ケーブ ル長６ ｍ

A□ A，A□ N，A□ Uタイプ
最大増設段数４ 段

但し Ｃ Ｐ Ｕ の入出力点数およ び
増設ユニ ッ ト 側の電源の有無に
よ り 増設段数に制限有り 。

最大ケーブ ル長６ ｍ

FCUA-R500/501
ケ ーブ ル

CF51A

Ex. FCA64-B
MELSECバス 接合可能CPU

MELSEC（ 増設ベース 部分）

CF51B

（ 増設一段目）（ 空き ）

1
CS

 
 注意 

 
 错误连接会导致机械损坏，请将电缆与对应的插头相连接。 

 
 在通电状态下，请勿进行各单元间的连接电缆的连接和插拔。

HR513 卡

MELSEC（增设基板部分） 

MELSEC（基板部分） 

（增设的第一段） 

MELSEC 可连接总线 CPU 
AIS 型

最大增设段数 1 段 
最大电缆长度 6m 

型 
最大增设段数 4 段 
但是，根据 CPU 的输入输出点数
及增设单元端的单元有无电源，对
增设段数有所限制。 
最大电缆长度 6m  

 

电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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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高速程序服务器/数据输入输出 

高速程序服务器功能及数据输入输出(Ethernet 通信/IC 卡)在由 ATA 内存卡 HR831 与 Ethernet 卡 HR832 组合而成的

高速程序服务器单元（FCU6－EP203－1）中附加使用。内存卡可以使用 ATA 规格，Ethernet 可以使用 100BASE－TX 或

10BASE－T 类型。 

由于使用 Ethernet 通信的环境多种多样，为保持 NC 端的工作稳定，请在通信电缆的 NC 控制单元端插头安装铁氧体。 

 
12.3.1 插头配置 

 
使用时的注意事项 
1)铁氧体请在距 NC 控制单元的插头端 10cm 以内安装。 
2)10BASE－T 电缆请使用具有带屏蔽的电缆。 
3)请勿将 Ethernet 电缆与动力线进行平行配线。请考虑通过专用导管，与其它的配线保持间隔在 10cm 以上。 

 8 针脚型 

存储卡 从控制单元上部插入 

HR114/116/146 卡                        扩展卡

F150 电缆 

盖板端 IC 卡 
  HR831 

下端 Ethernet
HR832 

模块插孔
使用带屏蔽的电缆 

铁氧体磁芯：TDK 

交叉电缆 

主 PC 

ZCAT3035-1330

FAN F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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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2 IC 卡的插入方法 

IC 卡可以使用 SanDisk 公司生产的 ATA 类型的闪存 ROM。非 SanDisk 公司生产的 IC 卡可能无法使用。IC 卡的插入

／拔出必须在控制单元的电源关闭时进行，从控制单元上部的插口往 IC 卡的▲记号的方向插入。 

 

 

 
 

 
 

取下盖板时的控制单元盖板侧面图 
 

 

插入时使 IC 卡的表面标

签朝前。 
按下按钮，可取出 IC卡。

HR831 卡 

标记面 

扩大图 

扩大图 

IC 卡 

取出 IC 卡的按钮 
底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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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3 Ethernet 电缆的连接方法 

Ethernet 电缆请选择具有屏蔽功能的电缆，两端与 FG 进行连接。 

高速程序服务器端参考下图，从电缆中取出 FG 线，连接到控制单元的 FG 端子。 

请确定服务器端或插座端的屏蔽电缆的 FG 已经和电源线的 FG 端子相连接。 
 

 

 
(注) 

外装有 AC/DC 适配器电源的路由器中，电缆的屏蔽不与电源的 FG 相连接，请勿选择该类路由器，以免因干扰而导致

路由器发生错误工作。使用路由器时，请在路由器上也安装铁氧体。 

8 针脚型 
模块插孔  

交叉电缆

例 1 
与服务器 1 对 1 连接时 

请选用在 Ethernet 插头内侧带
有 FG 用金属外壳的网卡或路
由器。 
 

请将电源的 FG 线确 
实连接到 AC 插座的 
FG 插头。 
 

从屏蔽部分引出 FG 线，连接到

控制单元的 FG 端子。 

不连接 FG 线时，根据网络设备

的配套使用情况，可能出现通信

不稳定。 

例 2 
通过路由器连接时 

直联电缆 

连接到控制单元的 FG 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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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 Ethernet 功能的连接 
进行Ethernet通信时使用HR534卡。(仅在M64的一部分中。) HR534可以选择10BASE－T与10BASE－5的Ethernet。

使用 10BASE－5 时，切换开关 SW1 设定在下图的上端，使用 10BASE－T 时，SW1 设定在下图的下方。不能同时使用

BASE－5／BASE－T 插头。 
由于使用 Ethernet 通信的环境多种多样，为保持 NC 端工作稳定，请在通信电缆的 NC 控制单元端插头安装铁氧体。 

                

   
 
使用时的注意事项 
1) 铁氧体请在距 NC 控制单元的插头端 10cm 以内安装。 
2) 10BASE－T 电缆请使用具有屏蔽功能的电缆。 
3) 请勿将 Ethernet 电缆与动力线进行平行配线。请考虑通过专用导管，与其它的配线保持间隔在 10cm 以上。 
4) 确定已经设定了 BASE－5/BASE－T 切换用开关。 
 

SW1 ：切换 BASE－5/BASE－T 插头 
   在上方设定：选择 BASE－5 插头 
 在下方设定：选择 BASE－T 插头 
 
BASE5X ：10BASE－5 插头 
 
 
 
BASET ：10BASE－T 插头 
 
NCNO ：多个控制单元链接时，设定控制单元的站点编号。 
   不使用 I/O 链接时设定为“0”。 
   使用 I/O 链接时，主站端设为“0”，从站端设为“1”。 
 
SW2 ：设定终端电阻的 ON/OFF。 
   使用 2 台 I/O 链接时，主站端及从站端的终端电阻 
   ON/OFF 开关 SW2 设为 ON（下端）。 
   不使用 I/O 链接功能时，设定无效。 
 
AUX2 ：I/O 链接用插头 
   连接 R000 电缆或 SH21 电缆的替代品。 

交叉电缆 

主 PC 
10BASE-5/10BASE-T

切换开关 

BASE-T 电缆使
用带屏蔽的电缆 

 

铁氧体磁芯：TDK 
ZCAT3035-1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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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 通过 CC-Link 方式的 I/O 机械连接 

通过 CC-Link 方式进行 IO 机械连接时，必须在控制单元的扩展卡槽上安装 HR576 卡。 

CC-Link 电缆使用专用电缆，与 HR576 卡的端子台连接。 

另外，在作为最终站点的单元上必须安装终端电阻(附件)。 

本卡有作为 CC-Link 系统管理·局部站点的功能。CC-Link 系列的详细说明，请参照各 NC 的规格说明书及 MELSEC 

A1SJ61QBT11 型 CC-Link 系统管理·局部单元的用户手册等。 

 
12.5.1 各部分的名称与功能 

 

HR576 卡 

(1) 
(2) 

(3) 
(4) 

(5) (6) 
(7) 

(8) 

 
 

编号 插头名称 功能说明 

(1) 

(2) 

(3) 

(4) 

(5) 

(6) 

(7) 

(8) 

SW1 

SW2 

SW3 

SW4 

SW5 

TE1 

FG 

RTBUS 

通道号设定旋转开关(10 位) 

通道号设定旋转开关(1 位) 

传输速度设定旋转开关 

工作模式设定旋转开关(通常：0) 

条件设定位选择开关 

CC-Link 连接端子 

FG 连接端子 

NC 专用总线连接插头 

 

附件 

终端电阻 

本卡在控制单元的扩展卡槽中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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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2 插头针脚定义 

CC-Link 连接端子 

 

TE1 

 

1 
2 
3 
4 

 

 

<电缆端插头型号名称> 

 压接端子  ： V1.25-3 

推荐制造商：日本压接端子 

 

1 I/O DA 

2 I/O DB 

3  DG 

4  SLD 
 

 

 注意 
 

 错误连接会导致机械损坏，请将电缆与对应的插头相连接。 
 

 通电状态下，请勿进行各单元连接电缆的连接、插拔。 
 

12.5.3 与 I/O 机械的连接 

单元连接示例 

远程 I/O 站点 远程 I/O 站点 

HR576
控制单元 

此电缆连接由用户完成。 

 
 

电缆连接例 

 

 

远程 I/O 站点 
端子台 

远程 I/O 站点 
端子台 

HR576 
CC-Link 端子台 

终端电阻

 (注 2) 
终端电阻

(注 2) 

具有屏蔽功能的扭结电缆(3 线式) 
(注 1) 

具有屏蔽功能的扭结电缆(3 线式) 
 (注 1) 

DA 

DB 

DG 

SLD 

FG 

DA

DB

DG

SLD

FG

DA 

DB 

DG 

SLD 

FG 
U U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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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子名称与电缆颜色的对应 

 端子名称 电缆颜色 

1 DA 蓝  

2 DB 白 

3 DG 黄 

4 SLD 接地线(屏蔽) 

 

(注 1) CC-Link 系统在使用 CC-Link 专用电缆之外时无法保证性能。CC-Link 专用电缆的规格及咨询等请参考

CC-Link 协会主页。 

(http://www.cc-link.org/) 

(注 2) 终端电阻联机工作时请仅连接两端的站点。终端电阻值因使用的电缆而异。CC-Link 专用电缆为 110Ω，
CC-Link 专用高性能电缆使用 130Ω。终端电阻为附属品。(2 种。) 

 
 

 注意 
 

 错误连接会导致机械损坏，请将电缆与对应的插头相连接。 

 在通电状态下，请勿对各单元间的连接电缆进行连接或插拔。 

!  请将信号线与动力线/电力线相分离进行配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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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外部电池单元的连接 

本电池单元可以用于 NC 数据备份和伺服（伺服轴、辅助轴）的绝对位置备份，将各个电池在同一单元内安装，可从

强电柜外部进行电池的更换。 

NC 数据备份用电池将 F240 电缆与控制单元的电源卡的电池连接插头 BAT，及外部电池单元的 CF05 插头连接使用。 

 

单元型号名称 ：FCU6－BT4D1 

更换零件的型号名称：NC 控制单元用 ER6 (BKO－NC2157H01)（更换电池单品） 
            伺服用 ER6－B4D－1 (BKO－NC2151H06)（更换电路板单位） 

 

 注意 
 

 发生电池电压低下警告时，程序、刀具数据、参数等可能损坏，请在更换电池后，通过输入输出设备再次加载各项数

据。 

 请避免电池的短路，充电、过热、燃烧或分解。 

 更换下的电池请根据各地方法规进行废弃处理。 

 错误连接可能导致机械损坏，请将电缆与对应的插头相连接。 

NC 用电池 

伺服用电池 

系统 1

系统 2

连接伺服驱动器单元

连接伺服驱动器单元

※在配线时，请保留更换电池单元时，拔出电缆所
需的空间。

打开控制单元的盖板，通过在 F240 电缆底面用
点线表示的 A 点附近，将其连接到 BAT 插头。

控制部分  

BAT 插头 
连接插头 
电池架 

 
不使用内置电池

前盖板 

A 点

电池单元 
底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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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 外形图 

附录 1.1 控制单元外形图 

附录 1.1.1 M64A 控制单元外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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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1.2 M64AS/64S/65/65S/66/66S 控制单元外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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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2 通信终端外形图 

附录 1.2.1 FCUA-CT100/CT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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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2.2 FCUA-CR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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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2.3 FCUA-KB10/KB12/EL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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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2.4 FCUA-LD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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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2.5 FCUA-LD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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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2.6 FCU6-DUT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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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2.7 FCU6-DUN33 

27
0

ﾒﾆ
ｭ
ｷーー

210

(1
0.

4型
ｶ
ﾗ

LーC
D)

パ
ネ
ル
カ

ッ
ト

寸
法

20

M3
×

8ﾈ
ｼ゙

ｴｽ
ｶ
ｯｼ

ｮ
ﾝ

10
0(

配
線

余
裕

)

ﾊ゙
ｯ
ｸﾗ

ｲ
ﾄ用

ｲﾝ
ﾊ゙

ﾀー
電
源

ｲﾝ
ﾊ゙

ﾀー
電
源

取
付

け
板

金

制
御

ｶ
ﾄーﾞ

角
穴

13
0±

0.
3

12
0±

0.
3

1

1
0

1
0

4

24
8

1

6-
Φ

4穴

10

（
注

）
8m

mを
超

え
る
ﾈ
ｼ゙
を

使
用
し

ま
す
と

　
　

　
液
晶

を
破

損
す

る
場

合
が
あ

り
ま
す

。

4
10

182±0.3

190±0.3

 
 

（
注
）
若
使
用

超
过

8m
m

 的
螺

钉
，
则
可
能
损

坏
液
晶
显

示
屏
。

 

护
框
 螺

孔
 

控
制
卡
 

变
频
器
电
源
安
装
板
金
 

背
照
用
变
频
器
电
源
 

面
板
切
割
尺
寸
 

10
.4

型
黑

白
LC

D
 

角
孔

 

孔
 

(
配

线
裕

量
)
 

菜
单
键

 



附录 1. 外形图 

附录 1.2 通信终端外形图 
 

I-175 

附录 1.2.8 FCUA-KB20/KB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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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2.9 FCU6-KB021/KB031 

$

RE
AD

Y

RE
SE

T
IN

PU
T

SH
IF

T

C･
B

CA
N

DE
LE

TE
IN

S

/
=

EO
B

,･
- +

*

?

#SP

〕
〔

)JLVB SQDYN

(IEUA MPFXO

K!WC TRHZG

0

1
2

3

4
5

6

7
8

9

MO
NI

TO
R

TO
OL

PA
RA

M
ED

IT MD
I

DI
AG

N
IN

/O
UT

SF
G

F0 CA
LC

14
0

20
34

.5

210

M3
×

10
ネ

ジ

(注
)1

0m
mを

超
え

る
ネ

ジ
を
使

用
し

ま
す

と
　

　
液

晶
を

破
損

す
る

場
合
が

あ
り

ま
す

。

※
キ

ー
配

列
は
Ｆ

Ｃ
Ｕ
６

－
Ｋ

Ｂ
０

２
１

の
場
合

を
記

載
し

て
い

ま
す
。

パ
ネ

ル
カ

ッ
ト
寸

法

角
穴

210(キーボード外形)

200±0.3

182(角穴)

14
0(

キ
ー

ボ
ー

ド
外
形

)
13

0±
0.

3

4-Φ
4穴

13
2(

角
穴

)

1 5
(1

)

9

5

(9)

(5)

 
 

（
注
）
若
使
用
超
过

10
m

m
 的

螺
钉
，
则
可
能
损

坏
液
晶
显
示
屏
。
 

螺
钉
 

※
指

键
排

列
为

FC
U

6-
K

B
02

1 
时

的
情

况
。

 

（
键
盘
外

形
）

 

(角
孔
）

（
角

孔
）

 

面
板

切
割
尺

寸
 



附录 1. 外形图 

附录 1.2 通信终端外形图 
 

I-177 

附录 1.2.10 FCU6-DUN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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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2.11 FCU6-KB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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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2.12 键配置 

（１）CT100/LD100/分离型 FCUA-CR10+KB10/KB12，FCUA-EL10+KB10/KB12 的外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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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输入英文数字、记号键下的英文数字或者记号时，按下 SHIFT 键后，再按相应的键。 

   （例）按下 SHIFT A
Ｏ  时，则输入“A”。 

各键

运转准备就绪 L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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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修正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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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 外形图 

附录 1.3 基本 I/O 单元外形图 
 

I-180 

附录 1.3 基本 I/O 单元外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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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 外形图 

附录 1.4 远程 I/O 单元外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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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4 远程 I/O 单元外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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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 外形图 

附录 1.5 HR347/357 板外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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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5 HR347/357(扫描 I/O)板外形图 

 
 

 

 

※基板的高度（纵深）为插头插入状态下大约 40mm，在安装时请确保 40mm 以上的空间。 

 

扫描 



附录 1. 外形图 

附录 1.6 FCU6-HR377 单元外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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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6 FCU6-HR377 单元外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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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 外形图 

附录 1.7 FCU6-HR378 单元外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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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7 FCU6-HR378 单元外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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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 外形图 

附录 1.8 QY231 板外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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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8 QY231 板外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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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板的高度（纵深）为插头插入状态下大约 40mm，在安装时请确保 40mm 以上的空间。 

 

未安装 



附录 1. 外形图 

附录 1.9 控制单元与 FCU6-HR377 配置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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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9 控制单元与 FCU6-HR377 配置示例 

 
 

 

FCU6－HR377 的部件高度最大为 25mm。如图所示，重贴配置 FCU6－HR377 和控制单元时，请在与 FCU6－HR377

的基板面间隔 30mm 以上的位置配置控制单元。 

 

部件高度



附录 1. 外形图 

附录 1.10 控制单元与 FCU6-HR378 配置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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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10 控制单元与 FCU6-HR378 配置示例 

 
 

 

FCU6－HR378 的部件高度最大为 25mm。如图所示，重贴配置 FCU6－HR378 和控制单元时，请在与 FCU6－HR378

的基板面间隔 30mm 以上的位置配置控制单元。 

 

 

部件高度

一般输入确认用 LED



附录 1. 外形图 

附录 1.11 手动脉冲发生器(HD60)外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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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11 手动脉冲发生器(HD60)外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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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请准备 25pulse／rev 型。 

 

螺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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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 外形图 
附录 1.12 同期进给编码器 

(OSE-1024-3-15-68)外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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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12 同期进给编码器(OSE-1024-3-15-68)外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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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 外形图 

附录 1.13 HR591 板外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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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13 HR591(I/O 链接中转用分线)板外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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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14 HR211 板外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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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 外形图 

附录 1.15 QY261 板外形图 
 

I-191 

附录 1.15 QY261 板外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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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 外形图 

附录 1.16 外部电池单元外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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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16 外部电池单元外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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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 外形图 

附录 1.17 接地板、钳制金属夹外形及安装外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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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17 接地板、金属屏蔽夹外形及安装外形图 

屏蔽电缆的接地一般接到插头的外壳上就可以了，如右图所示直接连接到接地板上效果更好。 

在各单元附近安装接地板，把电缆剥离一段露出屏蔽层， 

请将这部分用金属屏蔽夹压在接地板上。使用细电  

缆时请将几根电缆集束用金属屏蔽夹固定。 

并且，为了保障接地板与机架地线紧密相连， 

请将接地板直接与机箱连接，或通过地线与机箱连接。 

如果需要接地板与金属屏蔽夹配对的接地板 

AERSBAN-□SET 时请与本公司联系。 

 

 

外形图 

 

 

 
 

注 1）向机箱的接地板配线用的螺孔 

注 2）接地板的厚度为 1.6mm 

 

 A B C 附带金属夹   L 

AERSBAN-DSET 100 86 30 2 个金属屏蔽夹 A  金属屏蔽夹 A 70 

AERSBAN-ESET 70 56 ― 1 个金属屏蔽夹 B  金属屏蔽夹 B 45 

 

 

 
 
 钳制金属夹 

钳制金属夹 

钳制部分图 

接地板 

螺孔 
安装孔 

螺钉 

屏蔽外皮 

接地板 

电缆 



附录 1. 外形图 

附录 1.18 F 安装板外形图 
 

I-194 

附录 1.18 F 安装板外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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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 
   ・插头的孔针脚中不连接任何电缆。 
   ・电缆总长度在 15m 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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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荐适合插头 
  插头   ：HDBB-25PF(05)(广濑电机制造) 
  插头盒 ：HDB-CTF(广濑电机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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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 电缆图 

电缆型号名称一览表 
附录 No 电缆型号名称 用途 最大长度(m) 标准电缆长度 

附录 2.1 

附录 2.2 

附录 2.3 

附录 2.4 

附录 2.5 

附录 2.5 

附录 2.5 

附录 2.6 

附录 2.6 

附录 2.6 

附录 2.7 

附录 2.7 

附录 2.8 

附录 2.9 

附录 2.10 

附录 2.11 

附录 2.12 

附录 2.13 

附录 2.14 

附录 2.15 

附录 2.16 

附录 2.17 

附录 2.18 

附录 2.19 

附录 2.20 

附录 2.21 

SH21 电缆 

SH41 电缆 

R301 电缆 

F010 电缆 

F020 电缆 

F021 电缆 

F022 电缆 

F030 电缆 

F031 电缆 

F031 电缆 

F040 电缆 

F041 电缆 

F050 电缆 

F070 电缆 

F120 电缆 

F190 电缆 

F240 电缆 

R031 电缆 

R211 电缆 

R220 电缆 

R500 电缆 

R501 电缆 

ENC-SP1 电缆 

ENC-SP2 电缆 

M-TM 终端插头 

R-TM 终端插头 

MC 链接 A 通信（伺服/显示器) 

MC 链接 B 通信（远程 I/O 通信） 

DI／DO 

控制单元－基本 I/O 单元间连接 

连接 1 个手动脉冲发生器 

能连接 2 个手动脉冲发生器 

能连接 3 个手动脉冲发生器 

将 RS-232C 设备连接到端口编号 1 

将 RS-232C 设备连接到端口编号 1、端口编号 2 

将 RS-232C 设备连接到端口编号 2 

同期进给编码器（直插型的插头） 

同期进给编码器（弯插型的插头） 

控制单元－基本 I/O 单元间连接 

DC24V 输入 

外部紧急停止 

RS-232C 设备（本公司维修・ 服务人员用） 

外部电池单元 

模拟信号的输入输出 

通信终端通信/远程 I/O 通信 

远程 I/O 单元用 DC24V 电源 

外部 PLC 链接Ⅱ(A1C 型) 

外部 PLC 链接Ⅱ(A3N 型) 

主轴驱动单元 

FR－TK 

CRT 切换 

远程 I/O 通信用终端插头 

(注 1)30 

  0.5 

    50 

   20 

   50 

   50 

   50 

   15 

   15 

    15 

(注 1)50 

(注 1)50 

   0.5 

     3 

    30 

    15 

    30 

    30 

(注 1)50 

     50 

      6 

    6.6 

     50 

     50 

    － 

 

 

 
(注 1) 从控制单元到基本 I/O 单元线长(L1)与从基本 I/O 单元到各单元之间 

线长(L2)的长度总和(L1+L2)，请保持在最大线长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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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御ユニ ッ ト

ベース I /Oユニ ッ ト

最大線長

SV1
SV2

RI O1
RI O2

ENC

F010
サーボド ラ イ ブ ユニ ッ ト

リ モ ート I /Oユニ ッ ト

同期送り エ ン コ ーダ

L2L1

SH21

SH41

F040

F050
拡張I Oﾕﾆｯﾄ

 
 

 
(注 2) 电缆图的书写标记 
 电缆图上的标记如下所示。 
 

  1.   表示扭线。 

 

  2.   表示绝缘外皮。 

 
  3.   表示接地板连接金属屏蔽夹。 

 
  4. 电缆图中优先画出了双绞线，因此両端插头的针脚编号未按顺序列出，敬请注意。 
 
  5. 插头、插针、线型要配套。 

 

最大线长

控制单元 

基本 I/O 单元 

扩展 I/O单元

伺服驱动单元 

远程 I/O 单元 

同期进给编码器 



附录 2. 电缆图 

附录 2.1 SH21 电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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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1 SH21 电缆（伺服驱动单元） 

电缆型号名称：SH21 电缆 用途：MC Link A 通信（伺服/显示器)  附录 2.1 
 

コ ネ ク タ ー 名称 ： SV1, SV2( SH21/R000) サ ー ボ ド ラ イ ブ ユ ニ ッ ト

 
   V1,SV2(CSH21) 
   插头  ：10120-6000EL 
   外壳  ：10320-3210-000 
   推荐厂家：住友 3M 
 

线材  ：UL20276 AWG28×10P 
推荐厂家：TOYUKUNI 电线 

插头  ：10120-6000EL 
外壳  ：10320-3210-000 
推荐厂家：住友 3M 

     （注）请将线材的屏蔽层折到鞘上。然后将铜箔带缠绕在上面。 
        将包卷好的铜箔带连接插头的 GND 底板。 
        SH21 电缆与 MELDAS50 系列中使用的 FCUA－R000 电缆为同一产品。 

 

附录 2.2 SH41 电缆（远程 I/O） 

电缆型号名称：SH41 电缆 用途：MC Link B 通信（远程 I/O 通信）  附录 2.2 
 

 
 

   RIO1,RIO2,RIO3(CSH41) 
   插头    ：1-178288-3 
   插针    ：1-175218-2 
   推荐厂家：Tyco Electronics AMP 

线材  ：MVVS 3C×0.5mm2 (MIC 3C×0.5mm2)
推荐厂家：Takewuchi 电线 

(CSH41) 
插头    ：1-178288-3 
插针    ：1-175218-2 
推荐厂家：Tyco Electronics AMP 

       SH41 电缆为电柜内配线用 RIO 的通信电缆。与强电柜内的相邻 RIO 单元结合使用。 
       强电柜外的配线请使用附录 2、15 中强化了的电缆线材与 FG 处理的 R211 电缆。 

 

附录 2.3 R301 电缆（DI/DO） 

电缆型号名称：R301 电缆 用途：DI/DO  附录 2.3 
 

コ ネク タ ー名称： DI -L/DO-L, DI -R/DO-R
　 　 CF31, CF32, CF33, CF34

 
   插头    ：7940-6500SC 
   推荐厂家：住友 3M 

 
 
 
线材  ：B40-S 
推荐厂家：冲电线 

插头    ：7940-6500SC 
接头   ：3448-7940 
推荐厂家：住友 3M 

插头名称 

插头名称 伺服驱动单元 

插头名称插头名称 

 

注意事项 
1. 电缆两端请使用绝缘护套进

行保护。 
2. RIO1,RIO2,RIO3 可通用。 



附录 2. 电缆图 

附录 2.4 F010 电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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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4 F010 电缆（控制单元 接口） 

电缆型号名称：F010 电缆 用途：控制单元－基本 I/O 单元间的连接  附录 2.4 

CF10
プ ラ グ ： 10150-6000EL
シェ ル ： 10350-3210-000
推奨メ ーカ ： 住友3M

線材 ： UL20276 AWG28× 25P
推奨メ ーカ ： ト ヨ ク ニ電線

CF10
プ ラ グ ： 10150-6000EL
シェ ル ： 10350-3210-000
推奨メ ーカ ： 住友3M

TXRX1
TXRX1*

TXRX2
TXRX2*

GND
GND

SKI P1
SKI P1*

SKI P2
SKI P2*

SKI P3
SKI P3*

SKI P4
SKI P4*

SKI P5
SKI P5*

SKI P6
SKI P6*

SKI P7
SKI P7*

SKI P8
SKI P8*

GND
GND

ENC1A
ENC1A*

ENC1B
ENC1B*

ENC1Z
ENC1Z*

GND
GND

SVTXD2
SVTXD2*

SVALM2
SVALM2*

SVRXD2
SVRXD2*

SVEMG2
SVEMG2*

GND
GND

SVTXD1
SVTXD1*

SVALM1
SVALM1*

SVRXD1
SVRXD1*

SVEMG1
SVEMG1*

1
26

2
27

3
28

4
29

5
30

6
31

7
32

8
33

9
34

10
35

11
36

12
37

13
38

14
39

15
40

16
41

17
42

18
43

19
44

20
45

21
46

22
47

23
48

24
49

25
50

1
26

2
27

3
28

4
29

5
30

6
31

7
32

8
33

9
34

10
35

11
36

12
37

13
38

14
39

15
40

16
41

17
42

18
43

19
44

20
45

21
46

22
47

23
48

24
49

25
50

U

CF10 CF10

コ ネク タ ー名称： CF10 コ ネク タ ー名称： CF10

U

 

     （注）请将线材的屏蔽层折回到鞘上。然后将铜箔带缠绕在上面。 
        将包卷好的铜箔带连接插头的 GND 底板。 

插头名称：CF10 插头名称：CF10 

CF10 
插头 
壳体 
推荐厂家 

CF10 
插头 
壳体 
推荐厂家 

线长
推荐厂家

UL20276  AWG28×25P
TOYOKUNI 电线 



附录 2. 电缆图 

附录 2.5 F020/021/022 电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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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5 F020/021/022 电缆（手动脉冲发生器） 

电缆型号名称：F020/021/022 电缆 用途：手动脉冲发生器  附录 2.5 
 

 

コ ネク タ ー名称： HANDLE

1
2

10
9
3
4

12
11
5
6

14
13
7

1HA
1HB
+12V
GND
2HA
2HB
+12V
GND
3HA
3HB
+12V
GND
+5V

1CH

2CH

3CH

HANDLE

（ 注2）

U
 

 
   插头    ：CDA-15P 
   插针    ：CD-PC-111 
   插头盒 ：HDA-CTH 
   推荐厂家：HIROSE 电机 

 
 
 
 
线材  ：B-22(19)U×2SJ-1×9 
推荐厂家：住友电工 
 

压接端子：V1.25-3 
推荐厂家：日本压接端子 

 
   （注 1）请将线材的屏蔽层折回到鞘上。然后将铜箔带缠绕在上面。 
       将包卷好的铜箔带连接插头的 GND 底板。 
   （注 2）向 FCU6－HR377／FCU6－HR378 卡连接 DC5V 电源规格的手动脉冲发生器时， 
       通过 7 插头针脚提供 DC5V 电源。使用 DC12V 电源规格的手动脉冲发生器时不需要连接。 
   （注 3）插头盒连接 FG。请使用镍铬镀金部件。 
 

 

电缆名称 1 个 2 个 3 个

F020 电缆 ○   

F021 电缆 ○ ○  

F022 电缆 ○ ○ ○ 
 
注意事项 
 ○表示使用的通道。 

插头名称 



附录 2. 电缆图 

附录 2.6 F030/031/032 电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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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6 F030/031/032 电缆（RS-232C） 

电缆型号名称：F030/031/032 电缆 用途：RS-232C 设备  附录 2.6 
 

 

 

2
3
4
5
6

20
8
9
7

14
16
19
17
21
15
18
22
24

2
3
4
5
6

20
8
9
7

2
3
4
5
6

20
8
9
7

RS232C

SD1( SD3)
RD1( RD3)
RS1( RS3)
CS1( CS3)
DR1( DR3)
ER1( ER3)

CD3
RI 3

SD2( SD4)
RD2( RD4)
RS2( RS4)
CS2( CS4)
DR2( DR4)
ER2( ER4)

CD4
RI 4
GND

1CH(ポート 番号１ )

　 　 ２ Ｃ Ｈ
(ポート 番号２ )

U
 

 
   CF22(CF21) 
   插头    ：CDB-25P 
   插针    ：CD-PC-111 
   外壳  ：HDB-CTH 
   推荐厂家：HIROSE 电机 

 插头   ：CDB-25S 
插针   ：CD-SC-111 
锁定螺母 ：HD-LNA 
推荐厂家 ：HIROSE 电机 

 
 
  线材  ：DPVVSB 6P×0.2mm2(DPVVSB 12P×0.2mm2) 
  推荐厂家：坂东电线 
 
 （注 1）请将线材的屏蔽层折回到鞘上。然后将铜箔带缠绕在上面。 
         将包卷好的铜箔带连接插头的 GND 底板。 
 （注 3）插头外壳连接 FG。请使用镍铬镀金部件。 
 

 

电缆名称 
端口 1 

(服务人员 
维修使用) 

端口 2 
(一般开放

通道) 

F030 电缆 ○  

F031 电缆 ○ ○ 

F032 电缆  ○ 

 

注意事项 
1.○表示使用的端口。 
2.信号名称的（ ）要与 CF22 配套。 
3.（ ）内的线材表示 F031 电缆的线材。 
4.端口 1 为本公司服务人员维修使用。 
 机器的维修请使用端口 2。 
5. 使用 FCU6－HR377／FCU6－HR378 时，端口 1
为一般开放通道、 

 端口 2 为本公司服务人员的维修使用通道。 

插头名称 插头名称 ：1CH（端口编号 1） 

插头名称 ：2CH（端口编号 2） 

F 安装板 ：请参考附录 1.18（F 安

装板外形图）。 
1CH（端口编号 1）

2CH 
（端口编号 2）



附录 2. 电缆图 

附录 2.7 F040/041 电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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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7 F040/041 电缆（同期进给编码器） 

电缆型号名称：F040/041 电缆 用途：同期进给编码器  附录 2.7 
 

 
   ENC1(ENC2) 
   插头    ：CDE-9PF 
   插针    ：CD-PC-111 
   插头盒 ：HDE-CTH 
   推荐厂家：HIROSE 电机 

  

    线材  ：DPVVSB 6P×0.2mm2 
    推荐厂家：坂东电线 
 
  （注）请将线材的屏蔽层折回到鞘上。然后将铜箔带缠绕在上面。 
     将包卷好的铜箔带连接插头的 GND 底板。 
 

 

附录 2.8 F050 电缆（控制单元 接口） 

电缆型号名称：F050 电缆 用途：控制单元 接口  附录 2.8 
 

コ ネ ク タ ー 名称： CF11 コ ネ ク タ ー 名称： CF11

 
 CF11 
 插头    ：DHD-RB50-20AN 
 推荐厂家：DDK 

 
 
 
电缆品名称：K/S DHD-RB50-20AN×2(推荐厂家：DDK) 
线材   ：UL20528-50×28AWG(7/0.127) 
推荐厂家 ：藤仓电线 

CF11 
插头    ：DHD-RB50-20AN 
推荐厂家：DDK 

 

插头名称：CF11 

插头
钳制电缆
推荐厂家

插头
钳制电缆
推荐厂家

MS3106B20-29S 
MS3057-12A 
ITTCNNON 

F040 电缆

F041 电缆MS3108B20-29S 
MS3057-12A 
ITTCNNON 

插头名称

注意事项 
 
信号名称的（ ）相当于 ENC2。

插头名称：CF11 

扭线 



附录 2. 电缆图 

附录 2.9 F070 电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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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9 F070 电缆（DC24V 输入） 

电缆型号名称：F070 电缆 用途：DC24V 输入 参考：HR377/378DC5V 输入

使用 附录 2.9 

 
Y

DC24I N
+24V
GND
FG

1
2
3

+24V
GND
FG

コ ネ ク タ ー名称： DC24I N

 
  线材  ：B-18(19)U×2SJ-1×9 
  推荐厂家：住友电工 
 
 插头    ：2-178288-3 
 插针    ：1-175218-5 
 推荐厂家：Tyco Electronics AMP 

 
压接端子：V1.25-3 
推荐厂家：日本压接端子 

Y

DC5I N

+5V
GND
FG

1
2
3
4
5

+5V
GND
FG

コネク タ ー名称： DC5I N

参考記載

コネク ター： 2-178288-5
コ ンタ クト ： 1-175218-5
推奨メーカ ： タイコ エレク トロニクスアンプ

 

 
注意：电缆的线长为 15M 以上时请使用 16AWG（1．25mm2

）。 
 

 

附录 2.10 F120 电缆（紧急停止） 

电缆型号名称：F120 电缆 用途：紧急停止  附录 2.10 
 

コ ネ ク タ ー 名称： EMG

FG
EMG I N
COM

1
2
3 EMG I N

COM

EMG
B22-9

 
 

 插头    ：51030-0330 
 插针    ：50084-8160 
 推荐厂家：日本 MOLEX 

 
 
 
线材  ：B-22(19)U×2SJ-1×9 
推荐厂家：住友电工 
 

 
压接端子：V1.25-3 
推荐厂家：日本压接端子 

 

插头名称 插头名称

推荐厂家 ：Tyco Electronics AMP 

插头     ：2-178288-5
插针     ：1-175218-5

参考记载 

插头名称 



附录 2. 电缆图 

附录 2.11 F190 电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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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11 F190 电缆（RS-232C 设备） 

电缆型号名称：F190 电缆 用途：RS-232C 设备  附录 2.11 

M6 控制单元（CF11） - RS-232C 设备间连接 （维护专用电缆） 
 

 

18
43
19
44
45
20

24

21
46
22
47
48
23

49

2
3
4
5
6

20
8
9
7

2
3
4
5
6

20
8
9
7

CF11

SD1( SD3)
RD1( RD3)
RS1( RS3)
CS1( CS3)
DR1( DR3)
ER1( ER3)

CD3
RI 3
GNG

SD2( SD4)
RD2( RD4)
RS2( RS4)
CS2( CS4)
DR2( DR4)
ER2( ER4)

CD4
RI 4
GND

ピ ン ア サイ ン

A1 GND B1 GND
A2 I /O RI OD2 B2 I /O RI OD2*
A3 GND B3 GND
A4 I HA1A B4 I HA1B
A5 I HA2A B5 I HA2B
A6 I HA3A B6 I HA3B
A7 +12V B7 +12V
A8 GND B8 GND
A9 I KBD0 B9 I KBADCS0
A10 I KBD1 B10 I KBADCS1
A11 I KBD2 B11 I KBADCS2
A12 I KBD3 B12 I KBADCS3
A13 O KBAD0 B13 O BUZ
A14 O KBAD1 B14 O RDY
A15 O KBAD2 B15 O SP
A16 I KBEMG B16 I KBRES
A17 GND B17 GND
A18 O SD1 B18 I RD1
A19 O RS1 B19 I CS1
A20 O ER1 B20 I DR1
A21 O SD2 B21 I RD2
A22 O RS2 B22 I CS2
A23 O ER2 B23 I DR2
A24 GND B24 GND
A25 +5V B25 +5V

RI O3

HANDLE

SCAN

SERI AL1

SERI AL2

1CH(ポート番号1)

2CH( ポート番号2)

 
 
 
 
 
 

制作上的注意事项 
（1）线材为与 UL20528 规格品的 AWG28(0.08mm2)配套电缆。 

（2）使用的部件为本公司推荐品，也支持在规格上可以换用的等效品。 

（3）请将标记电缆名称的铭板粘贴在组装图指定的位置上。 

（4）请将线材的屏蔽层折回到鞘上，然后将铜箔带缠绕在上面。 

   将包卷好的铜箔带连接插头的 GND 底板。 

CF11 
插头    ：DHD-RB50-20A 
推荐厂家：DDK 

电缆名称 端口 1 
(服务人员维护用)

端口 2 
(一般开放通道) 

F190 电缆 ○  

F191 电缆 ○ ○ 

F192 电缆  ○ 

＜注意事项＞ 
○表示使用的端口编号。

线材 
UL20528-50×28AGW(7/0.127) 

1CH,2CH 
插头   ：CDB-25S 
插针   ：CD-SC-111 
锁定螺母：HD-LNA 
推荐厂家：HIROSE 电机 

插头名称：CF11 插头名称：1CH（端口编号 1） 

插头名称：2CH（端口编号 2） 

F 安装板：请参考附录 1（F 安装

板外形图） 
插头针脚定义 

1CH（端口编号 1）

2CH（端口编号 2）



附录 2. 电缆图 

附录 2.12 F240 电缆制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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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12 F240 电缆制作图（外部电池单元） 

用途 
外部电池单元 FCU6－BT4D1 与 NC 控制单元间连接 

 
※外部电池单元的详细说明，请参照 13．外部 
 电池单元的连接。 
 

 

 

 

 

 

 

 

 

 

 

组装图 
 

   

F240

絶縁ブ ッ シ ュ 10

8
1 2 3 4 5 6 7

F240

9

 
连接图 

   

1

2

ＧＮＤ

ＢＡＴ ( +)

制御ﾕﾆｯﾄ側外部ﾊﾞ ｯﾃﾘｰﾕﾆｯﾄ側

ＧＮＤ

ＢＡＴ ( +)

( CF05) ( BAT)

ｹｰｽGNDﾌﾟ ﾚ ﾄー

1
3
2
4
5
6

●

U  
 

制作上的注意事项 
（1）线材为 DPVVSB3P×0.2SQ（0.2mm2

）的等效品的 3 对屏蔽电缆。 

（2）使用的部件为本公司推荐品，也支持在规格上可以换用的等效品。 

（3）请将带有标记了电缆名称的保护盖的铭板贴在组装图指定的位置上。 

（4）请将外部电池单元端的线材的屏蔽层折回到鞘上，然后将铜箔带缠绕在上面。 

   将包卷好的铜箔带连接插头的 GND 底板。 

（5）请用绝缘护套对线材的控制单元端进行保护。 

使用产品一览表 

NO 部件名称 / 型号名称 厂家 数量

1   插头 
  54180-0611 日本 MOLEX 1 

2   插头盒 A 
  54181-0615 日本 MOLEX 1 

3   插头盒 B 
  54182-0605 日本 MOLEX 1 

4   插头金属夹 A 
  58300-0600 日本 MOLEX 1 

5   插头金属夹 B 
  58299-0600 日本 MOLEX 1 

6   插头金属夹 
  58303-0000 日本 MOLEX 1 

7   固定用螺钉 
  M2 螺钉  1 

8 
电缆 
DPVVSB     
3P×0.2mm2 

左述产品的等效品 (1)

9   插头 
  IL-2S-S3L-(N) 日本航空电子工业 1 

10   插针 
  IL-C2-1-10000 日本航空电子工业 2 

绝缘护套 

外部电池单元端 控制单元端 

插头盒 GND 底板 



附录 2. 电缆图 

附录 2.13 FCUA-R031 电缆制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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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13 FCUA-R031 电缆制作图（模拟信号输入输出） 

用途 模拟信号的输入输出 

 

组装图 
 

 

1 2
3

4

R031

R031

ア ナロ グ入出力信号制御ユニ ッ ト 側

 
 
 
 
 
 
 
 
 

连接图 
 

 
 

制作时的注意事项 
（1）线材为 UL1061-2464 规格的 AWG22(0.3mm2)的等效品的 6 对屏蔽电缆。 

（2）使用的部件为本公司推荐品，也支持在规格上可以换用的等效品。 

（3）请将带有标记的电缆名称的保护盖的铭板贴在组装图指定的位置上。 

（4）请将控制单元端的线材的屏蔽层折回到鞘上，然后将铜箔带缠绕在上面。 

   将包卷好的铜箔带连接插头的 GND 底板。 

（5）请在压接端子端上贴上标有各信号名称的记号管。 

（6）不使用的信号线的压接端子用乙烯胶带等绝缘材料覆盖。 

（7）部件 1 的连接默认使用样本规格中小于 AWG24(0.2mm2)的线材，也可以使用 AWG22(0.3mm2)。 

选配（对应插头设置） 
FCUA-CS000（只与控制单元端的插头对应） 

使用部件一览表 

No 部件名称 / 型号名称 厂家 数量

1   插头 
  10120-3000VE 住友 3M 1 

2   插头盒 
  10320-52F0-008 住友 3M 1 

3   线材 UL1061-2464  
  AWG22×6P 左述产品的等效品 (1)

4   压接端子 
  V1.25-4 日本压接端子 12

电缆最大长度：30m 

 

控制单元端 模拟输入输出信号 

控制单元端 模拟输入输出信号 

插头盒框架 



附录 2. 电缆图 

附录 2.14 FCUA-R211 电缆制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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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14 FCUA-R211 电缆制作图（通信终端通信） 

用途 控制单元 - 远程 I/O 单元间连接 

 远程 I/O 单元 - 远程 I/O 单元间连接 

 远程 I/O 单元 - 通信终端间连接 

 

组装图 

  
 
 
 
 
 
 
 
 
 
 
 
 
 
 
 

连接图 
 

1
2
3

1
2
3

TXRX
TXRX＊
LG

TXRX
TXRX＊
LG

FGFG
注( 5)

黄色

白

黒

製作例

 
 

制作时的注意事项 
（1）线材为 AWG20(0.5mm2)的等效品的 3 芯信号线双绞线、带屏蔽的电缆。 

（2）使用的部件为本公司推荐品，也支持在规格上可以换用的等效品。 

（3）请将带有标记的电缆名称的保护盖的铭板贴在组装图指定的位置上。 

（4）请在压接端子端贴上标有各信号名称的记号管。 

（5）请使用绝缘护套对线材的两端进行保护。 

（6）屏蔽处理的线材请使用 AWG18(0.75mm2)或其等效品。 

（7）请将屏蔽的压接端子与带控制单元或通信终端的机架接地相连接。但是，为了提高抗干扰性，也可以只连接一端，

两端都连接或都不连接。 

选配（对应插头组件） 
FCUA-CN211（但是单端插头和插针中 
       无压接端子） 

使用部件一览表 

No 部件名称 / 型号名称 厂家 数量

1   插头 
  1-178288-3 

Tyco Electronics
AMP 2 

2   插针 
  1-175218-2 

Tyco Electronics
AMP 6 

3 

  线材
MIX3CHRV-SV-SB 
复合3芯带屏蔽双绞线
电缆 
(东亚电气) 

左述产品的等效
品 (1)

4   压接端子 
  V1.25-3 日本压接端子 1 

5   压接端子 
  V1.25-5 日本压接端子 1 

 电缆总长：50m 

制作示例

注 

黑 

黄色 



附录 2. 电缆图 

附录 2.15 FCUA-R220 电缆制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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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15 FCUA-R220 电缆制作图（DC24V 输入） 

用途 向远程 I/O 单元,通信终端 DC24V 提供电压 

 

 

组装图 

  
 
 
 
 
 
 
 
 
 
 
 
 
 
 
 

连接图 

BROWN

WHI TE
3
2
1

FG
GND
+24V

FG
GND
+24V

 
 

 

制作时的注意事项 
(1)线材为 AWG18(0.75mm2)的等效品的 1 对屏蔽电缆。电缆线长超过 15m 时， 

请选定与 AWG16(1.25mm2)等效的的线材。 

(2)使用的部件为本公司推荐品，也支持在规格上可以换用的等效品。 

(3)请将带有标记的电缆名称的保护盖的铭板贴在组装图指定的位置上。 

(4)请在压接端子端贴上标有各信号名称的记号管。 

(5)请使用绝缘护套对线材的两端进行保护。 

(6)屏蔽处理用的线材请使用 AWG18(0.75mm2)或其等效品。 

 

使用部件一览表 

No 部件名称 / 型号名称 厂家 数量

1   插头 
  2-178288-3 Tyco Electronics AMP 1 

2   插针 
  1-175218-5 Tyco Electronics AMP 3 

3   线材 JPVV-SB  
  1P×0.75mm2 坂东电线 (1) 

4   压接端子 
  V1.25-3 日本压接端子  

 

电缆最大长度：30m 

选配（对应插头组件） 
FCUA-CN220（但是只对应控制单元端的插头） 

 

 



附录 2. 电缆图 

附录 2.16 FCUA-R500 电缆制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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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16 FCUA-R500 电缆制作图〔外部 PLC 链接Ⅱ（MELSEC 总线连接）A1S 型〕 

用途 扩展单元 - MELSEC(插头 A1S 型)间的连接 

 扩展单元 - 扩展单元间连接 

 

 

组装图 
   

 
 
 
 
 
 
 
 
 
 

连接图：请参考下图。 

 

制作时的注意事项 
（1）线材为 UL20276 规格品的 AWG28(0.08mm2)的等效品的 30 对屏蔽电缆。 

（2）使用的部件为本公司推荐品，也支持在规格上可以换用的等效品。 

（3）请将带有标记了电缆名称的保护盖的铭板贴在组装图指定的位置上。 

（4）请将控制单元端线材的屏蔽层折回到鞘上，然后将铜箔带缠绕在上面。 

   将包卷好的铜箔带连接插头的 GND 底板。 

（5）部件 1 的插头、部件 2 的插头盒为压接型。希望使用焊接型时，请使用 10150-3000VE 插头， 10350-52F0-008

插头盒 (同为住友 3M 产品)。 

 

使用部件一览表 

No 部件名称 / 型号名称 厂家 数量

1   插头 
  10150-6000EL 住友 3M 2 

2   插头盒 
  10350-3210-000 住友 3M 2 

3   线材 
  UL20276 AWG28×30P 

左述产品的等
效品 (1) 

 

选配（对应插头组件） 
FCUA-CS500 

扩展单元端 MELSEC 端 



附录 2. 电缆图 

附录 2.16 FCUA-R500 电缆制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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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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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展单元 

插头盒框架 插头盒框架

M4 M4B18 以上的 FG
线 20cm（参考）

B18 以上的 FG
线 20cm（参考）



附录 2.电缆图 

附录 2.17 FCUA-R501 电缆制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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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17 FCUA-R501 电缆制作图〔外部 PLC 链接 II（MELSEC 总线连接）A3N 型〕 

用途 扩展单元 - MELSEC (插头 A3N 型)间连接 

 

 

 

组装图 

   
 
 
 
 
 
 
 
 
 
 
 
 

连接图：请参考下图。 

 

制作时的注意事项 
（1）线材为 UL20276 规格品的 AWG28(0.08mm2)等效品的 30 对屏蔽电缆。 

（2）使用的部件为本公司推荐品，也支持在规格上可以换用的等效品。 

（3）请将带有标记了电缆名称的保护盖的铭板贴在组装图指定的位置上。 

（4）对于控制单元端的线材的屏蔽，请将线材的屏蔽层折回到鞘上，然后将铜箔带缠绕在上面。 

   将包卷好的铜箔带连接插头的 GND 底板。 

（5）部件 1 的插头、部件 2 的插头外壳为压接型。希望使用焊接型时，请使用 10150-3000VE 插头，10350-52F0-008

插头盒 (同为住友 3M 产品)。 

 

使用部件一览表 

No 部件名称 / 型号名称 厂家 数量

1 插头 
10150-6000EL 住友 3M 1 

2 插头盒 
10350-3210-000 住友 3M 1 

3 插头 
PC-1645 HIROSE 电机 1 

4 插头盒 
P-1645A-CA(20) HIROSE 电机 1 

5 插针 
PC-1600-211 HIROSE 电机 45

6 线材 
UL20276  AWG28×30P 

左述产品的等
效品 (1)

 

选配（对应插头组件） 
FCUA-CS501 

扩展单元端 MELSEC 端 



附录 2.电缆图 

附录 2.17 FCUA-R501 电缆制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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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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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展单元 

插头盒框架 插头盒框架 



附录 2. 电缆 

附录 2.18 ENC-SP1 电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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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18 ENC-SP1 电缆（主轴驱动单元） 

电缆型号名称：ENC-SP1 电缆 用途：主轴驱动单元  附录 2.18 
 

コ ネク タ ー名称： ENC1( ENC2) コ ネク タ ー名称： CN8

主軸ド ラ イ ブ側

ENC1A ( ENC2A)
ENC1A*( ENC2A*)
ENC1B ( ENC2B)
ENC1B*( ENC2B*)
ENC1Z ( ENC2Z)
ENC1Z*( ENC2Z*)
　 　 GND
　 　 GND
　 　 +5V

1
6
2
7
3
8
4
5
9

ツ イ ス ト

ENC1( ENC2) CN8

2
12
3

13
4

14
1
5

FG  
 ENC1(ENC2) 
 插头    ：CDE-9PF 
 插针    ：CD-PC-111 
 插头盒 ：HDE-CTH 
 推荐厂家：HIROSE 电机 

 
线材  ：DPVVSB 6P×0.2mm2 
推荐厂家：坂东电线 
 
(注)请勿连接电源(+5V)。 

CN8 
插头    ：10120-6000EL 
插针    ：10320-3210-000 
插头盒 ：HDA-CTF 
推荐厂家：住友 3M 

 
附录 2.19 ENC-SP2 电缆（FR-TK） 

电缆型号名称：ENC-SP2 电缆 用途：FR-TK  附录 2.19 
 

コ ネク タ ー名称： ENC1( ENC2)

ENC1A ( ENC2A)
ENC1A*( ENC2A*)
ENC1B ( ENC2B)
ENC1B*( ENC2B*)
ENC1Z ( ENC2Z)
ENC1Z*( ENC2Z*)
　 　 GND
　 　 GND
　 　 +5V

1
6
2
7
3
8
4
5
9

ツ イ ス ト

ENC1( ENC2) CONBA

2
12
3

13
4

14
1
5

コ ネク タ ー名称： CONBA

FR-TK側

FG  
 ENC1(ENC2) 
 插头    ：CDE-9PF 
 插针    ：CD-PC-111 
 插头盒 ：HDE-CTH 
 推荐厂家：HIROSE 电机 

 
线材  ：DPVVSB 6P×0.2mm2 
推荐厂家：坂东电线 
 
(注) 请勿连接电源(+5V)。 

CONBA 
插头    ：MRP-20F01 
插针    ：MRP-F102 
插头盒 ：MR20L 
推荐厂家：本多通信工业 

插头名称 插头名称

主轴驱动器端 

扭线

插头名称 插头名称

FR-TK 端 

扭线



附录 2. 电缆图 

附录 2.20 M-TM 终端插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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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20 M-TM 终端插头 

用途 控制单元 – 多台连接时的最终控制单元用终端电阻 

 

 

组装图 

  

1 2 3

M-TM

 
 
 
 
 
 

连接图 
 

 

2

12

150Ω

 
 

 

制作时的注意事项 
（1）使用的部件为本公司推荐品，也支持在规格上可以换用的等效品。 

（2）部件 1 的连接默认使用样本规格中小于 AWG24(0.2mm2)的线材， 

   也可以使用 AWG22(0.3mm2)。 

 

使用部件一览表 

No 部件名称 / 型号名称 厂家 数量

1   插头 
  10120-3000VE 住友 3M 1 

2   插头盒 
  10320-52F0-008 住友 3M 1 

3   电阻 150Ω 1/4W 左记产品的等
效品 1 



附录 2. 电缆图 

附录 2.21 R-TM 终端插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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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21 R-TM 终端插头 

用途 远程 I/O 单元（MC Link B 通信）终端电阻 

 

 

组装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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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
－
Ｔ
Ｍ

ｺﾈｸﾀｰ裏面

Ｄ
－

３
Ａ

Ｍ
Ｐ

１
２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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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图 
 

 

3

2

1

Ｒ－Ｔ Ｍ

Ｌ Ｇ

Ｔ Ｘ Ｒ Ｘ ＊

Ｔ Ｘ Ｒ Ｘ

100Ω

103

 
 

 

制作时的注意事项 
（1）使用的部件为本公司推荐品，也支持在规格上可以换用的等效品。 

（2）请在 100Ω终端电阻上外套黑色绝缘管。 

（3）请在插头里面用白色文字注明插头名称“R－TM”。 

使用部件一览表 

No 部件名称 / 型号名称 厂家 数量

101 插头 1-178288-3 (X type) Tyco Electronics
AMP 1 

102   插针 1-175216-2 Tyco Electronics
AMP 2 

103   电阻 100Ω 1/4W KOA 株式会社 1 

 

插头里面 



附录 3. 插头设置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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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3. 插头组件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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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4.1 前言 
 

I-216 

附录 4. EMC 安装向导 

附录 4.1 前言 

从 1996 年 1 月 1 日开始，EMC 指令开始强制执行，其执行对象产品中必须具有表示依据该指令的 CE 标志。 

NC 装置是以控制工作机械为目的的组件，不是与 EMC 指令的直接对象产品。但是， NC 装置作为工作机械的主要组

件之一，为适应 EMC 指令要求，现介绍以下应对方案。 

 

（1）控制/操作电柜内的设置方法 

（2）电柜外电缆的布线方法 

（3）应对材料的介绍 

 

本公司在基于本书内容所描述的相关环境下，对 EMC 指令的适应性实施了确认实验，但由于所用机器的种类、配置、

控制电柜的结构、布线等的差异，干扰等级将发生变化。 

请与机械厂家作最终确认。 

 

 

 

本书适用于以下系列。 

M60/60S 系列 

 

 



附录 4. EMC 安装向导 

附录 4.2 EMC 指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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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4.2  EMC 指令 

EMC 指令大体分为对两方面的限制。 

 

·放射性            降低对外部设备的干扰的能力。 

·抗扰性            防止由于外部干扰导致错误机械动作的能力。 

 

 

 

限制内容的分类请参照下表。 

所要求工作机械的规格/试验内容大致相同。 

区分 名称 内容 EMC 规格 

放射干扰 限制向空中放射的电磁干扰 

放
射
性

 

传导干扰 限制电源线发出的电磁干扰 

EN50081－2 
EN61800－3 
（工业环境） 

EN55011 
（CLASS：A） 

静电放电 例）规定对人体所带静电的放电耐量 IEC61000－4－2 

对辐射的抗扰性 例）模拟数字无线电话的抗扰性 IEC61000－4－3 

对突发干扰的抗扰性 例）规定继电器/活线插拔等的干扰耐量 IEC61000－4－4 

对传导性的抗扰性 例）规定通过电源线等流入的干扰耐量 IEC61000－4－6 

电源频率磁界 例）规定 50/60Hz 电源频率干扰 IEC61000－4－8 

电源磁化（变动） 例）规定电源电压下降的干扰耐量 IEC61000－4－11 

抗
扰

性
 

浪涌 例）规定雷击的干扰耐量 

EN50082－2 
EN61800－3 
（工业环境） 

IEC6100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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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4.3 EMC 应对方法 

EMC 的应对主要必须注意以下几项内容。 

 

   （1）存放在钣金制的密封电柜内。 

   （2）将所有导电材料接地。降低阻抗。 

   （3）将动力线与信号线分离布线。 

   （4）布线中通往电柜外的电缆使用屏蔽线。 

   （5）设置干扰过滤器。 

 

 

 

抑制向电柜外的放射干扰请注意以下几项内容。 

 

   （1）确认机器的接地。 

   （2）使用屏蔽线。 

   （3）提高电柜的电气封闭性。尽量缩小缝隙及孔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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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4.4 电柜的构造 

电柜的设计是 EMC 应对中非常重要的因素。 

请充分考虑以下应对方案，进行电柜的制作。 

 

 
附录 4.4.1 控制电柜本体的应对方法 

（1）电柜的构成材料为钣金。 

（2）钣金的连接方法为，将能降低焊接或连接部分阻抗的加工部分用螺钉固定。 

 

塗装マ ス ク

接合間隔： ２ ０ ｃ ｍ程度

 
 

（3）请注意固定螺钉时板的方向不可逆反。 

   板间有缝隙的部分会产生干扰。 

（4）请将接地板进行电镀处理（推荐镍镉镀金），降低连接位置的阻抗。 

（5）请堵塞通风孔等较大的开口部分。 

 
 

 
 

 

(注) 在刷有油漆等涂层的板上固定螺钉时，绝缘状态仍将保持。请将涂层清除掉后再固定螺钉。 

 

油漆涂层 

遮罩 

连接间隔：20cm 左右 

控制柜 
网状盖板 
（传导海绵） 

开口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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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4.4.2 电柜门的应对 

（1）控制电柜的构成为钣金材料。 

（2）在电柜门的连接中，为降低接触部分的阻抗，采用了加垫圈或如下图所示增大接触面的构造方式。 

   a）使用垫圈   b）增大接触面 

Ｅ ＭＩ ガスケッ ト

制御盤

扉

断面図

接触面

制御盤

扉

 
 

 

 

·使 EMI 垫圈/导电性垫圈等与金属表面均匀且正确地接触。 

 

·不使用垫圈的情况下，为降低门的阻抗，请用接地线将控制电柜接地。 

 

 

 

 

 

 

 
 
 

(注) 在刷有油漆等涂层的板上固定螺钉（带垫圈）时，绝缘状态仍将保持。 
请将涂层清除掉后再固定螺钉。 

 

门 
门 

控制柜 

接触面 

控制柜 

EMI 垫圈 截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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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4.4.3 电源的应对 

为了防止引入/产生干扰，请插入干扰过滤器以屏蔽电源部分。 

 

U

ノ イ ズ
フ ィ ルタ

Ｎ Ｆ

機器

放射ノ イ ズ

Ａ Ｃ 入力

ノ イ ズ
フ ィ ルタ

Ｎ Ｆ
遮蔽板

機器

放射ノ イ ズ

Ａ Ｃ 入力

流出

伝導ノ イ ズ

伝導ノ イ ズ

U
 

 

·仅仅插入干扰过滤器，虽然可以抑制传导干扰，但仍会流出放射干扰。 

 

·插入干扰过滤器后加入屏蔽板，可抑制传导及放射干扰。 

 

 

 

 
 

(注) 根据驱动 AMP/使用设备，选择不同容量的干扰过滤器。 
请参照“EMC Installation Guidelines”NC 伺服驱动单元编[BNP-B8582-45]。 

 

 机器

流出

AC 输入 
传导干扰

屏蔽板 AC 输入 

放射干扰

放射干扰 

传导干扰 NF NF

干扰 干扰

过滤器 过滤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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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4.5 电柜内的配线 

由于电缆会成为传输干扰的天线，必须进行适当的屏蔽处理。 

特别是对于高速通信的电缆（SH21/F010/FCUA－R211），请充分考虑以下应对方案。 

 

 
附录 4.5.1 电柜内布线上的注意事项 

（1）由于电柜内电缆不必要的弯绕容易产生干扰，请注意在机器的布置设计及配线长度上进行最短布线。 

 

ノ イ ズ

機器 機器 機器 機器機器 機器

 
 

 

 

（2）请务必对机器指定的 FG 端子进行地线连接。 

（3）连接到驱动部分的电机的动力线以及检测器电缆，请尽可能与其他电缆分离进行布线。 

（4）在电柜内，请勿对未附加滤波器的电源线进行弯绕。 

ノ イ ズ
フ ィ ルタ

Ｎ Ｆ
遮蔽板

機器

ノ イ ズ

Ａ Ｃ 入力

ノ イ ズ

放射

U
 

 

机器 机器 机器 机器 机器 机器 

干扰 

机器

干扰

放射

屏蔽板

干扰 

AC 输入 
NF

干扰
过滤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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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4.5.2 NC 单元的接地配线 

強電盤の
メ インアース板

DC24V
(+) FG0V

ショ ート バー

Ｆ Ｇケーブル

ＡＣ２００ Ｖ入力

FCU6-DX□□□
ベースＩ ／Ｏユニッ ト

Ｆ Ｇケーブル

ＡＣ入力安定化電源

SH21ｹー ﾌﾞ ﾙ
（ for NC AMP）

R000ｹー ﾌ゙ ﾙ

R220ｹー ﾌ゙ ﾙ

ディ スプレイユニッ ト
FCU6-DU□□□

Ｆ Ｇケーブル

操作盤

制御盤

Ｆ Ｇケーブル

Ｆ Ｇケーブル

Ｆ Ｇケーブル

(DC24V ケーブル )

CR01

CR02

CR03

CR05

CNZ24

CNZ22

BZ

NC K/B

CR06 Ｆ Ｇ

キーボードユニッ ト
FCUA-KB□□

CF31 CF32

CF34CF33

E NC1

SV2 S V1

RI 02 RI 01

DCI N

0
0

CR31

S KI P

HA NDL
CH 1～CH 3

CF1 1

RS 232C
CH 1､CH2

未使用

未使用

未使用

F G

ｶー ﾄﾞ ｱﾄ゙ｵﾝ用取付け穴( LG)

R220
ｹー ﾌ゙ ﾙ

0

制御ユニッ ト
FCU6-MU０ □□

F010ｹー ﾌ゙ ﾙF050ｹー ﾌ゙ ﾙ

Ｆ Ｇケーブル

U

U
 

操作柜 

键盘单元 显示器单元 

FG 电缆 
FG 电缆

FG 电缆 

R000 电缆

控制柜 

控制单元 R220 电缆 
（DC24V 电缆）

FG 电缆

SH21 电缆 

F050 电缆 F010 电缆

基本 I/O 单元 

R220
电缆 

短路棒 

AC 输入稳压电源 

AC200V 输入 FG 电缆 

强电柜的 
主接地板 

FG 电缆 

FG 电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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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4.5.3 电缆的屏蔽处理 

M60／60S 系列在电柜外进行电缆配线时，请使用屏蔽电缆。 

另外，请在柜外引出口 10cm 的距离以内安装屏蔽金属夹。 

 

（1）I/O 接口电缆 [F010 电缆] 

 

 
 

 ·请务必在连接的单元两端安装屏蔽金属夹。 

 
(注) 控制单元与基本 I/O 单元在同一电柜内配线时，不需安装屏蔽金属夹。 

 

 

（2）DC 电源电缆 [F110／F070／FCUA－R220 电缆] 

 

 
 

 ·请在电柜的出入口 10cm 的距离以内安装屏蔽金属夹。 

 ·请在连接的机器两端安装铁氧体磁芯。 

 
(注 1) 请在通用稳压电源上安装铁氧体磁芯。 

（因所选电源而异，也可能不需铁氧体磁芯。） 
(注 2) 请在 NC 用电源（PD25）的输入端安装铁氧体磁芯。 

 

屏蔽金属夹 

基本 I/O 单元 

控制柜 

F010 电缆 

操作柜 

控制单元 

F010 电缆

NC 用电源 

 

控制柜 操作柜 
屏蔽金属夹 

操作面板单元 
键盘单元 

F070 或
FCUA-R220 电缆 

通用稳压电源 

铁氧体磁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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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远程 I/O 电缆 [FCUA-R211 电缆] 

 

 
 

 ·在电柜的出入口 10cm 距离以内安装屏蔽金属夹。 

 ·请在连接的机器两端安装铁氧体磁芯。 

 
(注) 控制单元与基本 I/O 单元在同一电柜内配线时，不需安装屏蔽金属夹和铁氧体磁芯。 

 

 

（4）伺服通信电缆 [SH21／FCUA－R000 电缆] 

 

 
 

 ·在电柜的出入口 10cm 的距离以内安装屏蔽金属夹。 

 ·请在连接的机器两端安装铁氧体磁芯。 

 
(注) 控制单元与基本 I/O 单元、驱动单元在同一电柜内配线时，不需安装屏蔽金属夹与铁氧体磁芯。 

 

屏蔽金属夹 

屏蔽钳制夹 

基本 I/O 单元 

控制柜 

控制柜 

控制柜 

远程 I/O 单元 

FUCA-R211 电缆 

铁氧体磁芯 

铁氧体磁芯 

控制柜 

驱动单元 

驱动单元 

基本 I/O 单元 

SH21 电缆  

FCUA-R000 电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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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4.6 EMC 应对的部件 

附录 4.6.1 屏蔽金属夹 

如下图所示，直接连接到接地板上可提高效果。 

在各电柜的出口附近（10cm 以内）安装接地板，将屏蔽金属夹压到接地板上。 

使用细电缆时请将几根电缆集束起来，钳制固定。 

为了充分保证接地板与机架地线连接，请直接安装在机箱上或使用接地线连接。 

需要接地板与屏蔽金属夹配套的 AERSBAN-□SET 时，请委托本公司代购。 
 

ケ ーブ ル

ア ース板

シー ルド 外被

ク ラ ン プ 金具
（ 金具A, B）

40

ケーブ ル

ク ラ ンプ部のケーブル被覆を剥く

 
钳制部分图 

·外形图 

 
      （注 1）用于机箱的接地板配线的螺孔 

      （注 2）接地板的厚度为 1.6mm 

 

 a b c 附属金属零件   L 

AERSBAN-DSET 100 86 30 2 个屏蔽金属夹 A  屏蔽金属夹 A 70 

AERSBAN-ESET 70 56 － 1 个屏蔽金属夹 B  屏蔽金属夹 B 45 

 

屏蔽金属夹

（A,B） 

屏蔽金属夹 

剥去钳制部分的电缆外皮 

接地板 

电缆 

电缆 

屏蔽外皮 

接地板 孔 

安装孔 

螺丝 
（注）

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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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4.6.2 铁氧体磁芯 

塑料外壳与铁氧体磁芯安装为一体。 

不必断开接口电缆和电源电缆即可简单进行安装。 

能够有效抑制通用模式干扰，在不对信号品质造成影响的情况下应对干扰。 

 

推荐的铁氧体磁芯 

 TDK 株式会社生产 ZCAT 系列 

 
 

ＴＤＫ

Ａ

Ｂ

Ｆ ｉ g． １

形状・ 寸法
Ｚ Ｃ Ａ Ｔ タ イ プ

Ｃ

Ｄ

ＴＤＫ

Ａ

Ｂ

Ｄ

Ｚ Ｃ Ａ Ｔ －Ａ タ イ プ

Ｆ ｉ ｇ ． ２

φ Ｃ

Ｅ

ＴＤＫ

Ａ

Ｂ

Ｚ Ｃ Ａ Ｔ －Ｂタ イ プ

φ
Ｃ

φ
Ｄ

Ｆ ｉ ｇ ． ３

Ｅ

Ｆ ｉ ｇ ． ４

ＣＤ

ＴＤＫ

Ａ

Ｂ

Ｚ Ｃ Ａ Ｔ －Ｃ タ イ プ

 
 

◎推荐的铁氧体磁芯          单位：mm 
品名 Fig A B C D E 適用电缆外経 重量(g) 
ZCAT1518-0730-M(-BK) *1 1 22±1 18±1 7±1 15±1 － 7max 6 
ZCAT1518-0730(BK) *2 1 22±1 18±1 7±1 15±1 － 7max 6 

ZCAT2017-0930-M(-BK) 1 21±1 17±1 9±1 20±1 － 9max 11 
ZCAT2032-0930-M(-BK) *1 1 36±1 32±1 9±1 19.5±1 － 9max 22 
ZCAT2032-0930(-BK) *2 1 36±1 32±1 9±1 19.5±1 － 9max 22 
ZCAT2132-1130-M(-BK) *1 1 36±1 32±1 11±1 20.5±1 － 11max 22 
ZCAT2132-1130(-BK)*2 1 36±1 32±1 11±1 20.5±1 － 11max 22 
ZCAT3035-1330-M(-BK) *1 1 39±1 34±1 13±1 30±1 － 13max 63 
ZCAT3035-1330(-BK) *2 1 39±1 34±1 13±1 30±1 － 13max 63 
ZCAT1325-0530A-M(-BK) *1 2 25±1 20±1 5±1 12.8±1 11.2±1 3～5(USB） 7 
ZCAT1325-0530A(-BK) 2 25±1 20±1 5±1 12.8±1 11.2±1 3～5(USB） 7 

ZCAT1730-0730A-M(-BK) 2 30±1 23±1 7±1 16.5±1 15±1 4～7(USB/IEE1394） 12 
ZCAT2035-0930A-M(-BK) *1 2 35±1 28±1 9±1 19.5±1 17.4±1 6～9 22 
ZCAT2035-0930A(-BK) 2 35±1 28±1 9±1 19.5±1 17.4±1 6～9 22 
ZCAT2235-1030A-M(-BK) 2 35±1 28±1 10±1 21.5±1 20±1 8～10 27 
ZCAT2436-1030A-M(-BK) 2 36±1 29±1 13±1 23.5±1 22±1 10～13 29 
ZCAT2017-0930B-M(-BK) 3 21±1 17±1 9±1 20±1 28.5±1 9max 12 
ZCAT2749-0430-M(-BK) 4 49±1 27±1 4.5±1 19.5±1 － 4.5max 26 

*1 附带 M 标记。 
*2 出厂时附有固定频带。 
●ZACT-B 型：机箱固定型安装孔 φ4.8 ～4.9mm，板厚 0.5 ～2mm 
●ZACT-C 型：具有关闭外壳后不易用手打开的结构。 
 

型 

形状·尺寸 

型 型 

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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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4.6.3 浪涌保护器 

（1）浪涌吸收器 

请避免直接浪涌进入向控制单元、基本 I/O 单元、远程 I/O 单元及通信终端中供电的通用稳压电源（客户自备品）的

AC 线。 

为吸收浪涌，请选用以下产品或效果更好的产品。 

 

①品名  ：RAV－781BYZ－2 

 厂家名称：冈谷电机产业有限公司 

回路电压 
50/60Hz Vrms 

最大允许 
回路电压 

钳位电压 
V±10% 

浪涌耐量 
8/20μs 

浪涌耐压 
1.2/50μs 静电容量 使用温度范围 

250V 3Φ 300V 783V 2500A 20kV 75pF -20～+70℃ 

 

 

 

 外形图      回路图 

 

28
.5

±
1

5.
5±

1

11
±

1
28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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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30 0

41± 1

UL-1015 AWG16

4.
5±

0.
5

①黒 ②黒 ③黒

単位： ｍｍ  
 

 

 

＊关于浪涌吸收器的详细特性，外形以及连接方法，请参照厂家的产品目录说明｡  

 

单位：mm 

黑色 黑色 黑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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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品名  ：RAV－781BXZ－4 

 厂家名称：冈谷电机产业有限公司 

 

回路电压 
50/60Hz Vrms 

最大允许 
回路电压 

钳位电压 
V±10% 

浪涌耐量 
8/20μs 

浪涌耐压 
1.2/50μs 静电容量 使用温度范围 

250V 3Φ 300V 700V 2500A 2kV 75pF -20～+70℃ 

 

 

 外形图     回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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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5.
5±

1

11
±

1
28

±
1

20
0±

30 0

4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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緑U

 
 

 

 

＊关于浪涌吸收器的详细特性，外形以及连接方法请参照厂家的产品目录说明｡  

 

黑色 黑色 黑色 绿色

单位：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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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浪涌吸收器的设置示例 

サージア ブ ソ ーバの設置方法

Ｎ Ｃ 制御部

制御盤

（ リ レ ー盤等）

サージア ブ ソ ーバ②

サージア ブ ソ ーバ①

他の装置

（ 盤用電源等）

Ｎ Ｃ 駆動部

他の装置

（ 盤用電源等）

盤用漏電

ブ レーカ

入力

AC200V
/230V

ﾉ ﾋーｭ ｽー゙

ﾌﾞ ﾚ ｶー MC ﾘｱｸﾄﾙ

ト ラ ン ス

ﾉ ﾋーｭ ｽー゙

ﾌﾞ ﾚ ｶー

サーキッ ト

プ ロ テ ク タ

ア ース

ア ース 板

電源よ り

Ｂ

Ａ

U

 
 

 

注意事项 

（1）为提高粗线的雷击浪涌吸收效果，配线时请尽可能将粗线的长度缩短｡  

   线材：线径 大于 2MM2  

   线长：连接到浪涌吸收器①的电缆线长：A 为 2m 以下。 

      连接到浪涌吸收器②的电缆线长：B 为 2m 以下。 

 

（2）对电源线施加过电压（AC100V、AC1500V），进行绝缘耐压试验时，由于施加电压可启动浪涌吸收器，请断开浪

涌吸收器②。 

 

（3）施加了超过浪涌吸收器允许范围的浪涌时，将发生短路故障，因此，为保护电源线，请务必插入电路保护器｡  

   另外，通常浪涌吸收器①，②无电流流过，可与其他装置共用电路保护器。 

 

浪涌吸收器的设置方法 接地板 

接地板 

浪涌吸收器② 

浪涌吸收器① 
电路保护器 
 

其他装置 
（柜用电源等）

NC 驱动部分 

NC 控制部分 

其他装置 
（柜用电源等）

控制柜 
（继电器柜等）

变压器 

无熔丝 
断路器 

由电源供电 
柜用漏电 
断路器 

无熔丝 
断路器 电抗器MC

电源输入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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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4.6.4 选择稳压电源 

选择稳压电源（客户自备品）时，请考虑以下特性。 

请使用带有 CE 标记或符合下述安全规格的电源。 

 

 

稳压电源选择项目 

项目 单位 条件 

电压变动 % ±5max DC24V 输出的±5%以下 
输出变动 

脉动干扰 mV 120max. DC24V 输出的±5%以下 

 峰值干扰 mV 500max.  

输出电流 A －－ 请参照相关连接说明书。 

输出保持時间 ms 20min. 瞬间断电时间 

 

规格 

 安全规格  ：UL1950、CSA C22．2 No.234 认可，适应 IEC950 

 杂音端子电压：FCC 等级 A、VCCI-1 种 

 谐波电流限制：IEC100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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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5. 适应 UL/C-UL 规格的注意事项 

为适应 UL/C-UL 规格，请遵守以下事项。 
 
（1）外部 DC24V 电源单元的选定 

在各单元中提供 DC24V 的外部电源单元为 UL 认证产品的条件下，M60／M60S 系列数控装置适应 UL 规格。 

各单元中提供 DC24V 的电源单元，请使用 UL 的认证产品。 
 
（2）单元环境温度 

在本书第 3 章“3．1 一般规格”中所记载的在最高环境温度以下的使用条件下，M60／M60S 系列数控装置适应 UL 规格。 

各单元的最高环境温度设定，请勿超过本书第 3 章“3．1 一般规格”中所述的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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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6. 锂电池的运输规制 

6.1 包装的规制 

从 2003 年开始，联合国关于危险品规制的建议[第 12 版](以下称为 UN 规制)开始施行。在通过航空运输等作为

UN 规制对象的交通手段运输锂电池时，必须服从该规制的规定。 

UN 规制根据电池中锂的含量，分为危险品(Class 9)及非危险品。本公司向海外出口的锂电池(电池单元)使用已

确认安全性的专用包装(UN 包装) 进行包装，确保运输时的安全性。 

另外，这些产品通过飞机等作为 UN 规制对象的手段进行运输时，请货主注意参考“6.1.2 客户方的应对措施”

中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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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 对象产品 

本公司 NC 产品中使用锂电池的产品名称如下所示。UN 规制根据电池中锂的含量，分为危险品(Class 9)及非危

险品。但是，相当于危险品的电池组装在机器中运输时，无需进行专用包装(UN 包装)，请根据 IATA 危险品规制

书的包装基准 912 进行包装、运输。 

另外，对于组装在机械或装置中的锂电池产品，为避免损坏或短路，请根据包装基准 900 的要求，将其固定后

进行包装、运输。 

 

(1) 需要进行专用包装的产品(Class9 的对象产品) 

在本公司的型号名称 电池名称 锂金属含量 电池厂家 电池分类 

MDS-A-BT-4 ER6-B4-11 2.6g 

MDS-A-BT-6 ER6-B6-11 3.9g 

MDS-A-BT-8 ER6-B8-11 5.2g 

FCU6-BT4-D1 
与 ER6-B4D-11 

ER6 的配套 
2.6g+0.65g 

东芝电池 电池组 

(内置于单元中) CR23500SE-CJ5 1.52g 三洋电池 单电池 

 

(2) 不需要进行专用包装的产品(不是 Class9 中的产品) 

本公司名称 电池名称 锂金属含量 电池厂家 电池分类 

MDS-A-BT-2 ER6-B2-12 1.3g 

FCU6-BTBOX 2CR5 1.96g 
电池组 

(内置于单元中) CR2032 0.067g 

(内置于单元中) CR2450 0.173g 

(内置于单元中) ER6, ER6V 0.7g 

MR-BAT MR-BAT 0.48g 

东芝电池 

Q6BAT Q6BAT 0.49g 三菱电机 

单电池 

 

(注 1) 电池分类中，超过电池组 12 个/单电池 24 个时，需要进行专用包装，因此，请勿超额包装。 

(注 2) 名称部分中以“FCUA-” 替换“MDS-A-”的电池单元也使用相同的电池。 

(注 3) 专用外壳(MDS-BTCASE)必须与电池(MR-BAT)配套使用。 

专用外壳(MDS-BTCASE)中，最多可装 8 个电池(MR-BAT) (2 个、4 个、6 个、8 个中的任何一种)。 
 
(例) 电池单元额定铭牌 

安全性区分 

锂金属含量 

电池厂家方型号

本公司型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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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2 客户方的应对措施 

下述技术见解仅为对本公司的观点的总结，作为货主的客户请自行参考最新版的 IATA 危险品规则书、IMDG 

Code 及相应运输国的相关法令。 

实际运输时，建议向委托运输的公司进行确认。 

IATA: 国际航空运输协会 

IMDG Code: IMO(国际海事机关)制定的国际海上危险品运输规程 

 

 

运输锂电池单品时[包装基准 903] 
 

(1) 以本公司 UN 包装进行再运输时 

电池单品的安全性试验及包装规格符合 UN 规制(包装基准 903)，客户在添加下列内容后进行再运输。(详

细信息请向运输公司确认。) 
 

(a) 外装箱的容器使用标记的显示(封面标示有下述内容) 

·正式运输品种名称(锂电池) 

·UN 编号(电池单品：UN3090，机器组装及共同包装：UN3091) 

·发货方及收货方的住所及姓名或名称 
 

标示示例 

收货方信息 发货方信息 

 

 
(b) 运输文书(危险品申告书)的准备 

 

(2) 由客户进行包装时 

客户进行的包装、运输手续及标示的信息，应符合 UN 规制。 
 

(a) Class 9 的锂电池包装 

· 容器类信息请咨询(财)日本船舶用品检定协会。 

· 关于运输手续，请实施上述的“(1) 以本公司 UN 包装进行再运输时”中的内容。 

(财) 日本船舶用品检定协会 总部  电话：03-3261-6611  FAX：03-3261-6979 
 

(b) 非 Class 9 的锂电池包装 

· 为防止外部短路，请通过分离的牢固包装进行包装(电池组 12 个以下、单电池 24 个以下)。 

· 适用于电池安全性试验的证明书或试验结果资料。 

(本公司备有电池厂家的安全性试验结果。必要时请咨询本公司。)  

· 关于运输手续，请实施上述的“(1) 以本公司 UN 包装进行再运输时”中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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锂电池组装在机械或装置内进行运输时[包装基准 900] 
 

请进行根据 IATA 危险品规则书的包装基准 900(根据联合国试验基准手册，确保将试验合格的电池在机械或装置

中固定，并保护其不发生损坏和短路)的包装和运输手续。 

因此，本公司提供的锂电池已通过联合国建议的安全性试验，请客户确保将电池单元和电缆配线在机械或装置中

固定。 

运输方法及包装的详细内容请咨询委托运输的公司。 

 

运输已组装了锂电池的机器时[包装基准 912] 
 

已组装了锂电池的机器不需要进行专用包装(UN 包装)，请根据 IATA 危险品规则书的包装基准 912，进行包装、

运输手续和填写标示等。运输方法及包装的详细内容请咨询委托运输的公司。 

 

包装基准 912 的概要如下。 

· 满足所有锂电池单品运输的包装基准(包装基准 903)中的所有要求。（与容器/短路/固定等相关的要求除

外） 

· 请将含有锂电池的机器放置在耐水性强的外装容器内。 

· 为防止运输时机器发生意外动作，请将电池放置在不易移动的外装容器内。 

· 每一机器中，单电池的锂含量不得超过 12g，电池组的锂含量不得超过 500g。 

· 每一机器中，锂电池的重量不得超过 5kg。 

 

 
6.1.3 参考资料 

规制的详细内容及应对方法，请参考下述资料。 

锂电池及锂离子电池运输的说明书(第 2 版)・ ・ ・ ・  社团法人 电池工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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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美国国内关于一次性锂电池运输的法律规定 

美国运输部联邦航空局(FAA)及调査・特別管理局(RSPA)在 2004 年 12 月 15 日发布了运输规制项目一次性锂电

池的追加限制(暂定为最终规定)，并于 2004 年 12 月 29 日起实施。 

本法律为美国国内法，但同样适用于美国邮件及从美国发送或发往美国的国际邮件。因此，向美国输送锂电池或

在美国国内运输锂电池时，必须实施锂电池运输的相关对策。详细信息请参考美国官报及美国联邦法规则(“6.2.4 

参考资料”)。 

 

 
6.2.1 规定的概要 

(1) 禁止在客机上运输一次性锂电池。 

·机内手持或通过检查的行李中个人使用的一次性锂电池除外。 

(单元格(单电池)中的锂金属含量限制为 5g 以下，电池(电池组)中的锂金属含量限制为 25g 以下。关于

锂金属含量的信息，请参考“6.1.1 对象产品”中的表格。)  

(2) 通过货机进行运输时，请在外装箱上写明禁止通过客机运输。 

 

 
6.2.2 对象产品 

本公司 NC 产品中使用锂电池的全部产品均为规制对象。 

(请参考“6.1.1 对象产品”中的表。) 

 

 
6.2.3 客户方的应对措施 

“6.2.1 规定的概要”为对本公司观点的总结，对于规制对象产品的运输方法，请作为货主的客户自行参考“6.2.4 

参考资料”的法令内容。 

实际运输中，建议向委托运输锂电池的公司进行确认。 

 

(1) 外装箱上的标示 

通过货机进行运输时，请在外装箱上写明禁止通过客机运输。 

标示示例 

 PRIMARY LITHIUM BATTERIES 

FORBIDDEN FOR TRANSPORT ABOARD PASSENGER AIRCRAFT. 
 

·需要通过具有一定对比度的文字颜色(白底黑字、黄底黑字 等)标示。 

·根据重量规定了标示的文字的高度（大小）。 

(总重量超过 30kg 时: 最低 12mm。总重量低于 30kg 时: 最低 6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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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4 参考资料 

(1) 美国官报 (Docket No. RSPA-2004-19884(HM-224E))PDF 形式 

http://www.regulations.gov/fredpdfs/05-11765.pdf 

(2) 49CFR (美国联邦法规则第 49 章) (173.185  Lithium batteries and cells.) 

http://www.access.gpo.gov/nara/cfr/waisidx_00/49cfr173_00.html 

(3) DOT 规制正文 (Department of Transportation) 

http://hazmat.dot.gov/regs/rules/final/69fr/docs/69fr-75207.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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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7. 使用辅助设备及市售品时的注意事项 

辅助设备 注意事项 

CF 卡 市面上的 CF 卡可能与本公司机器在相性、温度、干扰等 FA 环境中不匹配，请加以注

意。另外，在使用时请向机械厂家进行充分的动作确认。 

 为防止机械错误动作，请尽量在本公司装置的电源关闭的状态下插入或取出市售的 CF

卡。在电源接通时进行插入/取出时，需要等待一定的时间(约十秒以上)。 

 为防止存储中的数据丢失等故障，存取 CF 卡时，请勿拔出或关闭电源。另外，本公司

无法确保恢复破坏或丢失的数据，请客户务必备份重要的数据以防万一。 

 推荐品为 SanDisk 公司的下列产品。 

 64MB  SDCFB-64-J60   (JAN: 4523052000294) 

128MB  SDCFB-128-J60  (JAN：4523052000300) 

256MB  SDCFB-256-J60  (JAN：4523052000317) 

512MB  SDCFB-512-J60  (JAN：4523052000324) 

1.0GB  SDCFB-1024-J60 (JAN：4523052000331) 

PCCARD 适配器 SDAD-38-J60 (JAN：4523052000645) 

本推荐品已确认通过一定条件下的测试。但也可能因最终用户的系统环境差异，无法

正常工作。在型号相同但内部的部件不同时，可能无法保证动作的准确性。 

以上的推荐品可能存在已停产的情况，请向各制造厂家或代理店咨询。 

PCMCIA 卡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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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模块的功能说明 

1.1 HR071 卡 

[ブ ロ ッ ク 図]

BAT
CF05

バッ テ リ ー付属ケーブ ル

ER6

 
 

［功能说明］ 

HR071 卡为保持控制单元存储内容用的外部电池单元所使用的卡。控制单元内的电源板（HR081/082/083）上的 BAT 插

头与 HR071 卡上的 CF05 插头通过 F240 电缆连接使用。出厂时安装在控制单元内的电源板上的电池，只用于在机械组

装之前保存参数等存储的内容，在将外部电池单元组装到机器中后，则该电池不再使用。 

 

 

 

 

 

[插头配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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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图 

电池附属电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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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HR081/082/083 卡 

[模块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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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6
3. 6V/2000mA

CF02
LCDﾊ゙ ｯｸﾗｲﾄ電源

△

非常停止
ｽｲｯﾁ

ﾋｭ ｽー゙

△

< ↓

(Ｍ６ ０ ／６ ０ Ｓ シリ ーズ
は未使用)

 
 

 

［功能说明］ 

控制单元用多电源的 HR081/082/083 卡规格如下所示。 

功能 规格 补充 
输入电压/电流 DC24V±5%、3A DCIN 插头 
输出电压/电流 DC3．3V/DC5V/DC12V  
紧急停止输入 在 18V 以下时紧急停止 EMG 插头 

输入控制信号 ACFAIL 信号 
CF01 插头 
（在 M60/M60S 系列中未使用） 

输出控制信号 
背照灯 ON/OFF 
背照电源 
灯亮 

CF02 插头 
（在 M60/M60S 系列中未使用） 

备份用电池 锂电池 DC3.6V:2000MAh BAT 插头、一次性电池 
 

备份用电池 

使用外部电池单元时，取下插头。 

LCD 背照电源 
（在 M60/60S 系列 

中未使用） 
 

试验用电压校验 

外部复位输入 

（在 M60/60S 系列 
中未使用） 

 

控制回路

电压检测回路

紧急停止

开关 
控制信号

熔丝 
外部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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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头配置图］ 

Ｆ ＡＮ

ＢＡＴ

バ
ッ
テ
リ
ー

ＣＨＥＣＫ

ＰＢ１ ＰＳＲＳＴ

５ ： ＧＮＤ
４ ： 外部リ セッ ト入力
３ ： ３ ． ３Ｖ
２ ： １ ２Ｖ
１ ： ５Ｖ

ＤＣＩ Ｎ

ＤＣＯＵＴ

ＰＳＥＭＧ

ＢＡＴ ＡＬ Ｍ

Ｌ ＥＤ

ＣＦ ０２ ＥＭＧ ＣＦ ０１

ＤＣＩ Ｎ

ＤＣ２４Ｖ入力

ＡＣＦ Ａ Ｉ Ｌ 入力
ＥＭＧ入力

Ｌ ＣＤバッ クライト用

ＤＣ１２Ｖ出力

Ａ
Ｖ
Ｒ

（ Ｍ6０ ／６ ０ Ｓ シリ ーズは未使用）

通常はHR081/082/083
ｶ ﾄーﾞ 上の ﾊ゙ ｯﾃﾘ をー 接続
し ます。
外部ﾊ゙ ｯﾃﾘｰ使用時は
F240ｹー ﾌﾞ ﾙを 接続し ま す。

本コネクターは使用しない

制御信号
　　 Ｉ Ｎ／ＯＵＴ

ＤＣ出力ＯＵＴ

（ Ｍ6０ ／６ ０ Ｓ シ リ ーズは未使用）

５
４
３
２
１

 
PSRST：系统复位（请勿在系统正常工作时按下此按钮） 

 

［LED 说明］ 
状态 

名称 功能 颜

色 正常时 异常时 
异常时的应对 

DCIN 确认 DC24V 输入 绿 灯亮 灯灭 确认 DC24V 电压 
DCOUT 确认内部输出电压 绿 灯亮 灯灭 更换电源或控制单元 
PSEMG 外部紧急停止状态显示 红 灯灭 灯亮 确认紧急停止理由 
BATALM 电池电压偏低（警告） 红 灯灭 灯亮 更换电池 

不使用此插头 

通常连接 HR081/082/083
卡上的电池。 
使用外部电池单元时，连接

F240 电缆。 

电  

池 

DC 输出 OUT 

控制信号

外部复位输入 

（在 M60/60S 系列中未使用） 

在 M60/60S 系列中未使用
ACFAI 输入 

EMG 输入

DC24V 输入 
LCD 背照灯用 

DC12V 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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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HR113/114/116/146 板 

［模块图］ 

ENC#2I Oｶー ﾄ゙ へ 拡張I Oｶー ﾄﾞへ

ＣＦ１０ ＣＦ１１

RT#2RT#1

DRAM

RI SC

RT#0

CBUS#2

FROM

ＣＰＵ周辺制御
Ｐ Ｌ Ｃ演算

外部I /Oｲﾝﾀﾌｪ ｽー

SRAM

CBUS#1

メモリ カセッ ト
（ 保守用）

メモリ カセッ ト
　 (機能拡張用）

 
 

［功能说明］ 

HR113/114/116/146 板在 CPU 主板中具有以下功能。 

HR146 为与外汇及对外汇令对象机种相对应的 CPU 板。 

 
功能 规格 补充 

CPU 64bit RISC 芯片  

ASIC 
CPU 辅助控制及 PLC 运算 
外部 I/O 接口 

 

存储 
DRAM 
FROM 
SRAM 

系统工作用 
系统 ROM&BOOTROM 用 
加工程序/参数备份用 

存储卡接口 
CBUS#1 插头 
CBUS#2 插头 

存储卡用（功能扩展用） 
存储卡用（维护用） 

扩展 BUS RTBUS RT1、RT2 

外部连接用接口 
基本 I/O 接口 
扩展 I/O 接口 

CF10 插头 
CF11 插头 

使用电源 HR081/082/083 连接 AVR 插头 
 

存储磁带 
（功能扩展用）

存储磁带 
（维护用） 

CPU 辅助控制 
（PLC 运算） 

外部 I/O 接口 

连接 IC 卡  ENC#2  连接扩展 IC 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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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头配置图］ 

NCLD1
0 CF11

RT#0RT#1RT#2

AVR

CF10

ENC2

TEST1

CBUS 1 CBUS 2

NCRST
NCSYS

WDER
I SP

DCﾌｧﾝ( 5V用)

TEST2

 
TEST1&2 ：维修服务用测试针脚 
NCRST   ：NC 复位（请勿在系统正常工作时按下此按钮） 
 

［设定说明］ 

NCSYS：系统模式选择旋转开关 
设定位置 功能 内容·说明 

0 标准模式 系统 1 的工作 
1 PLC 停止 在 PLC 停止的状态下启动系统。 
2  
3  
4  
5  
6  
7 

维护模式 

 
8  
9  
A  
B  
C  
D  
E  
F 

维护模式※ 

 
※CBUS#1/#2 插头需要连接存储卡。 

 

［LED 说明］ 
状态 

名称 功能 颜

色 正常时 异常时 
异常时的应对 

NCLD1 显示系统的状态 
(7 段 S/W 状态) 

－ － － 

WDER 显示系统异常 红 灯灭 灯亮 
请联系本公司服务部门 

DC风扇（5V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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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HR171 卡 

［模块图］ 

通信ｺﾝﾄﾛ ﾙー回路

RS422
ﾄﾗﾝｼ ﾊーﾞ ｰ AUX1

RS422
ﾄﾗﾝｼｰﾊ゙ ｰ

PCI BUS変換回路 BUSﾊﾞ ｯﾌｧｰ

BUSｺﾈｸﾀｰ

PCI EXT

AUX2

 
 

［功能说明］ 

HR171 卡配置了 PCI 总线转换回路与接口，用于添加 M64AS/M64S/M65/M65S/M66/M66S 系列的操作面板接口、I/O 

Link 接口及高速程序服务器功能。 

通过旋转开关 SW 设定 I/O Link 的主站/从站及子站的站点编号。 

在 M64A 中不使用该卡。 

 

［插头配置图］ 

 
 

通信控制回路 
收发器 

收发器 

BUS缓冲区PCI BUS 转换回路

BUS 插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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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D 说明］ 
状态 

名称 功能 颜

色 正常时 异常时 
异常时的应对 

TX1 显示 AUX1 传输状态 绿 闪烁 灯亮或灯灭 联系本公司服务部门 
RX1 显示 AUX1 接收状态 绿 闪烁 灯亮或灯灭 确认通信电缆的连接 

TX2 
显示 AUX2 传输状态 
(仅在使用 I/O Link 功能时) 

绿 闪烁 灯亮或灯灭
确认旋转开关的站点编号 

RX2 
显示 AUX2 接收状态 
(仅在使用 I/O Link 功能时) 

绿 闪烁 灯亮或灯灭
确认旋转开关的站点编号 
确认通信电缆的连接 

 

 

［设定说明］ 

旋转开关：NCNO 的设定 

设定位置 功能说明 补充 
0 连接多台控制单元时的主站 设为 I/O Link 的主站 
1 通常使用/连接多台控制单元时的第 1 站 设定大于“1”时，为 I/O Link 的子站 
2 通常使用/连接多台控制单元时的第 2 站  
·  ·  
·  ·  
F 通常使用/连接多台控制单元时的第 15 站  

 

 

SW2：I/O Link 用终端电阻 ON/OFF 开关 

滑动开关：设定 SW2 

设定位置 功能说明 
ON  连接终端电阻(150Ω） 
OFF 未连接终端电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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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HR211 卡 

［模块图］ 

CF11
S232C

1CH, 2CH

HANDLE
1CH～3CH

 
 

［功能说明］ 

HR211 卡为 RS－232C，手动脉冲发生器用的 I/O 扩展卡。 

通过 F050 电缆连接控制单元的 CF11 插头与 HR211 卡的 CF11 插头。 

基本 I/O 单元的基板应附加于 HR325・327・335・337 上后使用。 

功能 规格 补充 
RS－232C 接口 端口 1、端口 2 的两个通道 RS232C 插头、端口 1 为 

服务人员维护用 
手动脉冲发生器接口 最多可以连接 3 个 HANDLE 插头 

 

 

［插头配置图］ 

 

 
 

附加用安装孔 

附加用安装孔（FG） 

附加用安装孔（LG） 未使用

未使用

未使用

未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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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HR325/327/335/337 卡 

［模块图］ 

ＣＦ１０

ＳＶ１

ＳＶ２

ＥＮＣ

ＳＫＩ Ｐ

ＲＩ Ｏ１

ＲＩ Ｏ２

SKI P :8点

ＤＣＩ Ｎ
５Ｖ←２４Ｖ
ＡＶＲ

ＣＦ３１

ＣＦ３３

ＣＦ３２

ＣＦ３４

ＤＩ

ＤＩ

ＤＯ

ＤＯ

ﾄﾞﾗｲﾊ゙ｰ

ﾚｼー ﾊ゙ ｰ

ＣＲ３１

制御部と 結合

同期送り エ ン コ ーダ

スキッ プ信号

DC24V入力

ア ド オ ン カ ード

機械入力
　 32点

機械入力
　 32点

機械出力
　 32点

機械出力
　 32点

通信

ｺﾝﾄﾛー ﾗー

通信

ｺﾝﾄﾛー ﾗー

サーボド ラ イ ブ ユニ ッ ト

サーボド ラ イ ブ ユニ ッ ト

リ モ ート Ｉ ／Ｏユニ ッ ト

リ モ ート Ｉ ／Ｏユニ ッ ト

 
 

［功能说明］ 

HR325/327/335/337 卡用于基本 I/O 单元，通过 F010 电缆连接到控制单元的 CF10 插头。 

HR325/327 为漏极规格，HR335/337 为源极规格。另外尾数为“5”的卡的规格为机械输入 48 点、机械输出 48 点。 

 
功能 规格 补充 

远程 I/O 通信 占有 2 站 通过旋转开关 CS1，CS2 进行设定 
远程 I/O 通信接口 2 个 RI/OA1 插头、RI/O2 插头 

机器输入接口 
HR325/335：绝缘型：48 点 
HR327/337：绝缘型：64 点 

CF31/32 插头 

机器输出接口 
HR325/335：非绝缘型：48 点 
HR327/337：非绝缘型：64 点 

CF33/34 插头、60mA 输出 

跳跃信号输入接口 绝缘型：8 点 跳跃插头 
伺服驱动单元接口 2 个 SV1、SV2 插头、MC 连接 A 通信 
同期进给编码器接口 1 个 ENC1 插头 

输入电压/电流 DC24V±5%、6AMAX 最大电流为机械输入输出信号全部开启使

用时的电流值 
 

通信 

控制器 

通信 

控制器 

驱动程序

接收器

SKIP：8 点

连接控制部分 

伺服驱动单元 

伺服驱动单元 

同期进给编码器 

SKIP 信号 

远程 I/O 单元 

远程 I/O 单元 

DC24V 输入 

机械输入 
32 点 

机械输出 
32 点 

机械输入 
32 点 

机械输出 
32 点 

附加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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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头配置图］ 

ENC1

SV2 SV1

RI 02 RI 01 DCI N

CR31

SKI P

CF31 CF32
CF33CF34

24I N
RAL1

5OUT
RAL2

 
 

［设定说明］ 

旋转开关 CS1：设定连接远程 I/O 通信的机械输入输出（DI/DO）中的 CF31/CF33 端的装置 

旋转开关 CS2：设定连接远程 I/O 通信的机械输入输出（DI/DO）中的 CF32/CF34 端的装置 

 

＜设定方法＞ 

0～7：对应远程 I/O 单元的站点编号 0～7 

（注）≥8：不可设定 

※在 HR325/327/335/337 卡中，需要对 CS1 与 CS2 进行不同设定。 

 另外，请在 0～7 的范围内，对同一系统中连接的远程 I/O 单元与附加卡设定不同的站点编号。单系统的最大站数为 8

站。 

［LED 说明］ 
状态 

名称 功能 颜

色 正常时 异常时 
异常时的应对 

24IN 确认 DC24V 输入 绿 灯亮 灯灭 确认 DC24V 电压 
LED1 

(2 色发光) RI/O1 
显示旋转开关“CS1”设定站的通信异常

红 灯灭 灯亮 
确认各远程 I/O 单元的 
旋转开关编号 

5OUT 确认内部输出电压 绿 灯亮 灯灭 联系本公司服务部门 
LED2 

(2 色发光) RI/O2 
显示旋转开关“CS2”设定站的通信异常

红 灯灭 灯亮 
确认各远程 I/O 单元的 
旋转开关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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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HR357 卡 

［模块图］ 

 

ｽｷｬﾝ入出力
32点/32点

ﾃﾞ ｼﾞ ﾀﾙ入力
32点

ﾃ゙ ｼﾞ ﾀﾙ出力
32点

ﾘﾓ ﾄー I /O通信

DC24V入力

RI O3
A

B

通信

ﾄﾞ ﾗｲﾊﾞ ｰ
ﾚｼ ﾊー゙ ｰ

通信
ｺﾝﾄﾗ ﾗーｰ

ス キ ャ ン 回路

DI /DO: 32/32

スキ ャ ン 回路

DI /DO: 32/32

CF35

DI

ﾌｫﾄｶﾌﾟ ﾗｰ

DO

出力ﾄﾞ ﾗｲﾊ゙ ｰ

CF31

CF33
DCI N

DC/DC

24V → 5V

通信
ｺﾝﾄﾗ ﾗーｰ

通信
ｺﾝﾄﾗ ﾗーｰ

 

［功能说明］ 

HR357 为机械操作面板的输入输出卡，可进行数字输入输出与扫描输入输出。机械操作面板另行连接。 

  HR357 备注 
输入点数 64 

扫描 
输出点数 64 5V 系 

输入点数 32 
输出点数 32 
输入 漏极/源极 

数字 

输出 源极 

24V 系 

 
功能 规格 补充 

远程 I/O 通信 占有 3 站 通过旋转开关 CSAN1， 
CSAN2、DI/O 进行设定 

远程 I/O 通信接口 1 个 RI/OA3 插头 

扫描输入输出接口 由通用信号×数据信号的矩阵构成的输入

输出 64 点/64 点 5V 系、CF35 插头 

机械输入接口 32 点 CF31 插头、绝缘型 
机械输出接口 32 点 CF33 插头、非绝缘型 
输入电压 DC24V±5% DCIN 插头 

 

远程 I/O 通信 

扫描回路 通信 

扫描输入输出 
32/点 32 点 

扫描回路 

驱动程序 
接收器 

通信 
控制器

通信 
控制器

光耦合器

数字输入输出 
32 点 

数字输入输出 
32 点 

通信 
控制器

输出驱动程序

DC24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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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头配置］ 

 

0 0 0

A
B

25 1

( ス キ ャ ン DI / DO: 64 / 64 )

CF 35

DI O SCAN2 SCAN1

R I O3 DCI N

AB

CF 3 3

120

( DO: 32 )
A
B( DI : 3 2 )

CF 31

2 0 1

A
B

8 1
I S P

A
L

M
2

A
L

M
1

2
4

I
N

5
O

U
T

A
L

M
3

 
［设定说明］ 

旋转开关 说  明 
SCAN1 设定扫描输入输出站点编号 32 点/32 点 （标准 0） 
SCAN2 设定扫描输入输出站点编号 32 点/32 点 （标准 1） 

DI/O 设定数字输入输出站点编号 32 点/32 点 （标准 2） 

※请将 SCAN1、SCAN2、DI/O 设为不同的站点编号。另外，在单系统中可以连接的最大站数为 8 站。请在 0～7 之内设

定。 

 

［LED 说明］ 
状态 

名称 功能 颜

色 正常时 异常时 
异常时的应对 

24IN 确认 DC24V 输入 绿 灯亮 灯灭 DC24V 电压确认 

5OUT 确认内部输出电压 绿 灯亮 灯灭 联系本公司服务部门 

ALM1 显示旋转开关“SCAN1”设定站点

的通信异常 红 灯灭 灯亮 确认各远程 I/O 单元的旋转

开关的站点编号 

ALM2 显示旋转开关“SCAN2”设定站点

的通信异常 红 灯灭 灯亮 确认各远程 I/O 单元的旋转

开关的站点编号 

ALM3 显示旋转开关“DI/O”设定站点的

通信异常 红 灯灭 灯亮 确认各远程 I/O 单元的旋转

开关的站点编号 
 

(扫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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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HR377 卡 

［模块图］ 
 

ＳＶ１

ＳＶ２

ＥＮＣ

ＳＫＩ Ｐ

ＲＩ Ｏ１Ａ

ＲＩ Ｏ２

SKI P: 8点

ＤＣ２４Ｉ Ｎ

ＣＦ ３ １

ＣＦ ３ ３

ＣＦ ３２

ＣＦ ３４

ＤＩ

ＤＩ

ＤＯ

ＤＯ

ﾄﾞ ﾗｲﾊ゙ ｰ

ﾚｼー ﾊ゙ ｰ

制御ユニ ッ ト と 接続

サーボド ラ イ ブ ユニ ッ ト

サーボド ラ イ ブ ユニ ッ ト

同期送り エ ン コ ーダ
入力

ｽｷｯﾌﾟ 信号入力

リ モ ート Ｉ ／Ｏユニ ッ ト

DC24V入力

機械入力
　 32点

機械入力
　 32点

機械出力
　 32点

機械出力
　 32点

通信
ｺﾝﾄﾛー ﾗー

通信

ｺﾝﾄﾛー ﾗー

ＤＣ５ Ｉ Ｎ DC５ V入力

( 2枚目DI Oの時入力)

ＣＦ １０ＣＦ１１

ＲＳ２３２Ｃ

ＨＡＮＤＬＥ

RS-232C入出力

手動パルス 発生器入力

ＲＩ Ｏ１Ｂ リ モ ート Ｉ ／Ｏユニ ッ ト

リ モ ート Ｉ ／Ｏユニ ッ ト

 
 

［功能说明］ 

HR377 卡在基本 I/O 单元上 DO 输出为 200MA/点，通过 F010、F050 电缆与控制单元的 CF10、 

CF11 插头连接使用。另外，手动脉冲发生器可以使用 DC5V 电源型与 DC12V 电源型。 

从 RI/O1A/B 插头，通过 SH41 或 R211 电缆进行远程 I/O 连接，可以连接 2 张以上 HR377 卡。 
功能 规格 补充 

远程 I/O 通信 占有 2 站 通过旋转开关 CS1，CS2 进行设定 
远程 I/O 通信接口 2 个 RI/OA/B 插头、RI/O2 插头 
机械输入接口 绝缘型：64 点 CF31/32 插头 
机械输出接口 非绝缘型：64 点 输出 CF33/34 插头、200MA 
跳跃信号输入接口 绝缘型：8 点 跳跃插头 

伺服驱动单元接口 2 个 SARVO1，2 插头、 
MC Link A 通信 

同期进给编码器接口 1 个 ENC1 插头 

RS－232C 接口 1 个 
有端口 1、端口 2 的 2 个通道 RS232C 插头、端口 1 为服务人员维护用 

手动脉冲发生器接口 最多可以连接 3 个 HANDLE 插头 

输入电压/电流 DC24V±5%：13AMAX 
DC5V±5%：1AMAX 

最大电流为机械输入输出信号全部开启使用时的
电流值。 
DC5V 在本卡与远程 I/O 通信的系统连接时提供
电源。 

 

手动脉冲发生器输入

RS-232C 输入输出

远程 I/O 单元 

远程 I/O 单元 

远程 I/O 单元 

SKIP 信号输入 

伺服驱动单元 

同期进给编码器输入 

伺服驱动单元 

连接控制单元 

DC5V 输入 
（使用第 2 张 DIO 时输入）

驱动程序

接收器 

通信 
控制器 

通信 
控制器 

机械输入 
32 点 

机械输出 
32 点 

机械输入 
32 点 

机械输出 
32 点 

DC24V 输入 

SKIP：8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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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头配置图］ 

 

 
 

［设定说明］ 

旋转开关 设定连接远程 I/O 通信的机械输入输出（DI/DO）中的 CF31/CF32 端的设备 

旋转开关  设定连接 CS2 远程 I/O 通信的机械输入输出（DI/DO）中的 CF33/CF34 端的设备 

 

＜设定方法＞ 

0～7：对应远程 I/O 单元编号 0～7 

（注）≥8：不可设定 

※请在 0～7 的范围内，对同一系统中连接的远程 I/O 单元与附加卡设定不同的编号。单系统中的最大站数为 8 站。  

 

［LED 说明］ 
状态 

名称 功能 颜

色 正常时异常时 
异常时的应对 

24VIN 确认 DC24V 输入 绿 灯亮 灯灭 确认 DC24V 电压 
LED1 

(2 色发光) RI/O1 显示旋转开关“CS1”设定站点的通信异常 红 灯灭 灯亮
确认各远程 I/O 单元的旋转开

关站点编号 
5VIN 确认内部输出电压 绿 灯亮 灯灭 联系本公司服务部门 

LED2 
(2 色发光) RI/O2 显示旋转开关“CS2”设定站点的通信异常 红 灯灭 灯亮

确认各远程 I/O 单元的旋转开

关站点编号 

所用熔丝名称：LM10 
厂家        ：大东通信 
额定        ：1A 

仰视图 

侧面图 

外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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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HR378 卡 

［模块图］ 
 

ＳＶ１

ＳＶ２

ＥＮＣ

ＳＫＩ Ｐ

ＲＩ Ｏ１Ａ

ＲＩ Ｏ２

SKI P : 8点

ＤＣ２４Ｉ Ｎ

ＤＩ

ＤＯ

ﾄﾞ ﾗｲﾊ゙ ｰ

ﾚｼー ﾊ゙ ｰ

制御部と 結合

サーボド ラ イ ブ ユニ ッ ト

サーボド ラ イ ブ ユニ ッ ト

同期送り エ ン コ ーダ
入力

ｽｷｯﾌﾟ 信号入力

リ モ ート Ｉ ／Ｏユニ ッ ト

DC24V入力

機械入力
　 64点

機械出力
　 64点

通信ｺﾝﾄﾛー ﾗー

ＤＣ５Ｉ Ｎ DC５ V入力

( 2枚目DI Oの時入力)

ＣＦ１０ＣＦ １１

ＲＳ２３２Ｃ

ＨＡＮＤＬＥ

RS-232C入出力

手動パルス発生器入力

ＲＩ Ｏ１Ｂ リ モ ート Ｉ ／Ｏユニ ッ ト

ＭＪ ２

ＭＪ ３

リ モ ート Ｉ ／Ｏユニ ッ ト

 
 
［功能说明］ 

HR378 卡在基本 I/O 单元上 DO 输出为 200mA/点。另外，HR377 使用 MELDAS 标准的扁平电缆型的 DI/DO 插头，

HR378 通过使用半间距型的 DI/DO 插头，每 4 点（部分为每 1 点）对 DO 输出进行分离控制。并通过 F010、F050 电缆与

控制单元的 CF10、CF11 插头连接使用。 
另外，手动脉冲发生器可以使用 DC5V 电源型与 DC12V 电源型。从 RI/O1A/B 插头，通过 SH41 或 R211 电缆进行远

程 I/O 通信连接，可以连接 2 张以上的 FCU6－HR378 卡。 
功能 规格 补充 

远程 I/O 通信 占有 2 站 通过旋转开关 CS1，CS2 设定 
远程 I/O 通信接口 2 个 RI/OA/B 插头、RI/O2 插头 
机械输入接口 绝缘型：64 点 MJ2 插头 
机械输出接口 绝缘型：64 点 MJ3 插头 
跳跃信号输入接口 绝缘型：8 点 跳跃插头 
伺服驱动单元接口 2 个 SV1、SV2 插头、MCLinkA 通信 
同期进给编码器接口 1 个 ENC1 插头 
RS－232C 接口 1 个 

有端口 1、端口 2 的 2 个通道 
RS232C 插头、端口 1 为服务人员维护用 

手动脉冲发生器接口 最多可以连接 3 个 HANDLE 插头 
输入电压/电流 DC24V±5%、13AMAX 

DC5V±5%：1AMAX 
最大电流为机械输入输出信号全部开启使用时的电流值。
DC5V 在本卡与远程 I/O 通信的系统连接时供给电源。 

伺服驱动单元 

伺服驱动单元 

同期进给编码器输入 

SKIP 信号输入 

远程 I/O 单元 

远程 I/O 单元 

远程 I/O 单元 

DC5V 输入 
使用第 2 张 DIO 时输入 

RS-232C 输入输出 

手动脉冲发生器输入 

通信控制器

连接控制部分 

机械输出 

64 点 

DC24V 输入 

驱动程序

接收器 

SKIP：8 点

机械输入 

64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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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头配置图］ 

 
 

 
 

 

 

［设定说明］ 

CS1：远程 I/O 第 1 系统第 0 站的旋转设定开关（标准设定为 0） 

CS2：远程 I/O 第 1 系统第 1 站的旋转设定开关（标准设定为 1） 

 

＜设定方法＞ 

0～7：对应远程 I/O 编号 0～7 

（注）≥8：不可设定 

 

※请在 0～7 的范围内，对同一系统中的连接的远程 I/O 单元设定不同的编号。单系统中的最大站数为 8 站。  

 

所用熔丝名称： LM10 
厂家        ：大东通信 
额定        ：1A 

仰视图 

侧面图 

外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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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D 说明］ 

 
 

状态 
名称 功能 颜

色 正常时 异常时
异常时的应对 

24IN 确认 DC24V 输入 绿 灯亮 灯灭 确认 DC24V 电压 LED1 
(2 色发光) RI/O1 显示旋转开关“CS1”设定站的通信异常 红 灯灭 灯亮 确认各远程 I/O单元的旋转开关

的站点编号 
5OUT 确认内部输出电压 绿 灯亮 灯灭 联系本公司系统部门 LED2 

(2 色发光) RI/O2 显示旋转开关“CS2”设定站点的通信异常 红 灯灭 灯亮 确认各远程 I/O单元的旋转开关
的站点编号 

L－F1 向 Y00～03 熔丝 F1 通电 绿 灯亮 灯灭 确认 CO0003 的电压 
L－F2 向 Y04～07 熔丝 F2 通电 绿 灯亮 灯灭 确认 CO0407 的电压 
L－F3 向 Y08～0B 熔丝 F3 通电 绿 灯亮 灯灭 确认 CO080B 的电压 
L－F4 向 Y0C～0F 熔丝 F4 通电 绿 灯亮 灯灭 确认 CO0C0F 的电压 
L－F5 向 Y10～13 熔丝 F5 通电 绿 灯亮 灯灭 确认 CO1013 的电压 
L－F6 向 Y14～17 熔丝 F6 通电 绿 灯亮 灯灭 确认 CO1417 的电压 
L－F7 向 Y18～1B 熔丝 F7 通电 绿 灯亮 灯灭 确认 CO181B 的电压 
L－F8 向 Y1C～1F 熔丝 F8 通电 绿 灯亮 灯灭 确认 CO1C1F 的电压 
L－F9 向 Y20～23 熔丝 F9 通电 绿 灯亮 灯灭 确认 CO2023 的电压 
L－F10 向 Y24～27 熔丝 F10 通电 绿 灯亮 灯灭 确认 CO2427 的电压 
L－F11 向 Y28～2B 熔丝 F11 通电 绿 灯亮 灯灭 确认 CO282B 的电压 
L－F12 向 Y2C～2F 熔丝 F12 通电 绿 灯亮 灯灭 确认 CO2C2F 的电压 
L－F13 向 Y3C～3F 熔丝 F13 通电 绿 灯亮 灯灭 确认 CO3C3F 的电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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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存储卡 HR4□□ 

Ｒ

MEMORY
CASETTE

Ver.*
FCU6-HR4**

SER.9801001

 
 

 

［功能说明］ 

存储卡 HR4□□为维护、功能扩展等时使用的磁带型存储卡。 

根据功能，分为 SRAM 卡、FROM 卡。可以订购的产品请向本公司营业所咨询。 

 

CBUS#1 为功能扩展用、CBUS#2 为维护用。 

HR410  维护用 

HR411  维护用 

HR412  维护用 

HR415  APLC 用存储卡及维护用 

HR437  APLC 用/程序容量扩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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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HR513 卡 

［模块图］ 

 

拡張ｺﾈｸﾀｰ
RTBUS#2

DPRAM

通信ｺﾝﾄﾛ ﾗーｰ

ｺﾝﾄﾛｰﾙ

Ｈ Ｒ ５ １ ３

CF51A

CF51B

MELSEC ABUSｺﾈｸﾀｰ
MELSEC基本ﾍ゙ ｰｽ部分へ

次の MELSEC
ﾊ゙ ｽ結合ﾕﾆｯﾄへ

 
 

 

 

 

［功能说明］ 

指 HR513 卡选配安装于 RTBUS 中，作为与 MELSEC 进行总线连接的接口的功能。 

将 NC 控制单元识别为 MELSEC 增设基板部分上的插槽 0 中安装的特殊单元 32 点。 

（增设段数通过连接的 MELSEC 种类及电缆总长等进行控制。) 

 

通信控制器 

扩展插头 

MELSEC ABUS 插头 
连接 MELSEC 基板部分 

接到下一个 MELSEC 总线

连接单元 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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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头配置图］ 

 

CS

RTBUS

WD
ER

CF51A CF51B
AL

M
RU

N

 
 

［设定说明］ 

CS：单元编号设定用旋转开关 

 

＜设定方法＞ 

旋转开关：CS 的设定 
设定位置 功能说明 补充 

0 未使用  
1～7 对应单元 1～7（向顺序控制器的复位信号有效）  

8 未使用  
≥9 ※对应单元 1～7（向顺序控制器的复位信号无效）  

※在 M60/60S 系列的控制单元端无法启动时，将向顺序控制器的复位信号设定为无效，用于防止顺序控制器进入复位状

态时。 

 

［LED 说明］ 
状态 

名称 功能 颜

色 正常时 异常时 
异常时的应对 

WDER 显示系统异常 红 灯灭 灯亮 
ALM 显示系统异常 红 灯灭 灯亮 
RUN 确认 S/W 动作 绿 闪烁 灯亮或灯灭

联系本公司服务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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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HR531/534 卡 

［模块图］ 

 

通信ｺﾝﾄﾛｰﾙ回路

RS422
ﾄﾗﾝｼ ﾊー゙ ｰ AUX1

RS422
ﾄﾗﾝｼｰﾊ゙ ｰ AUX2

Et hernetｺﾝﾄﾛ ﾙー回路

10BASE-5
ｾﾚｸﾀｰ

BUSｺﾈｸﾀｰ

10BASE-T

 
 

 

 

［功能说明］ 

HR53□卡配置了 M60 系列的通讯终端接口、I/O Link 接口与 Ethernet 的 10BASE－5、10BASE－T 接口。I/O Link 的主

站/从站及子站编号的设定通过旋转开关进行。 

BASE－5/T 的切换通过滑动开关进行。 

仅在 M64 中使用。 

卡名称的功能类別如下所示。 

 

 功能 
卡名称 AUX1 AUX2 Ethernet 

HR531 
A/B/C 

I/O 接口 
（连接操作面板时使用) 

I/O 接口 
（I/O Link 中使用） 

(切换 MASTER/SLAVE) 
终端电阻 ON/OFF 开关(仅限 C）

无 

HR534 
A/B/C 

I/O 接口 
(连接操作面板时使用) 

I/O 接口 
(切换 MASTER/SLAVE) 

终端电阻 ON/OFF 开关(仅限 C）

10BASE-5/10BASE-T 

 

 

通信控制回路 

Ethernet 通信控制回路

BUS 插头 

收发器 

收发器 

选择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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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头配置图］ 

 

·HR531 卡 

 

I SP
NCNO

TEST

汎用S/Wﾎ゚ ﾄー用ｺﾈｸﾀｰ
　 （ 未使用）

AUX1

I /Oｲﾝﾀﾌｪ ｽー( 1CH)用ｺﾈｸﾀｰ

RTBUS

ﾏｻ゙ ﾎー゙ ﾄーﾞ ｲﾝﾀﾌｪ ｽー用ｺﾈｸﾀｰ
LN

K

TX
2

RX
1

RX
2

TX
1

PLD書き 込み用ｺﾈｸﾀｰ

AUX2

I /Oﾘﾝｸ局番設定用

I /Oｲﾝﾀﾌｪ ｽー( 2CH)用ｺﾈｸﾀｰ

Ａ ， Ｂ カ ード

AUX1

AUX2

試験設備用
ｺﾈｸﾀ 　ー 未使用

終端抵抗ON/OFF
ｽｲｯﾁ

I SP

NCNO

RTBUS

LN
K

TX
2

RX
1

RX
2

TX
1

LN
K

SW2TEST1

Ｃ カ ード

 
 

PLD 写入用插头 I/O 接口（2CH）用插头

I/O 链接站点编号设定用 A,B 卡 

I/O 接口（1CH）用插头 

主板接口用插头 

通用开关端口用插头 
    （未使用） 

试验设备用 
插头 （未使用）

终端电阻 ON/OFF
开关 

C 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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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头配置图］ 

 

·HR534 卡 

 

I SP

NCNO

AUX1
RTBUS

LN
K

TX
2

RX
1

RX
2

TX
1

LN
K

SW2TEST1
BASE5

SW1

BASET

試験設備用
ｺﾈｸﾀ 　ー 未使用

終端抵抗ON/OFF
ｽｲｯﾁ

AUX2

Ｃ カ ード

I SP
NCNO

TEST

汎用S/Wﾎ゚ ﾄー用ｺﾈｸﾀｰ
　 （ 未使用）

AUX1

I /Oｲﾝﾀﾌｪ ｽー( 1CH)用ｺﾈｸﾀｰ

RTBUS

ﾏｻ゙ ﾎー゙ ﾄーﾞ ｲﾝﾀﾌｪ ｽー用ｺﾈｸﾀｰ
TR

A

TX
2

RX
1

RX
2

TX
1

PLD書き込み用ｺﾈｸﾀｰ

AUX2

I /Oﾘﾝｸ局番設定用

I /Oｲﾝﾀﾌｪ ｽー( 2CH)用ｺﾈｸﾀｰ

LN
K

RE
C

BASE5
BASET

SW1

BASE-5/T切換ｽｲｯﾁ
Aｶ ﾄーﾞ 左側: BASET

Bｶ ﾄーﾞ 左側: BASE5
右側: BASE5

右側: BASET

ETHERNET
( BASE-5)用ｺﾈｸﾀｰ ETHERNET

( BASE-T)用ｺﾈｸﾀｰ

Ａ ， Ｂ カ ード

BASE-5/T切換ｽｲｯﾁ
Cｶ ﾄーﾞ 左側: BASE5

右側: BASET

 
 

A,B 卡 
PLD 写入用插头 I/O 接口（2CH）用插头

I/O 链接站点编号设定用 

I/O 接口（1CH）用插头

主板接口用插头 

通用开关端口用插头 
    （未使用） 

试验设备用 
插头 （未使用）

终端电阻 ON/OFF 
开关 

用插头 
用插头 

切换开关 
A 卡：左侧 

       右侧

B 卡：左侧 
       右侧 

C 卡 

切换开关 
C 卡：左侧 

       右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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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D 说明] 
状态 

名称 功能 颜

色 正常时 异常时 
异常时的应对 

TX1 显示 AUX1 传输状态 绿 闪烁 灯亮或灯灭 联络本公司服务部门 

RX1 显示 AUX1 接收状态 绿 闪烁 灯亮或灯灭 通信电缆的连接确认 

TX2 
显示 AUX2 传输状态 
(仅在 I/O 连接功能使用时) 

绿 闪烁 灯亮或灯灭 旋转开关的站点编号确认 

RX2 
显示 AUX2 接收状态 
(仅在使用 I/O Link 功能时) 

绿 闪烁 灯亮或灯灭
旋转开关的站点编号确认 
通信电缆的连接确认 

LNK※ 显示 Ethernet 的连接状态 绿 灯亮 灯灭 
Ethernet 电缆的连接确认 
网络设定的确认 

 

 

[设定说明] 

旋转开关：NCNO 的设定 
设定位置 功能说明 补充 

0 连接多台控制单元时的主站 ※ 为 I/O Link 的主站。 
1 通常使用/连接多台控制单元时的第 1 站 从“1”开始的设定为 I/O Link 的从站。 
2 通常使用/连接多台控制单元时的第 2 站  
·  · 可连接的台数及使用方法请参考使用说明書。 
·  ·  
F 通常使用/连接多台控制单元时的第 15 站  

※A 卡中通常使用/连接多台控制单元时的第 0 站 

 

滑动开关：SW1 的设定 
设定位置 功能说明 补充 
BASE5 选择 Ethernet 10BASE－5 接口  
BASET 选择 Ethernet 10BASE－TX 接口  

 
滑动开关：SW2 的设定 

设定位置 功能说明 补充 
ON 连接终端电阻(150Ω） 
OFF 未连接终端电阻(150Ω） 

I/O Link 终端电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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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HR571 卡 

［模块图］ 

TS1

2ポート
RAM
( 8kB)

SRAM
( 32kB)RT-BUS

CPU

 
［功能说明］ 

作为顺序控制器的连接接口之一，在 M-NET 接口中使用。 

TS1 M-NET（RS422 多点） 

（注）无法使用 HR571 中的 ISP 插头及 TEST 插头。 

［插头配置图］ 

TEST

RTBUS

SW1 SW2
I SP RUN

RD
SD

ALM TS1

 
［设定说明］ 

设    定 说        明 
SW1
（R-TERMINAL） 终端电阻  （下端：终端电阻 ON） 

SW2 旋转开关 （通常为 0，请参考操作说明书） 
 
［LED 说明］ 

状态 
名称 功能 颜

色 正常时 异常时 
异常时的应对 

RUN 确认 S/W 动作 绿 闪烁 灯亮或灯灭 联系本公司服务部门 

RD 确认接收状态 绿 灯亮 灯灭 
确认通信电缆的连接 
确认旋转开关的设定 

SD 确认传输状态 绿 灯亮 灯灭 确认旋转开关的设定 
ALM 显示通信异常 红 灯灭 灯亮 联系本公司服务部门 

2 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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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HR591 卡 

［模块图］ 

 
AUX-I N AUX AUX-OUT

 
 

［功能说明］ 

HR591 卡为在连接使用 3 台以上控制单元（I/O Link）时的中转用分线。 

连接方法请参考连接说明书 I-22“4.2.7 I/O Link 的连接”。 

 

AUX－IN   连接主站方向的电缆。 

AUX     连接中间站的控制单元。 

AUX－OUT  连接最终站方向的电缆。 

 

（因为 AUX－IN，AUX，AUX－OUT 为 1 对 1 连接，强电柜内的配线中，电缆可换插） 

 

 

 

 

［插头配置图］ 

 

AUXAUX-I N AUX-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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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HR831 卡 

［模块图］ 

I Cｶ ﾄーﾞ 　 ﾎﾙﾀﾞ ｰ

EXTPCI 1
ｺﾈｸﾀｰ

ATAﾀｲﾌﾟ
I Cｶ ﾄーﾞ
ｺﾝﾄﾛｰﾙ回路

EXTPCI 2
ｺﾈｸﾀｰ

 
 

［功能说明］ 

HR831 卡配置由 M60/60S 系列的高速程序服务器功能用 IC 卡接口。 

可使用与 Ethernet 接口的 HR832 相配套的高速程序服务器单元（FCU6－EP203－1）。可使用的 IC 卡为 SANDISK

公司生产的 ATA 型的 FLASH ROM 型 IC 卡。 

FLASH ROM 的容量无硬件限制，但可能存在软件限制，具体内容请参考使用说明书（BNP－B2210）。 

 

［插头配置图］ 
 

 
 

［设定说明］ 

HR831 卡无需调整·设定。 

 

标记面

底面图

IC 卡架 
ATA 型 
IC 卡 
控制回路 

插头 

插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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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 HR832 卡 

［模块图］ 

 

EXTPCI 2
ｺﾈｸﾀｰ

10Base-T
100Base-T
Ethernet
ｺﾝﾄﾛ ﾙー回路

RJ 45
ｺﾈｸﾀｰ

Work用
SRAM

 
 

［功能说明］ 

HR832 卡配置有 M60/60S 系列的高速程序服务器功能用 Ethernet 接口。 

可使用与 IC 卡接口的 HR831 相配套的高速程序顺服务器单元（FCU6－EP203－1）。 

可使用的接口可自动识别 10BASE－T 与 100BASE－TX。 

 

 

 

 

［插头配置图］ 

 

 
 

FG 端子 

控制回路 

插头
插头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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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定说明］ 

 

HR832 卡无需调整·设定。 

 

 

 

［LED 说明］ 
状态 

名称 功能 颜

色 正常时 异常时 
异常时的应对 

TX 显示 Ethernet 的传输状态 绿 灯亮 灯灭 TX 
RX 显示 Ethernet 的接收状态 绿 灯亮 灯灭 RX 

FDPOL 显示极性 绿 灯灭 灯亮 FDPOL 
LINK 显示 Ethernet 的连接 绿 灯亮 灯灭 LINK 
COL 显示 Ethernet 的冲突 红 灯灭 灯亮 COL 

SPEED 显示通信速度 绿

灯亮：
100MBPS
灯灭：

10MBPS

－ SPE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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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 QY231 卡 

［模块图］ 

 

機械入力
48点

機械出力
48点

ﾘﾓー ﾄ通信

DC24V入力

CSH41
A

B

通信

ﾄﾞ ﾗｲﾊ゙ ｰ
ﾚｼ ﾊー゙ ｰ

通信ｺﾝﾄﾛ ﾗーｰ

CMD81
DI

ﾌｫﾄｶﾌﾟ ﾗ

DO

出力ﾄﾞ ﾗｲﾊ゙ ｰ

CMD82

CFD83

J 4
DC/DC

24V → 5V

DI

ﾌｫﾄｶﾌﾟ ﾗ

DO

出力ﾄﾞ ﾗｲﾊ゙ ｰ

機械入力
16点

通信ｺﾝﾄﾛ ﾗーｰ

 
 

QY231 为机械操作面板的输入输出卡。与可机械输入输出的基本 I/O 单元的 RI/O1 插头或通信终端的 RI/O5 插头相连接。 

可对应的机械控制信号 占有站数 
数字输入信号（DI）：64 点（光耦合器绝缘）漏极/源极共用型 
数字输出信号（DO）：48 点（非绝缘）源极型 

2 

 
功能 规格 补充 

远程 I/O 通信 占有 2 站 通过旋转开关 CS1，设定连续的 2 站 
远程 I/O 通信接口 1 个 CSH41A/B 插头 
机械输入接口 绝缘型：64 点 CMD81/82 插头 
机械输出接口 非绝缘型：48 点 CFD83 插头、60MA 输出 

输入电压/电流 DC24V±5%、3.8AMAX 
J4 插头 
最大电流为在机械输入输出信号全部开启使用时的电流。

 

远程通信 

机械输入

48 点 

通信 
 
驱动程序 
接收器 

通信控制器

DI 
 
光耦合器

机械输出

48 点 

DO 
 
输出驱动

程序 
 

通信控制器

输出驱动

程序

 

机械输入

16 点 

DC24V 输入 

DI 
 
光耦合器



1. 模块的功能说明 

1.17 QY231 卡 
 

II-31 

[插头配置图] 

0 8

CS1

SO
UR

CE
SI

NK

CS
H4

1A

CS
H4

1B

J 4

CMD81

CFD83

CMD82

S2 S3 S4S1

( SW1)

未実装

△↑↑

PO
WE

R
AL

M
LE

D1

 
 

［设定说明］ 

1）旋转开关 

   CS1：远程 I/O 站点编号旋转设定开关 

   0～7：对应 RI/O 编号 0～7 

   （注）≥8：不可设定 

 

   ※通过将 CS1 设定为偶数（0，2，4，6）站，QY231 连续自动设定 2 站。 

    请在 0，2，4，6 的范围中，设定与远程 I/O 单元不同的站点编号。远程 I/O 

    通信中可以连接的最大站数为 8 站。 

 

2）机械输入（DI）的漏极/源极型切换开关 

  设定机械输入（DI）的漏极型与源极型的切换。 

S1,S2 S3,S4 功能 
ON OFF 选择源极输入 
OFF ON 选择漏极输入 

 

［LED 说明］ 
状态 

名称 功能 颜

色 正常时 异常时 
异常时的应对 

POWER 确认内部输出电压 绿 灯亮 灯灭 
确认 DC24V 电压 
联系本公司服务部门 

ALM 显示旋转开关“CS1”设定站点

的通信异常 红 灯灭 灯亮 确认各远程 I/O 单元的旋转开

关的站点编号 
 

2 色发光(2 个) 

未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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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 QY287 卡 

［模块图］ 

CBC14

HD/VD
DCLK

VI DEO

DTMG
B ON/OFF

R
G
B

HD/VD
DCLK
DTMG

CBP18
( DC24VI N)

DC/DC
24V→5V
24V→12V

DC/AC

LCD

VI DEO→RGB
信号変換

CF02

LCD信号出力

ﾊ゙ ｯｸﾗｲﾄ電源
ﾊ゙ ｯｸﾗｲﾄON/OFF

 
［功能说明］ 

QY287 使用于 10．4 型彩色 LCD 显示器中。使从 RX212 卡中输出的数字信号转换为 LCD 信号。QY287 无须设定。 

 

[插头配置图] 
 

･･
･･

･

TEFG

CBP18

CF02

F1 ﾋｭ ｽー゙ 　 3. 2A
大東通信製　 HM32
ﾊﾝﾀﾞ 付けﾀｲﾌﾟ
(交換不可)

LCD

CBC14

LED1

LED3
LED2

(12V)

( 5V)
( LCD)

 
[LED 说明] 

状态 
名称 功能 颜

色 正常时 异常时 
异常时的应对 

12V 确认变频器用输出电压 绿 灯亮 灯灭 
LCD 确认 LCD 用电源电压 绿 灯亮 灯灭 

联系本公司服务部门 
 

5V 确认内部输出电压 绿 灯亮 灯灭 
确认 DC24V 电压 

联系本公司服务部门 

熔丝   3.2A 
大东通信出品 HM32 
焊接型 
（不可更换） 

背照电源 
背照灯 ON/OFF 

LCD 信号输出 
信号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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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 RX211/RX212 卡 

［模块图］ 

CPU

RS422

RS422

V-RAM

V-RAM

通信ｺﾝﾄﾛ ﾙー回路

DPC

EPROM CRTC

HD/VD
DCLK

VI DEONC接続

R-I O

LCD
VI DEO

KEY

EXT-BUS

AVR

DC 24V I N

DC 5V OUT

通信ｺﾝﾄﾛ ﾙー回路

( CR01)

(CR02)

( CR05)

( CR03)

( CR04)

( CR06)
 

 

［功能说明］ 

RX211 为 M60/60S 系列的 9 型单色 CRT 显示器用控制卡。 

在 FCUA－CT100/CT120 中使用。 

RX212 为 M60/60S 系列的 10．4 型彩色 LCD 显示器用控制卡。 

在 FCU6－DUN33 中使用。 

RX211 与 RX212 的字体格式不同，但硬件相同。 

 
功能 规格 补充 

控制单元接口 1 个 
CR02 插头 
MC Link A 通信 

远程 I/O 通信接口 1 个 CR05 插头 

键盘接口 1 个 
CR03 插头 
KB20/30、KB21/31 专用 

LCD 信号输出接口 1 个 
CNZ22 插头 
输出 10．4 型单色 LCD 信号 

背照电源接口 1 个 CNZ22A 插头 
对比度调整接口 1 个 CNZ23 插头 
输入电压 DC24V±5% CR01 插头 

 

通信控制回路 
 

通信控制回路 
 

NC 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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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头配置图] 

 
［设定说明］ 

CS1：加工中心系/车床系键盘切换用旋转开关。 

    加工中心系键盘 KB20：“0” 

    车床系键盘 KB30  ：“1” 

 

[LED 说明] 
状态 

名称 功能 颜
色 正常时 异常时 

异常时的应对 

MON 确认 S/W 动作 绿 闪烁 灯亮或灯灭
确认 DC24V 电压 
联系本公司系统部门 

WDER 显示系统异常 红 闪烁 灯亮或灯灭

FAIL 显示控制回路初始化异常 红 灯灭 灯亮 
SD 向 NC 控制单元传输 绿 闪烁※ 灯亮或灯灭

连续本公司服务部门 

RD 从 NC 控制单元接收 绿 闪烁※ 灯亮或灯灭 确认通信电缆的连接 
RSD 向 RI/O 单元传输 绿 闪烁※ 灯亮或灯灭 联系本公司服务部门 

RRD 从 RI/O 单元接收 绿 闪烁※ 灯亮或灯灭
确认各远程 I/O 单元的旋转开
关的站点编号 

※可见到灯微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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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 RX213 卡 

［模块图］ 

 

CPU

EPROM

V-RAM

V-RAM

RS422

RS422

通信ｺﾝﾄﾛ ﾙー回路

DPC

CRTC

LVI CHD/VD
DCLK

VI DEO

FLM
CP/LP

DU/DL

NC

R-I O

LCD
VI DEO

KEY

EXT-BUS

AVR

DC 24V I N

DC 5V OUT

LCD-RAM

通信ｺﾝﾄﾛ ﾙー回路

 
 

 

［功能说明］ 

RX213 为 7.2 型单色 LCD 显示器用控制卡。 

在 FCUA－LD10/LD100 中使用。 

 
功能 规格 补充 

控制单元接口 1 个 
CR02 插头 
MC Link A 通信 

远程 I/O 通信接口 1 个 CR05 插头 

键盘接口 1 个 
CR03 插头 
KB20/30、KB21/31 专用 

LCD 信号输出接口 1 个 
CNZ24 插头 
7.2 型单色 LCD 信号输出 

背照电源接口 1 个 CNZ22A 插头 
对比度调整接口 1 个 CNZ23 插头 
输入电压 DC24V±5% CR01 插头 

 

通信控制回路 
 

通信控制回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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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头配置图] 

 
［设定说明］ 

SW1：加工中心系/车床系键盘切换用旋转开关。 

    加工中心系键盘 KB20：“0” 

    车床系键盘 KB30  ：“1” 

 

[LED 说明] 

状态 
名称 功能 颜

色 正常时 异常时 
异常时的应对 

MON 确认 S/W 动作 绿 闪烁 灯亮或灯灭
确认 DC24V 电压 
联系本公司服务部门 

WDER 显示系统异常 红 闪烁 灯亮或灯灭

FAIL 显示控制回路的初始化异常 红 灯灭 灯亮 
SD 向 NC 控制单元传输 绿 闪烁※ 灯亮或灯灭

联系本公司服务部门 

RD 从 NC 控制单元接收 绿 闪烁※ 灯亮或灯灭 确认通信电缆的连接 
RSD 向 RI/O 单元传输 绿 闪烁※ 灯亮或灯灭 联系本公司服务部门 

RRD 从 RI/O 单元接收 绿 闪烁※ 灯亮或灯灭
确认各远程 I/O 单元的旋转开

关站点编号 

※可以见到灯微亮。 

（未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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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RX215 卡 

［模块图］ 

 

CPU

RS422

RS422

V-RAM

V-RAM

通信ｺﾝﾄﾛ ﾙー回路

DPC

EPROM CRTC

LVI CHD/VD
DCLK

VI DEO

FLM
CP/LP

DU/DL

NC

R-I O

LCD
VI DEO

KEY

EXT-BUS

AVR

DC 24V I N

DC 5V OUT

LCD-RAM

通信ｺﾝﾄﾛ ﾙー回路

 
 

 

［功能说明］ 

RX215 为 10.4 型单色 LCD 显示器用控制卡。 

在 FCU6－DUT32 中使用。 

功能 规格 补充 

控制单元接口 1 个 
CR02 插头 
MC Link A 通信 

远程 I/O 通信接口 1 个 CR05 插头 

键盘接口 1 个 
CR03 插头 
KB20/30、KB21/31 专用 

LCD 信号输出接口 1 个 
CNZ24 插头 
10.4 型单色 LCD 信号输出 

背照电源接口 1 个 CNZ22A 插头 
对比度调整接口 1 个 CNZ23 插头 
输入电压 DC24V±5% CR01 插头 

 

通信控制回路 

通信控制回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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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头配置图] 

 

［设定说明］ 

  SW1：加工中心系/车床系键盘切换用旋转开关。 

      加工中心系键盘 KB20：“0” 

      车床系键盘 KB30  ：“1” 

 

[LED 说明] 
状态 

名称 功能 颜

色 正常时 异常时 
异常时的应对 

MON 确认 S/W 动作 绿 闪烁 灯亮或灯灭
确认 DC24V 电压 
联系本公司服务部门 

WDER 显示系统异常 红 闪烁 灯亮或灯灭

FAIL 显示控制回路的初始化异常 红 灯灭 灯亮 
SD 向 NC 控制单元传输 绿 闪烁※ 灯亮或灯灭

联系本公司服务部门 

RD 从 NC 控制单元接收 绿 闪烁※ 灯亮或灯灭 确认通信电缆的连接 
RSD 向 RI/O 单元传输 绿 闪烁※ 灯亮或灯灭 联系本公司服务部门 

RRD 从 RI/O 单元接收 绿 闪烁※ 灯亮或灯灭
确认各远程 I/O 单元的旋转

开关站点编号 
※可以见到灯微亮。 

（未安装） 

（未安装）



1. 模块的功能说明 

1.22 HR213 卡 
 

II-39 

1.22 HR213 卡 

[模块图] 

 

C
R
0
1

24V

→5V/3.3V

24V
→12V

DC5V
(NCキーボード、メモリカセット)
DC3.3V
(CPU、CPU周辺/通信コントローラ、メモリ)

DC12V
(バックライトインバータ電源)

DC24V IN

I
N
VDC12V

バックライト
インバータ
電源へ

SDRAM
(16MB)DRAM

C
B
U
S

グラフィック
コントローラー L

C
D

ビデオメモリ

CPU

C
R
0
2

FLROM

C
R
0
5

N
C
K
B

CPU周辺/IO通信
コントローラー

メ
モ

リ
カ

セ
ッ

ト
(
保

守
用

)

LCDパネルへ

NCユニットへ

リモートI/Oユニットへ

NCキーボードへ

 
 

[[功能说明] 

HR213 为 8.4 型彩色 TFT 显示器用的控制卡。 

在 FCU6-DUN22 中使用。 

功能 规格 补充 

NC 控制单元接口 1 个 
CR02 插头 
MC Link A 通信 

远程 I/O 通信接口 1 个 CR05 插头 

键盘接口 1 个 
NCKB 插头 
FCU6-KB022 专用 

LCD 信号输出接口 1 个 
LCD 插头 
8.4 型彩色 TFT 信号输出 

背照电源接口 1 个 INV 插头 
输入电压 DC24V±5% CR01 插头 

存储卡接口 1 个 
CBUS 插头 
维护用 

 

连接 NC 单元 

连接远程 I/O 单元 CPU 辅助 I/O 
通信控制器 

连接 NC 键盘 

连接 LCD 面板 

图像控制器 

存
储
卡

 
（
维
护
用
）

 

录像存储 

连接背照灯

变频器电源

（NC 键盘、存储卡） 

（CPU、CPU 辅助/通信控制器、存储）

（背照灯变频器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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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头配置图] 

1
3

C
R
0
1

1

A B

1
3

N
C
K
B

1A

1B

10A

10B

CR02
13

CR05

1
4
0

A B

C
B
U
S

131
LCD

15

INV

RD SD

NCSYS KBSEL
RWDG

DCIN

5VON

3V0N

12V0N INVPON

LCDPON

DSPOF

 
 

[设定说明] 

KBSEL：连接键盘的种类指定用开关。(M 系(加工中心系 )：0) 

加工中心系键盘 FCU6-KB022：“0” 

NCSYS：内部设定用开关。(禁止使用) 

 

[LED 说明] 

状态 
名称 功能 

颜

色 正常时 异常时 
异常时的应对 

DCIN 确认 DC24V 输入 绿 灯亮 灯灭 
确认 DC24V 外部电源电压 
确认熔丝烧断 

5VON 确认内部 DC5V 输出 绿 灯亮 灯灭 
3VON 确认内部 DC3.3V 输出 绿 灯亮 灯灭 
12VON 确认内部 DC12V 输出 绿 灯亮 灯灭 

INVPON 确认向背照变频器电源的供电 绿 灯亮 灯灭 
LCDPON 确认向 LCD 面板的供电 绿 灯亮 灯灭 
RWDG 显示系统异常 红 灯灭 灯亮 

联系本公司服务部门 

DSPOF 调试确认用(未使用)     
SD 调试确认用(未使用)     
RD 调试确认用(未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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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RX291 卡 

［模块图］ 

 

( CR06)
EXBUS

SI O

( CR07)
RS232C

SRAM EPROM

未使用

 
 

 

［功能说明］ 

RX291 是 10.4 型彩色 LCD 显示器使用的扩展存储卡。 

在 RX212 卡上安装使用。 

 

[插头配置图] 

 

8

0

CSCR07

CR06

 
 

［设定说明］ 

CS：本公司服务部门确认用旋转开关。（标准设定为“0”。） 

 

未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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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 HR576 卡 

[模块图] 

 

RT-BUS 
2 ポート RAM 

コントローラ

2ポート 

RAM 

CC-Link 通信

コントローラ

CPU

SRAM

TE1 

 
 

[功能说明] 

HR576 卡作为局域网中的 CC-LINK 的主站/本地站点发挥功能。 

（注）HR576 中不能使用 ISP 插头。 

 

[插头配置图] 

SW1 

(X10) 

SW5

LED

ISP

TE1 FG 

RTBUS

SW2 

(X1) 

SW3 

(B-RATE) 

SW4 

(MODE)

 

CC-Link 通信

控制器 
2 端口 RAM 
控制器 

2 端口 
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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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定说明] 

 

SW1(X10), SW2(X1) : 站点编号设定开关 

SW1 : 设定单元站点编号的十位。(出厂时的设定:0) 

SW2 : 设定单元站点编号的个位。(出厂时的设定:0) 
 
远程网络模式时 

主站     ： 0 

本地站点 ： 1～64 

待机主站 ： 1～64 

(设定为 0～64 以外时，"SW"及"L ERR"LED 灯亮) 

远程 I/O 网络模式时 

主站 ：1～64(设定远程 I/O 站最终站的站点编号) 

(设定为 0 时，"PLM"LED 灯亮) 

 

SW3(B-RATE) : 传输速度设定开关 

设定单元的传输速度 (出厂时的设定:0) 
0 
1 
2 
3 
4 
5～9 

: 156KBPS 
: 625KBPS 
: 2.5MBPS 
: 5MBPS 
: 10MBPS 
: 设定错误("SW""L ERR"LED 灯亮) 

 

SW4(MODE) : 模式设定开关 

设定单元的运行状态 (出厂时的设定:0) 
  主站 本地站点 
0 
1 
2 
3 
4 
5 
6 
7～F 

: Online(远程网络模式) 
: Online(远程 I/O 网络模式) 
: Offline 
: 线路检测 1 
: 线路检测 2 
: 参数确认检测 
: 硬件检测 
: 不可使用 

可 
可 
可 
可 
可 
可 
可 
 

可 
不可 
可 
不可 
不可 
不可 
可 

 

SW5 : 条件设定开关 

设定操作条件 (出厂时的设定:全部 OFF) 
SW5-1 
 
SW5-2 
SW5-3 
SW5-4 
 
SW5-5·6 
 
 
 
 
SW5-7 
SW5-8 

站点型 
 
不可使用 
不可使用 
数据 Link 异常站点的输入数据状态 
 
占有站点数 
 
 
 
 
不可使用 
不可使用 

OFF : 主站/本地站点 
ON  : 待机主站 
常时 OFF 
常时 OFF 
OFF : 清零 
ON  : 保持 
SW5 SW6 
OFF OFF ： 1 站 
OFF ON ： 2 站 
ON ON ： 3 站 
ON OFF ： 4 站 
常时 OFF 
常时 O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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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D 说明] 

L1
L2
L3
L4
L5
L6
L7
L8

R1
R2
R3
R4
R5
R6
R7
R8 1

2
3

4
5

6
7

8
 LED SW5

 
 

LED 显示状态 

主站 

(待机主站) 
本地站点 

(待机主站) 

LED 名称 内容 

正常时 异常时 正常时 异常时 

L1 RUN 灯亮：单元正常时 

灯灭：看门狗计时器错误时 
灯亮 灯灭 灯亮 灯灭 

L2 ERR. 显示与参数中设定站点的通信状态 

灯亮：全部站点通信异常 

灯灭：操作通信异常的站点 

灯灭 灯亮/闪烁 灯灭 灯亮/闪烁

L3 MST 灯亮：设定为主站 灯亮 - 灯灭 - 

L4 S MST 灯亮：设定为待机主站 灯亮 - 灯亮 - 

L5 LOCAL 灯亮：设定为本地站点 灯灭 - 灯亮 - 

L6 CPU R/W 灯亮：与 NC CPU 通信中（FROM/TO） 灯亮 灯灭 灯亮 灯灭 

L7 L RUN 灯亮：数据 Link 进行中（内部站点） 灯亮 灯灭 灯亮 灯灭 

L8 L ERR. 灯亮：通信错误（内部站点） 

灯灭：电源 ON 中更改了开关类型的设定 
灯灭 灯亮/闪烁 灯灭 灯亮/闪烁

R1 SW 灯亮：开关类型的设定异常 灯灭 灯亮 灯灭 灯亮 

R2 M/S 灯亮：同一线路上已经存在主站 灯灭 灯亮 - - 

R3 PRM 灯亮：参数内容异常 灯灭 灯亮 - - 

R4 TIME 灯亮：数据 Link 监视计时器起动(全部站点异常) 灯灭 灯亮 - - 

R5 

E 

R 

R 

O 

R 
LINE 灯亮：电缆断线 

或者传输路线受到干扰等的影响 
灯灭 灯亮 灯灭 灯亮 

R6   - - - - 

R7 SD 灯亮：数据传输中 灯亮 灯灭 灯亮 灯灭 

R8 RD 灯亮：数据接收中 灯亮 灯灭 灯亮 灯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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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故障诊断 

2.1 单元 LED 一览 

（1）NC 控制单元 

WD
ER

NC
LED

NC
SYS

NC
RST

CF11 CF10

ENC2

DCIN
DCOUT
PSEMG

BATALM

OPEN

CBUS1 CBUS2

 
 

 

［LED 功能说明］ 
状态 

名称 功能 颜

色 正常时 异常时 
异常时的应对 

DCIN DC24V 输入确认 绿 灯亮 灯灭 确认 DC24V 电压 
DCOUT 内部输出电压的确认 绿 灯亮 灯灭 更换电源或控制单元 
PSEMG 外部紧急停止状态显示 红 灯灭 灯亮 确认紧急停止理由 
BATALM 电池电压过低（警告） 红 灯灭 灯亮 更换电池 

NCLD1 
系统状态显示 
(7 段 S/W 状态) 

－ － － 

WDER 系统异常显示 红 灯灭 灯亮 
联系本公司服务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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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基本 I/O 单元 

CF
31

CF
32

CF
33

CF
34

SK
IP

EN
C1

CF
10

SV
2

SV
1

CS2 CS1

RI O1
CR31

DCI N

24I N
RAL1
5OUT
RAL2

RI O2

ベ ー ス Ｉ ／Ｏ ユ ニ ッ ト

 
 

 

［LED 功能说明］ 
状态 

名称 功能 颜

色 正常时 异常时
异常时的应对 

24IN DC24V 输入确认 绿 灯亮 灯灭 确认 DC24V 电压 
LED1 

(2 色发光) RI/O1 显示旋转开关“CS1”设定站点的通信

异常 红 灯灭 灯亮
确认各远程 I/O单元的旋转开关

5OUT 内部输出电压确认 绿 灯亮 灯灭 联系本公司服务部门 
LED2 

(2 色发光) RI/O2 显示旋转开关“CS2”设定站点的通信

异常 红 灯灭 灯亮
确认各远程 I/O单元的旋转开关

 

 

基本 I/O 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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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故障处理 

2.2.1 发生故障时的状况确认 

请确认“何时发生”“进行什么操作后发生”“发生什么故障”。 

（1）何时发生 

故障发生的时间 

 

（2）进行什么操作后发生 

NC 运转模式是指 

·自动运转时･ ･ ･ ･ ･ ･ 故障发生时的程序编号，顺序编号以及程序内容 

·手动运转时･ ･ ･ ･ ･ ･ 手动运转的模式为？ 

             操作顺序为？ 

            其前后的操作为？ 

·设定显示装置的画面为？ 

·是否在输入输出操作时发生？ 

·机床端的状态为？ 

·是否在更换刀具时发生？ 

·控制轴的动向为？ 

 

（3）发生什么故障 

·设定显示装置的报警诊断画面的警告显示是什么？ 

 确认报警诊断画面的警告内容。 

·机械顺序的报警显示什么？ 

·CRT，LCD 的画面是否正常？ 

 

（4）故障的发生频率 

·故障何时发生?频率如何?（是否在其他机械工作时?）请确认出现频率是否非常少或是否由其他机械所引起，   

  考虑到电源电压异常、干扰等因素，请确认电源电压是否正常（是否在其他机械工作时出现电压瞬间偏低）以及是

否有防干扰对策。 

·是否在特定模式时发生? 

·是否在顶部吊车移动时发生? 

·相同加工物品出现的频率为? 

·相同操作时是否出现相同故障，确认故障的重现性。 

·确认在改变条件时是否出现同样故障   

    （尝试改变倍率、程序内容、操作步骤等） 

·周围温度是多少?   

    （是否有急剧的温度变化?控制单元上部的风扇是否正常工作?） 

·是否有电缆接触不良、绝缘不良现象?   

    （是否有油或切削油溅到电缆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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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疑难解答 

系统未正常工作，操作上遇到困难时，请与本公司服务部门联系。在此之前，请确认下列项目。 

 

 

－故障示例－ 

·即使按下电源 ON 按钮，NC 画面，LED 等无任何显示。 

·电源在工作时中断。 

·NC 画面无任何显示，或者显示完全空白的状态 

·操作键不工作。NC 画面能显示，但是操作面板的输入键不工作。 

·不能加工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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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于电源的问题 

无法输入电源。 
 原因 处理方法 

 
电源线脱落或松动。 再次确认 NC 本体与外部电源间、外部电源与插座间的电缆是

否插好。 
确认电缆是否断线，如果断线，请更换电缆。 

 进入门互锁状态。 控制柜的门没有完全关闭时请关闭。关闭后门互锁仍继续工作，

则门互锁电路出现故障。请进行修理。 

 
电源插座出现问题。 电源插座附带开关时请打开开关。 

请确认是否从插座中输出规定的电源电压·电源频率。 

 
外部电源出现故障。 请确认是否只有外部电源接入。 

注）因所用外部电源而异，在无负载状态下可能出现电源无法

开启的情况。请确认是否安装某种程度的负载。 
 ON/OFF 电缆短路。 确认 ON/OFF 电缆是否短路，如果短路请更换电缆。 

 外部电源的输入电压在规定以外。 请确认输入电压是否在AC200～230V +10～-15%、AC100～
115V +10～-15%、DC24V±5%以内。 

外部电源供电时，NC 控制单元无电源。 
 原因 处理方法 

 

外部电源输出不正常。 请取下 NC 本体与外部电源间的电缆，确认外部电源输出是否

正常。 
请连接 NC 本体与外部电源间的电缆，确认外部电源输出是否

正常。 

 NC 本体到辅助设备的连接电缆短路。 请逐根取下与辅助设备连接的电缆，检查是否有电源输入，确

认是否有电缆短路。 

 结构卡内短路。 请拔出可拔出的卡，逐个检查是否有电源输入，确认是否有卡

短路。 
 

 

 注意 
 

 请勿接入本说明书所示以外的电压，否则可能导致设备损坏或出现事故。 

 由于错误的连接可能损坏设备，请将电缆按指定插头进行连接。 

 在通电状态下，请勿插拔各单元间的连接电缆。 

 在通电状态下，请勿插拔电路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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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源中断。 

 原因 处理方法 
 电源插座出现问题。 请确认电压是否随时间带变动。 

另外，确认是否发生瞬时停电。 
 辅助设备开始工作时发生故障。 请确认辅助设备开始工作时是否有瞬间电压降低现象。 

电源板 HR081/HR082/HR083 的 PSEMG（红色）LED 灯亮。 
 原因 处理方法 
 连接 EMG 插头的紧急停止开关在 ON（A 接点）状

态。或者， EMG 插头脱落。 
使紧急停止开关为断开（B 接点）状态。另外，确认 EMG 插

头的连接。 
电源板 HR081/HR082/HR083 的 BATALM（红色）LED 灯亮。 

 原因 处理方法 
 连接 HR081/HR082/HR083 的 BAT 插头的电池电

压低于 2．6V±0．065V 时灯亮。 
按 3.3.2 项的步骤更换电池。 

 
 

 注意 
 

 请勿接入本说明书所示以外的电压，否则可能导致设备损坏或出现事故。 

 由于错误的连接可能损坏设备，请将电缆按指定插头进行连接。 

 在通电状态下，请勿拔插各单元间的连接电缆。 

 在通电状态下，请勿拔插电路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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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系统启动时的问题 

NC 不能正常启动。 
 现象 处理方法 
 CPU 主板的 7 段显示 NCLD1 显示 8。 请确认旋转开关“NCSYS”是否为 0。非 0 时，将其设定为 0，

并重新接通电源。 
 CPU 主板的 7 段显示 NCLD1 显示 E 或 F。 联系本公司服务部门。 

 

 

（3）远程 I/O 的相关问题 

通信报警 LED RAL 灯亮。 
 原因 处理方法 
 未连接基本 I/O 单元或者远程 I/O 单元的通信电缆

(SH41)。 
或发生断线或插头接触不良。 

请确认 NC 控制单元与远程 I/O 通信电缆 F010 或远程 I/O 单

元间电缆 SH41 的连接。 

 基本 I/O 单元不良。 请联系本公司服务部门进行更换。 
电源的 LED 灯灭。 

 现象 处理方法 
 24IN LED 灯灭。（未提供输入电源） 在基本 I/O 单元上提供＋24V±5%的电压。 
 5OUT LED 灯灭。 

（输入电源容许范围外，内部电源故障） 
请确认DC24V的输入电压是否在＋20V以下。已正常供电时，

联系本公司服务部门。 

 

 
 

 注意 
 

 请勿接入本说明书所示以外的电压，否则可能导致设备损坏或出现事故。 

 由于错误的连接可能损坏设备，请将电缆按指定插头进行连接。 

 在通电状态下，请勿插拔各单元间的连接电缆。 

 在通电状态下，请勿插拔电路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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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日常维护与定期检测维护 

3.1 维护用工具 

（1）测量工具 

为了确认 NC 装置的电压是否正确提供、NC 装置的接线是否正确等，或进行简单的故障处理时，需要下列  

测量工具。 

工具 条件 用途 
测试器  接通电源前检测 NC 单元的接线是否正确。 
交流电压计 计算 AC 电源电压。 

允许误差在±2%以下。
测试提供外部 DC24V 电源装置的 AC 电源电压。 

直流电压计 最大刻度 30V 
允许误差在±2%以下。

测试 DC 电源电压。 
外部提供 24V（控制单元、机械输入输出接口） 
电池电压 
HR081/HR082/HR083 DC 输出 

相旋转表  检查 AC 三相输入电源的连接顺序 
同步示波器  一般测定用以及简单的故障处理 

表 3．1 维护用工具 

（注 1）现在，高精度的数字万用表非常普及，是常用的测试器。使用这一数字万用表，可兼用作交流电压  

        计和直流电压计。 

 测定微小的电流时，由于数字万用表的输入电阻的影响可能出现测定不正确的情况。 

（注 2）复杂的故障处理中需要使用逻辑分析器（采样周期 200MHZ 以上）。 

 

（2）刀具 

改锥（大、中、小） 

尖嘴钳 

 

3.2 维护项目 

分为日常维护项目（适宜实施项目），和定期维护项目（部件达到寿命时进行部件更换）。 

一部分的部件在到达寿命时，可能会导致硬件无法工作，请在寿命期间内更换。 

 

分类 名称 寿命 检测/更换 备注 

日常维护 面板的清洁  
每 2 个月 1 次 
（有明显污垢时清洁） 
 

 

电池 
（锂电池） 

总计数据保持时间 
45，000 小时 

电池电压偏低 
注意警报发生时 
（大约 5 年） 

请参考 3.3.2(1)
项。 

定期维护 
散热风扇 
（控制部分） 30，000 小时 参考左述内容  

其它 
损耗部件 操作面板 100 万次击鍵（106

回） 参考左述内容  

表 3.2 维护项目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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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 面板的清洁 

（1）面板的清洁 
①使面板的内部处于可进行清洁的状态。 
②请使用柔软的清洁布擦拭。污垢不容易擦掉的部位，请用布沾少量中性清洁剂擦拭。请勿使用酒精、稀释剂等液体。 

 
3.2.2 LCD 面板 

（1）LCD 面板的使用 
A）使用注意事项 
  ①LCD 面板表面的偏光板（显示面）容易划伤，使用时请充分注意。 
  ②由于使用了玻璃材质，掉落时或坚硬物体碰撞会造成破裂，使用时请充分注意。  
  ③偏光板上长时间水滴附着，可能导致变色、污点，请立即擦除。 
  ④偏光板上有污垢时，请用脱脂绵或软布擦拭。 
  ⑤由于使用了 CMOS LSI，请注意防静电。 
  ⑥拆解 LCD 可能造导致故障，请绝对不要拆解。 
B）保管的注意事项 
  ①请勿保存于在高温、多湿场所。（请在保存温度范围之内保存。） 
  ②保管 LCD 单体时，请避免偏光板（显示面）与其他物体磕碰。 
  ③长期保存时，请置于无阳光或日光灯直射的阴暗处。 

（2）其它使用注意事项 
A）背照灯的寿命为：7.2 型：2.5 万小时/25℃；8.4 型：4.0 万小时/25℃； 
    10.4 型：2.5 万小时/25℃。 
    （亮度降低到初始值的 50%以下之前的时间。） 
    寿命存在对温度的依存性，在低温下连续使用时会缩短使用寿命。 
    长时间未使用画面时，将整个画面关闭，可防止背照灯的劣化。 
B）亮度的上升 
    背照灯具有在低温下亮度降低的特性。另外，电源接通后亮度达到额定值大约需要 10～15 分钟。 
C）关于光斑、亮点、黑点 
    液晶显示器上可能出现明亮光斑，小亮点，小黑点，并非故障。 
D）关于对比度 
    STN 模式的 LCD 面板因温度变化，对比度改变，变得不清晰时，请打开操作柜的门，在 LCD 信号用接口基板     
上的对比度调整项中进行调整。 

（3） 背照灯的更换方法 
可由用户更换，但请向本公司技术服务部门申请。 

 
3.2.3 ATA 存储卡 

（1）PCMCIA 卡的使用 
PCMCIA 卡的一般使用，如下所述。 
详情请参考 PCMCIA 卡的使用说明書。 

A）使用注意事项 
  ①请从正确方向插入。 
  ②请勿用手或金属接触插头部分。 
  ③请勿对插头部分施加压力。 
  ④请避免扭曲或强烈冲击。 
  ⑤请勿打开封盖进行分解。 
  ⑥请勿在多灰尘场所使用。 

B）保管注意事项 
  ①请勿保存于高温、多湿场所。 
  ②请勿在多灰尘场所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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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更换方法 

3.3.1 电缆 

未断开电源就进行电缆更换时，不仅会损坏正常单元或辅助设备，还可能对操作者造成伤害，因此请在断开电源后再

进行更换。 

各电缆的断开方法请依照以下要点。 

 

A）在下列形状的插头中，请沿箭头方向用拇指和食指按住拔出。 
 

①　 押さ える

②　 引く

Y

①　 押さ え る

②　 引く

①　 押さ え る

②　 引く

上部よ り 見た図

①　 押さ える

②　 引く

 
 

 注意 
 

 在通电状态下，请勿插拔各单元间的连接电缆。 

 插拔电缆时请勿拉扯电缆线。 

按下 
按下 

拔出 拔出 

拔出 

拔出 

按下 

按下 

俯视图 



3. 日常维修与定期检测维护 

3.3 更换方法 
 

II-55 

B）附带卡扣的扁平电缆型插头，请按箭头方向打开卡扣后拔出。 

①　 開く

②　 引く

 
 C）无提卡扣的扁平电缆型插头，沿箭头方向打开卡扣后拔出。 

②　 引く

①　 親指と 人差し 指にて持つ

 

D）螺钉固定型的插头，将 2 处固定螺钉拧松后拔出。 

 

②　 引く

① ゆる める

②　 引く

①　 ゆる める

 
 注意 

 
 在通电状态下，请勿拔插各单元间的连接电缆。 

 插拔电缆时请勿拉扯电缆线。 

拧松 

拧松 

拔出 拔出 

用拇指和食指捏紧 

拔出 

拔出 

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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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寿命部件 

（1）控制单元的电池 

参数，加工程序等在电源关闭时必须备份的数据保存在控制单元电池架内安装的锂电池内。 

使用电池･ ･ ･ ･ ･ ･ ･ ･ ･ ･ ･ ･ ･ ･ 附带 ER6 插头（东芝制品符合三菱电机规格） 

电池初期电压･ ･ ･ ･ ･ ･ ･ ･ ･ ･ ･ ･ 3.6V 

电压偏低的检测电压･ ･ ･ ･ ･ ･ ･ ･ ･ 2.8V（显示电池电压偏低时的警告画面） 

                                    2.6V（电池电压偏低时的警告画面显示＋控制单元的 LED 显示） 

电池的总计数据保持时间･ ･ ･ ･ ･ ･ 45，000 小时（常温状态下。如果温度提高则寿命缩短。） 

电池 ･ ･ ･ ･ ･ ･ ･ ･ ･ ･ ･ ･自身寿命 约 5 年（自电池制造年月起） 

放电电 ･ ･ ･ ･ ･ ･ ･ ･ ･ ･ ･ ･ ･ ･流 40μA 以下 

在 NC 画面上显示电池电压偏低的警告时，请更换电池。（显示电池电压偏低的警告时，内部数据可能已破坏。） 

（A）更换步骤 

电池的更换，请在机械控制单元的电源关闭状态下实行。 

另外，请在电源关闭 30 分钟之内完成电池更换。（如果超过 30 分钟以上不连接电池，将会破坏备份的数据。） 

①请关闭机械控制单元的电源。 

②打开强电柜的门，确认控制单元的 7 段 LED 显示消失。 

③安装有扩展单元时，先将前面连接的电缆拔出。 

④打开控制单元的前盖板。将无固定螺丝的右端拉到前面。 

⑤从电池架上取出电池。  

⑥将电池的连接线从控制单元的电源基板 HR081/HR082/HR083 的 BAT 插头上拔出。 

⑦换上新电池，将电池连接线插入控制单元基板 HR081/HR082/HR083 的 BAT 插头。此时，请注意连接方向，切勿接反。 

⑧将电池放入电池架。 

⑨关上控制单元的前盖板。确认卡扣扣住盖板时发出“咔嚓”的声音。 

⑩关闭强电柜的门。 

 

打开控制单元的前盖板。 

前盖板
电池

电池架
连接插头 

BAT 插头
控制单元 

电池的使用注意事项 
请务必用相同型号的电池进行更换。 
请勿对电池进行分解。 
请勿将电池投入火中或水中。 
请勿对一次性电池进行充电。 
更换下的电池，请作为产业废弃物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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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外部电池单元的电池 

使用外部电池单元（FCU6－BT4D1）时，参数，加工程序等在电源关闭时必须备份的数据保存在外部电池单元上安

装的锂电池内。在外部电池单元中，控制单元用电池由一个单三型的 ER6 构成，伺服驱动单元用的电池为由 4 个单三型 ER6
－B4D－01 构成。控制单元用电池和控制单元中配置的电池一样。因为根据伺服驱动单元的构成不同，其所使用的电池数

据保持时间等特性也不同，请参考伺服驱动单元的说明书。 

 

 单元名称   ：FCU6－BT4D1 
 更换部件名称：NC 控制单元用  ER6 BKO－NC2157H01（电池单品更换） 
         伺服驱动单元用 ER6－B4D－01 BKO－NC2151H06（P 板单位更换） 

（A）NC 端电池更换步骤 
更换外部电池单元的电池时，请在控制单元（机械）的电源关闭状态下实行。 
（因为无须打开机械强电柜的门） 
①卸下前盖板的 4 处螺钉，拔出外部电池单元。 
②卸下电缆中转基板 HR071 的 2 处螺钉，拔出 HR071A 卡。 
③从电池架内取出电池（ER6）。 
④将电池的连接线从电缆中转基板 HR071 的 BAT 插头上拔出。 
⑤换上新电池，将电池连接线插入电缆中转基板 HR071 的 BAT 插头。此时，请注意连接方向，切勿接反。 
⑥将电池放入电池架。 
⑦将电缆中转基板 HR071 固定在外部电池单元上，将外部电池单元插入固定在强电柜上。 

（B）伺服驱动单元端电池更换步骤 
电池中备份了进给轴伺服驱动单元和辅助轴伺服驱动单元 2 个系统的绝对位置数据。进给轴伺服驱动单元或辅助轴伺服

驱动单元中任何一个发生电池电压偏低警告时，需要更换电池（ER6－B4D－01）。电池（ER6－B4D－01）为组合电

池电路板型。另外，和控制单元的更换步骤一样，请在驱动器控制电源关闭状态下进行更换。 
发生电池电压偏低的警告时，请勿切断伺服驱动单元的控制电源。 
（无须介入主回路电源和解除紧急停止。） 

 

 注意 
 

由于出现电池电压偏低的警告时，程序、刀具数据、参数等可能被破坏，请在更换电池后通过输入输出设备重新加载

各数据。 

  请避免电池短路、充电、加热、焚烧或分解。 

 更换下的电池，请根据各地方法规废弃。 

 

连接辅助轴伺服驱动单元 

连接进给轴伺服驱动单元 
 

连接 NC 控制单元 
 

电池单元 
 

伺服用电池 

NC 用电池 配线时请注意保留更换电池情况下，拔出

电池单元时所需的电缆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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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 控制单元 

（1）控制单元 

A）更换步骤 

更换控制单元时，请在机械的电源关闭状态下实行。 

①确认机械的电源关闭。（电源未关闭时，请关闭电源。） 

②打开强电柜的门。 

③将与控制单元连接的电缆全部拔出。 

④拔出控制单元安装金属夹中的固定螺钉，并从控制单元安装金属部件中拔出控制单元。 

  （首先拧松下端的 2 个固定螺钉，用手扶住控制单元并拔出上端的 2 个固定螺钉，最后将控制单元从上方拔出。无

须拔出下端的 2 个固定螺钉。） 

⑤更换新的控制单元，用控制单元安装金属夹上的固定螺钉固定控制单元。 

⑥连接所有与控制单元相连的电缆。 

  （请将电缆与指定插头连接。） 

⑦确认是否漏接﹑错接电缆，并关闭强电柜的门。 

 

制御部

制御部取り 付け 金具

固定ネ ジ （ ４ 個）

 
 

 
 

 注意 
 

 由于错误的连接可能损坏设备，请将电缆与指定插头进行连接。 

 在通电状态下，请勿更换控制单元。 

 在通电状态下，请勿插拔各单元间的连接电缆。 

控制单元安装用金属部件 

控制单元

固定螺钉（4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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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基本 I/O 单元 

基本 I/O 单元一般情况下安装在强电柜端。 

 

A）更换步骤 

  更换基本 I/O 单元，请在机械的电源关闭状态下进行。 

 ①确认机械的电源关闭。（电源未关闭时，请关闭电源。） 

  ②打开强电柜的门。 

  ③将与基本 I/O 单元连接的电缆全部拔出。 

  ④卸下将基本 I/O 单元中固定在强电柜上的固定螺钉，并从强电柜中拔出基本 I/O 单元。 

   （首先拧松下端的 2 个固定螺钉，用手扶住单元并拔出上端的 2 个固定螺钉，最后将单元从上方拔出。无须拔出下 

端的 2 个固定螺钉。） 

  ⑤换上新的基本 I/O 单元，用安装固定用螺钉将单元固定在强电柜上。 

  ⑥连接所有应与基本 I/O 单元相连的电缆。（请将电缆与指定插头连接。） 

  ⑦确认是否漏接错接电缆，并关闭强电柜的门。 

 

 
 

 
 

 注意 
 

 由于错误的连接可能损坏设备，请将电缆与指定插头进行连接。 

 在通电状态下，请勿更换控制单元。 

 在通电状态下，请勿插拔各单元间的连接电缆。 

基本 I/O 单元 

强电柜 

固定螺钉（4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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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4 控制基板 

（1）控制单元电源基板（HR081/HR082/HR083） 

控制单元电源基板接收从外部提供的 DC24V 电压，并生成控制单元上各控制基板中所必要的 DC 电压。 

A）更换步骤 
更换控制单元电源基板，请在机械的电源关闭状态下进行。 
另外，控制单元电源基板中暂时配置了存储数据的备份用电池，因此在更换控制基板时，和电池更换时相同，请在

30 分钟内更换完毕。 

①确认机械的电源关闭。（电源未关闭时，请关闭电源。） 
②打开强电柜的门，确认控制单元的 7 段 LED 显示消失。 
③将与控制单元电源基板连接的电缆全部拔出。 
④安装有扩展单元时，先将前面连接的电缆拔出。 
⑤打开控制单元的前盖板。将无固定螺钉的右端拉到面前。 
⑥两手握住控制单元电源基板前面的上下两部分，从控制单元中拔出。 
⑦从控制单元里拔出的控制单元电源基板中取出电池。 
⑧换张新的电池，将电池中的连接线插入控制单元基板 HR08□的 BAT 插头。 
⑨将控制单元电源基板安装在控制单元上。（按照控制单元外壳内侧的基板固定用合膜销安装控制单元电源基板。） 
⑩连接所有应与控制单元电源基板连接的电缆。（请将电缆与指定插头连接。） 
⑪关闭控制单元前盖板。此时应确认卡扣扣住盖板后发出“咔嚓”一声。 
⑫关闭强电柜的门。 

前面カ バ ー

バ ッ テ リ ー

接続コ ネ ク タ ー

制御部

制御部の 前面カ バ ー を 開く 。

制御部電源基板

バ ッ テ リ ー ホ ル ダ

Ｂ Ａ Ｔ コ ネ ク タ ー

制御部ケ ー ス

制御部ケ ー ス

制御部電源基板 基板固定用ガ イ ド

 
 

 注意 
 

 由于错误的连接可能损坏设备，请将电缆与指定插头进行连接。 

 在通电状态下，请勿更换控制单元电源基板。 

 在通电状态下，请勿插拔各单元间的连接电缆。 

基板固定用合膜销

控制盒 

控制盒 

控制单元电源基板 

控制单元电源基板

BAT 插头 

电池架 
电池

连接线 

打开控制单元的前盖板。

前盖板 

控制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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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扩展用基板 

扩展用基板是扩展追加串行端口等的系统时所用的基板。（关于扩展用基板的种类和功能，请参考 I 连接说明书 2．1

项。） 

另外，可在控制单元电源基板右端的右 RT#1/#2 的插槽中追加安装 2 个扩展用基板。 

A）更换步骤 

更换扩展用基板，请在机械的电源关闭状态下进行。 

①确认机械的电源关闭。（如果电源未关闭，请关闭电源。） 

②打开强电柜的门，确认控制单元的 7 段 LED 显示消失。 

③将与控制单元及扩展用基板连接的电缆全部拔出。 

④如下图所示，打开控制单元的前盖板。 

⑤两手握住扩展用基板前面的上下两部分，从控制单元中拔出。 

⑥换上新的扩展用基板，有设定点的基板与旧基板的设定相同。 

⑦将扩展用基板装入到旧基板的安装插槽。 

   （扩展用基板按照控制单元外壳内侧的基板固定用合膜销安装。） 

⑧关闭控制单元的前盖板。 

⑨连接所有与控制单元及扩展用基板连接的电缆。 

   （请将电缆与指定插头进行连接。） 

⑩关闭强电柜的门。 

 

前面カ バ ー

制御部の 前面カ バ ー を 開く 。

拡張用基板

制御部ケ ー ス

制御部ケ ー ス

拡張用基板 基板固定用ガ イ ド

制御部

拡張用基板実装ス ロ ッ ト

 
 

 注意 
 

 由于错误的连接可能损坏设备，请将电缆与指定插头进行连接。 

 在通电状态下，请勿更换扩展用基板。 

 在通电状态下，请勿插拔各单元间的连接电缆。 

前盖板 

扩展用基板

控制盒 

扩展用基板 基板固定用合膜销

控制盒 

扩展用基板安装槽 

控制单元

打开控制单元的前盖板。 



3. 日常维修与定期检测维护 

3.3 更换方法 
 

II-62 

3.3.5 存储卡 

（1）HR4□□ 

将存储卡安装在用于保存用户 PLC 及加工程序的基板的控制单元的 CBUS#2 插头。 

 

A）更换步骤 

请在机械的电源关闭状态下更换存储卡。 

更换 RAM 型的存储卡时，更换前必须将要更换的存储内容在外部 I/O 设备等上备份，更换后再次输入。 

 

确认控制单元中已无电源供给（确认电源已关闭）。 

①从右边打开控制单元的盖板。 

②按住存储卡的上下部分，向前拔出。 

③将新的存储卡安装到控制单元中。 

  按照与拔出顺序相反的 ②→①顺序进行安装。 

 （按照 NC 控制盒的存储卡合膜销进行安装。） 

 

 
 

 

 注意 
 

 由于错误的连接可能损坏设备，请将电缆与指定插头连接。 

 在通电状态下，请勿更换存储卡。 

 在通电状态下，请勿插拔各单元间的连接电缆。 

 请注意避免将存储卡的插头接触部分与金属切削粉末等接触。 

 
存储卡 

拔出存储卡 
存储卡 

扩大图 

卡合膜销 

控制盒 

打开控制单元的前盖板 
前盖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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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6 高速程序服务器 

（1）高速程序服务器单元（FCU6－EP203－1） 

 

高速程序服务器单元由 HR831、HR832 卡及 F150 电缆构成，以单元为单位进行更换。 

 

A）更换步骤 

 

更换高速程序服务器单元，请在机械的电源关闭状态下进行。 

 
制御部

制御部の前面カ バーを開く 。

前面カ バー

Ｉ Ｃ カ ード イ ン タ ーフ ェ ース基板
（ Ｈ Ｒ ８ ３ １ ）

高速プロ グラ ムサーバユニ ッ ト 収納部（ 拡大）

Ｆ １ ５ ０ ケーブ ル

基板固定爪

Ｅ ｔ ｈ ｅ ｒ ｎ ｅ ｔ イ ン タ フ ェ ース基板
（ ＨＲ ８ ３ ２ ）

高速プロ グ ラ ムサーバユニ ッ ト
（ Ｆ ＵＣ ６ －Ｅ Ｐ ２ ０ ３ －１ ）

Ｅ Ｘ Ｔ Ｐ Ｃ Ｉ コ ネク タ ー

 
 

 

 注意 
 

 由于错误的连接可能损坏设备，请将电缆与指定插头连接。 

 在通电状态下，请勿更换高速程序服务器。 

 

控制单元

前盖板 

打开控制单元的前盖板。 

EXTPCI 插头 
F150 电缆 IC 卡接口基板 

基板固定销 

高速程序服务器单元 

高速程序服务器单元 内装部分（扩大图） Ethernet 接口基板 



修订履历 

修订日 说明书编号 修 订 内 容 

1997年 7月 BNP-B218A 细微错误更正 

1998年 2月 BNP-B218B 错误更正 

 添加新项目 

1998年 9月 BNP-B218C 错误更正 
  添加新项目 

1999年 10月 BNP-B218D 添加M65/66 

  在附录 4中添加 EMC指令对策 

  添加高速程序服务器功能说明 

  添加 FCU6-HR378 

  添加 FCU6-DUN33 彩色 LCD模型 

  变更 SI单位显示 

  在维护说明项目的模块功能说明上添加与上述修订相关联的卡 

2001年 2月 BNP-B218E 添加系统构成一览表 
  重新修订控制单元的说明内容 

  变更 JIS的标示图 

  将 DI延迟时间 3～20ms修正为从 2.2～11ms 

  在手动脉冲发生器的说明中添加 1次旋转的脉冲数 

  重新修订通信终端的说明内容 

  记录外部电池单元的插孔尺寸 

2001年 8月 BNP-B218F 变更包装（封面，封皮，封底）的设计 

  资料名称由“MELDAS64/65/66系列 连接·维护说明书”变更为 

“MELDAS60/60S系列 连接·维护说明书” 

  封底的“咨询处”的错误更正 

  在封底记述“型号名称”，“单品代码”，“资料编号” 

2001年 10月 BNP-B218G 添加“前言” 
  变更项目的构成顺序 

  添加MELDAS64AS-A/64S-A/64AS/64S/65S/66S 

  添加 FCU6-KB021/031 

  更正错误及语句表述 

2002年 2月 BNP-B218H 更正错误及语句表述 

2003年 11月 BNP-B218J 在“I 连接说明”中添加“12.5 通过 CC-Link进行 I/O机器的连接” 

在“II 维护说明”中添加“1.23 HR576卡” 

更正错误及语句表述 

2005年 8月 BNP-B218K 添加 FCU6-DUN22、FCU6-KB022的相关记录 

添加“附录 6. 关于锂电池的运输规定” 

添加“附录 7. 使用辅助设备及市售品时的注意事项” 

在“II 维护说明”中添加“1.22 HR213卡” 

添加“Global service network“ 

更正错误及语句表述 

   
   

   

   



 

Global service network 

 

  

NORTH AMERICA FA Center 
EUROPEAN FA Center 

ASEAN FA Center 

CHINA FA Center 

TAIWAN FA Center 

HONG KONG FA Center 

KOREAN FA Center 

 
North America FA Center (MITSUBISHI ELECTRIC AUTOMATION INC.) 

Illinois CNC Service Center 
500 CORPORATE WOODS PARKWAY, VERNON HILLS, IL. 60061, U.S.A. 
TEL: +1-847-478-2500 (Se FAX:  +1-847-478-2650 (Se 
California CNC Service Center 
5665 PLAZA DRIVE, CYPRESS, CA. 90630, U.S.A. 
TEL: +1-714-220-4796 FAX:  +1-714-229-3818 
Georgia CNC Service Center 
2810 PREMIERE PARKWAY SUITE 400, DULUTH, GA., 30097, U.S.A. 
TEL: +1-678-258-4500 FAX: +1-678-258-4519      
New Jersey CNC Service Center 
200 COTTONTAIL LANE SOMERSET, NJ. 08873, U.S.A. 
TEL: +1-732-560-4500 FAX:  +1-732-560-4531 
Kentucky CNC Service Satellite 
8025 PRODUCTION DRIVE, FLORENCE, KY., 41042, U.S.A. 
TEL: +1-859-342-1700 FAX:  +1-859-342-1578 
Michigan CNC Service Satellite 
2545 38TH STREET, ALLEGAN, MI., 49010, U.S.A. 
TEL: +1-847-478-2500 FAX: +1-269-673-4092 
Ohio CNC Service Satellite 
62 W. 500 S., ANDERSON, IN., 46013, U.S.A. 
TEL: +1-847-478-2608 FAX:  +1-847-478-2690 
Texas CNC Service Satellite 
1000, NOLEN DRIVE SUITE 200, GRAPEVINE, TX. 76051, U.S.A. 
TEL: +1-817-251-7468 FAX:  +1-817-416-1439 
Canada CNC Service Center 
4299 14TH AVENUE MARKHAM, ON. L3R OJ2, CANADA 
TEL: +1-905-475-7728 FAX:  +1-905-475-7935 
Mexico CNC Service Center 
MARIANO ESCOBEDO 69 TLALNEPANTLA, 54030 EDO. DE MEXICO 
TEL: +52-55-9171-7662 FAX:  +52-55-9171-7698 
Monterrey CNC Service Satellite 
ARGENTINA 3900, FRACC. LAS TORRES, MONTERREY, N.L., 64720, MEXICO 
TEL: +52-81-8365-4171 FAX:  +52-81-8365-4171 
Brazil MITSUBISHI CNC Agent Service Center 
 (AUTOMOTION IND. COM. IMP. E EXP. LTDA.) 
ACESSO JOSE SARTORELLI, KM 2.1 18550-000 BOITUVA – SP, BRAZIL 
TEL: +55-15-3363-9900 FAX:  +55-15-3363-9911 

 
European FA Center (MITSUBISHI ELECTRIC EUROPE B.V.) 

Germany CNC Service Center 
GOTHAER STRASSE 8, 40880 RATINGEN, GERMANY 
TEL: +49-2102-486-0 FAX:+49-2102486-591 
South Germany CNC Service Center 
KURZE STRASSE. 40, 70794 FILDERSTADT-BONLANDEN, GERMANY 
TEL: +49-711-3270-010 FAX:  +49-711-3270-0141 
France CNC Service Center 
25, BOULEVARD DES BOUVETS, 92741 NANTERRE CEDEX FRANCE 
TEL: +33-1-41-02-83-13 FAX:  +33-1-49-01-07-25 
Lyon CNC Service Satellite 
 
U.K CNC Service Center 
TRAVELLERS LANE, HATFIELD, HERTFORDSHIRE, AL10 8XB, U.K. 
TEL: +44-1707-282-846 FAX:-44-1707-278-992 
Italy CNC Service Center 
ZONA INDUSTRIALE VIA ARCHIMEDE 35 20041 AGRATE BRIANZA, MILANO ITALY 
TEL: +39-039-60531-342 FAX: +39-039-6053-206 
Spain CNC Service Satellite 
CTRA. DE RUBI, 76-80 -APDO.420 08190 SAINT CUGAT DEL VALLES, BARCELONA SPAIN 
TEL: +34-935-65-2236 FAX: 
Turkey MITSUBISHI CNC Agent Service Center 
 (GENEL TEKNIK SISTEMLER LTD. STI.) 
DARULACEZE CAD. FAMAS IS MERKEZI A BLOCK NO.43 KAT2 80270 OKMEYDANI ISTANBUL, 
TURKEY 
TEL: +90-212-320-1640 FAX:  +90-212-320-1649  
Poland MITSUBISHI CNC Agent Service Center (MPL Technology Sp. z. o. o) 
UL SLICZNA 34, 31-444 KRAKOW, POLAND 
TEL: +48-12-632-28-85 FAX: 
Wroclaw MITSUBISHI CNC Agent Service Satellite (MPL Technology Sp. z. o. o) 
UL KOBIERZYCKA 23, 52-315 WROCLAW, POLAND 
TEL: +48-71-333-77-53 FAX: +48-71-333-77-53 
Czech MITSUBISHI CNC Agent Service Center 
 (AUTOCONT CONTROL SYSTEM S.R.O.  ) 
NEMOCNICNI 12, 702 00 OSTRAVA 2 CZECH REPUBLIC 
TEL: +420-596-152-426 FAX:  +420-596-152-112 

ASEAN FA Center (MITSUBISHI ELECTRIC ASIA PTE. LTD.) 
Singapore CNC Service Center 
307 ALEXANDRA ROAD #05-01/02 MITSUBISHI ELECTRIC BUILDING SINGAPORE   159943 
TEL: +65-6473-2308 FAX:  +65-6476-7439 
Thailand MITSUBISHI CNC Agent Service Center (F. A. TECH CO., LTD) 
898/19,20,21,22 S.V. CITY BUILDING OFFICE TOWER 1 FLOOR 12,14  RAMA III RD BANGPONGPANG, 
YANNAWA, BANGKOK 10120. THAILAND 
TEL: +66-2-682-6522 FAX:  +66-2-682-6020 
Malaysia MITSUBISHI CNC Agent Service Center 
 (FLEXIBLE AUTOMATION SYSTEM SDN. BHD.) 
60, JALAN USJ 10/1B 47620 UEP SUBANG JAYA SELANGOR DARUL EHSAN MALAYSIA 
TEL: +60-3-5631-7605 FAX: +60-3-5631-7636 
JOHOR MITSUBISHI CNC Agent Service Satellite 
 (FLEXIBLE AUTOMATION SYSTEM SDN. BHD.) 
NO. 16, JALAN SHAHBANDAR 1, TAMAN UNGKU TUN AMINAH, 81300 SKUDAI, JOHOR MALAYSIA 
TEL: +60-7-557-8218 FAX:  +60-7-557-3404 
Indonesia MITSUBISHI CNC Agent Service Center 
 (PT. AUTOTEKNINDO SUMBER MAKMUR) 
WISMA NUSANTARA 14TH FLOOR JL. M.H. THAMRIN 59, JAKARTA 10350 INDONESIA 
TEL:  +62-21-3917-144 FAX:  +62-21-3917-164 
India MITSUBISHI CNC Agent Service Center (MESSUNG SALES & SERVICES PVT. LTD.) 
B-36FF, PAVANA INDUSTRIAL PREMISES M.I.D.C., BHOASRI PUNE 411026, INDIA 
TEL: +91-20-2711-9484 FAX:  +91-20-2712-8115 
BANGALORE MITSUBISHI CNC Agent Service Satellite 
 (MESSUNG SALES & SERVICES PVT. LTD.) 
S 615, 6TH FLOOR, MANIPAL CENTER, BANGALORE 560001, INDIA 
TEL: +91-80-509-2119 FAX:  +91-80-532-0480 
Delhi MITSUBISHI CNC Agent Parts Center (MESSUNG SALES & SERVICES PVT. LTD.) 
1197, SECTOR 15 PART-2, OFF DELHI-JAIPUR HIGHWAY BEHIND 32ND MILESTONE    GURGAON 
122001, INDIA 
TEL: +91-98-1024-8895 FAX: 
Philippines MITSUBISHI CNC Agent Service Center 
 (FLEXIBLE AUTOMATION SYSTEM CORPORATION) 
UNIT No.411, ALABAMG CORPORATE CENTER KM 25. WEST SERVICE ROAD SOUTH SUPERHIGHWAY, 
ALABAMG MUNTINLUPA METRO MANILA, PHILIPPINES 1771 
TEL: +63-2-807-2416 FAX: +63-2-807-2417 
Vietnam MITSUBISHI CNC Agent Service Center (SA GIANG TECHNO CO., LTD) 
47-49 HOANG SA ST. DAKAO WARD, DIST.1 HO CHI MINH CITY, VIETNAM 
TEL: +84-8-910-4763 FAX: +84-8-910-2593 

 
China FA Center (MITSUBISHI ELECTRIC AUTOMATION (SHANGHAI) LTD.) 

China CNC Service Center 
2/F., BLOCK 5 BLDG.AUTOMATION INSTRUMENTATION PLAZA, 103 CAOBAO RD.   SHANGHAI 200233, 
CHINA 
TEL:  +86-21-6120-0808 FAX: +86-21-6494-0178 
Shenyang CNC Service Center 
TEL: +86-24-2397-0184 FAX: +86-24-2397-0185 
Beijing CNC Service Satellite 
9/F, OFFICE TOWER1, HENDERSON CENTER, 18 JIANGUOMENNEI DAJIE,   DONGCHENG DISTRICT, 
BEIJING 100005, CHINA  
TEL: +86-10-6518-8830 FAX: +86-10-6518-8030 
China MITSUBISHI CNC Agent Service Center 
 (BEIJING JIAYOU HIGHTECH TECHNOLOGY DEVELOPMENT CO.) 
RM 709, HIGH TECHNOLOGY BUILDING NO.229 NORTH SI HUAN ZHONG ROAD, HAIDIAN DISTRICT , 
BEIJING 100083, CHINA 
TEL: +86-10-8288-3030 FAX: +86-10-6518-8030 
Tianjin CNC Service Satellite 
RM909, TAIHONG TOWER, NO220 SHIZILIN STREET, HEBEI DISTRICT, TIANJIN, CHINA 300143 
TEL: -86-22-2653-9090 FAX: +86-22-2635-9050 
Shenzhen CNC Service Satellite 
RM02, UNIT A, 13/F, TIANAN NATIONAL TOWER, RENMING SOUTH ROAD, SHENZHEN, CHINA 518005 
TEL:  +86-755-2515-6691 FAX: +86-755-8218-4776 
Changchun Service Satellite 
TEL: +86-431-50214546 FAX: +86-431-5021690 
Hong Kong CNC Service Center 
UNIT A, 25/F RYODEN INDUSTRIAL CENTRE, 26-38 TA CHUEN PING STREET, KWAI CHUNG, NEW 
TERRITORIES, HONG KONG 
TEL: +852-2619-8588 FAX: +852-2784-1323 
 

Taiwan FA Center (MITSUBISHI ELECTRIC TAIWAN CO., LTD.) 
Taichung CNC Service Center 
NO.8-1, GONG YEH 16TH RD., TAICHUNG INDUSTIAL PARK TAICHUNG CITY, TAIWAN R.O.C. 
TEL: +886-4-2359-0688 FAX: +886-4-2359-0689 
Taipei CNC Service Satellite 
TEL: +886-4-2359-0688 FAX: +886-4-2359-0689 
Tainan CNC Service Satellite 
TEL: +886-4-2359-0688 FAX: +886-4-2359-0689 

 
Korean FA Center (MITSUBISHI ELECTRIC AUTOMATION KOREA CO., LTD.) 

Korea CNC Service Center 
DONGSEO GAME CHANNEL BLDG. 2F. 660-11, DEUNGCHON-DONG KANGSEO-KU SEOUL, 157-030 
KOREA 
TEL: +82-2-3660-9607 FAX:  +82-2-3663-0475  



 

 
 
 
 
 
 
 
 
 
 
 
 
 
 
 
 
 
 
 
 
 
 
 
 
 
 
 
 
 

 
请求 

 
本说明书的记载内容根据软件，硬件的改变而进行修订，但也存在不能与软件，硬件

的改变相同步的可能。 
使用中产生疑问时，请咨询本公司的营业所。 

 
 
三菱电机株式会社名古屋制造所 NC系统部 
〒461-8670 名古屋市东区矢田南五丁目 1番 14号  TEL (052)721-2111 (代表) 

 
 

 
禁止转载 

 
非经本公司的许可，禁止以任何形式转载或复制本说明书的部分或全部内容。 

 
©1997-2005 MITSUBISHI ELECTRIC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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