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DK2900 组态软件使用说明书 

1. 系统总览： 

 

系统软件运行后，系统弹出如上界面。左侧栏为状态栏，客户根据以太网或者串口

连接自行选择连接方法。点击 连接后左侧状态栏会出现数据收发字符。表示通讯状态。

左侧下发实时显示当前过程测量值、设定值、输出值图形曲线。右侧表格为设备的实时

参数显示。多线程更新采集。 

 

2. 实时曲线： 

 

    在系统总览右下角点击：实时曲线，系统进入实时控制曲线界面显示。系统实时曲

线采用毫秒级刷新，刷新时间客户可以根据需要自行调整。 

如客户需要记录当前历史曲线，点击图形界面按钮：数据记录按钮。 系统自动开始



高速 DAQ 数据采集记录。由于是高速实时数据，避免数据库过快膨胀。客户根据需要自

动选择需要记录和停止记录。每次点击“数据记录”按钮，系统会自动生成一个以年月

日时分秒为文件名的数据库文件。 

 

本数据库采用高速 TDMS 格式实时 DAQ 数据库存储实时过程控制数据, 记录周期为毫

秒级高速 DAQ 采集记录。客户不需要记录时，及时按“停止记录”按钮停止数据记录。 

实时曲线图形界面支持移动鼠标任意点显示图形记录的过程值。 

 

3. 历史曲线： 

 

在实时曲线界面点击“历史曲线”按钮，系统进入历史曲线查询界面显示历史曲线。 

客户按点击选“打开曲线”按钮。系统弹出如下对话框： 

 

 

 

 



客户根据目录路径，选择要查看的历史数据文件。选择后，单击打开曲线。 

 

客户可以根据需要按“BACK” “FORWARD”按钮实现曲线的快速翻页显示。客户也

可以根据需要用鼠标拉动上图的需要游标，移动游标来查找历史时刻的实时过程值，以

便客户能更好的分析生产过程的数据。 

客户也可以单独任意移动鼠标在曲线图中，鼠标光标对应的点即为改时刻的生产过

程控制数据。 

 

 

 

 

 



4. 功能操作： 

 

点击下方导航栏：“功能操作”按钮。用户可以根据需要对实时过程控制的功能操

作。 如：自动和手动切换，工艺配方的调整，程序运行的跳段功能。由于参数较多，软

件采用类 EXCEL 格式显示和快捷修改。 

5. 报警值设置菜单： 

 

  系统实时控制报警参数设置界面，根据需要设定各种报警值和报警回差和动作延时。 



6. 系统实时控制 PID 值设定： 

客户按下导航栏：“系统 PID”按钮，系统弹出上图所示的实时控制算法控制参数修改调

整界面，本界面可以修改：系统的加热制冷比例带 P、系统加热制冷的积分时间常数 I、

系统加热制冷的微分时间常数 D。及本公司特有的算法参数：微分滤波系数、抑制上下过

冲值等参数。 

 

7. 系统分组 PID： 

 

按下导航栏：“分组 PID”按钮，系统进入分组 PID 参数设置界面。 

为了适应各种客户各种复杂工程实际需要，系统可以根据需要进行分组 PID 任意调用功

能，提高整个闭环控制系统的精度。 



8. 系统分组输出限幅： 

按下系统导航栏：“分组限幅”，系统进入实时控制分组输出限幅功能界面。 

  本界面可以在单 SV 控制模式下和曲线工艺模式下任意调用。特别是在单点 SV 模式下，

很多工业加热采用金属加热的情况下，可以实现对加热冷态过大电流起到很好的保护作

用。工艺曲线模式下可以实现各种工业工件的保护，避免过控制。 

 

9. 工艺曲线功能设定： 

  按下导航栏:“曲线功能”按钮，客户可进行各种工艺配方的设计编辑状态。 



 

用户可以根据需要设定：传统的设定值-时间模式曲线，也可以根据需要设置为速率

模式曲线等功能。 

 

10. 程序曲线工艺段设定: 

      按下导航栏：“程序段设定”按钮，系统进入程序段工艺编辑模式。 

 

用户可以输入修改编辑程序工艺段的各种功能：设定值、速率、时间、分组调用 PID 、

分组输出限幅、自由时标和固定时标功能设定、本段的 DO 动作功能、掉电保护类型、掉



电等待偏差值等。 

客户在编辑过程中，可以随时点击工艺曲线按钮，用图形检查工艺曲线的正确与否，

用图形化显示便于及时发现错误进行更正处理工艺曲线。 

 

本图形化显示界面支持十字游标拖动显示当前的设定值。同时也支持鼠标光标的任

意滑动选取设定值显示。 

 

11. 以太网设置： 

   本设置界面可以设定当前连接的以太网参数：IP 地址、子网掩码、默认网关等参数。 

 
 

 

12. 实时时钟参数设置： 



 本设置功能可以自动同步实时控制系统的时钟。 

 

 

13. 系统配置 CONFIG 菜单设置： 

  按下导航栏：“主设置菜单”，进入系统的 CONFIG 配置菜单功能。 

 

在本页面下，用户可以根据需要任意组态系统的功能应用。由于参数较多，不一一

赘述。 

 

 



14 . 重要特殊功能参数说明表： 

A. 本系统可以支持 47 种工业信号的万能组态设置，基本涵盖了所有工业过程控制信号集

0- K(-200～1300℃) 

1- S(0～1700℃) 

2- R(0～1700℃) 

3- T(-200～400℃) 

4- E(0～1000℃) 

5- J(0～1200℃) 

6- B(400～1800℃) 

7- N(0～1300℃) 

8- WRe3-WRe25(0～2300℃) 

9- WRe5-WRe26(0～2300℃) 

10- Cu50(-180.0～200.0℃) 

11- PT100(-200.0～850.0℃) 

12- PT500(-200.0～850.0℃) 

13- PT1000(-200.0～850.0℃) 

14- 0～80Ω 

15- 0～400Ω 

16- 0～4000Ω 

17- 0～10MA 

18- 0～20MA 

19- 4～20MA 

20- 0～20MV 

21- 0～100MV 

22- -20～+20MV 

23- -100～+100MV 

24- 0～1V 

25- 0～2V 

26- 0～5V 

27- 1～5V 

28- 0～10V 

29- 2～10V 

30- -5V～+5V 

31- -10V～+10V 

32- Cu10(-180.0～200.0℃) 

33- Cu100(-180.0～200.0℃) 

34- PT10(-200.0～850.0℃) 

35- PT50(-200.0～850.0℃) 

36- PT200(-200.0～850.0℃) 

37- JPT10(-200.0～850.0℃) 

38- JPT50(-200.0～850.0℃) 

39- JPT100(-200.0～850.0℃) 

40- JPT200(-200.0～850.0℃) 

41- JPT500(-200.0～850.0℃) 

42- JPT1000(-200.0～850.0℃) 

43- Ni100(-60～180℃) 

44- Ni200(-60～180℃) 

45- Ni500(-60～180℃) 



46- Ni1000(-60～180℃)

B.可以实现更多功能的报警组态设置 

0-无, 

1-上限报警, 

2-下限报警, 

3-上偏差报警, 

4-下偏差报警, 

5-偏差带报警, 

6-加热器断线报警, 

7-传感器故障报警 

8-程序结束报警, 

9-碳势控制清洗功能, 

10-PV1 减 PV2 差值报警, 

11-PV2 减 PV1 差值报警, 

12-PV1 减 PV2 差值绝对值报警。 

 

C. 可编程组态 DI 设置功能支持 19 种定义应用 

0-无, 

1-手动自动切换（闭合手动/断开自

动）, 

2-遥控设定（闭合遥控给定/断开本

地给定）, 

3-自整定 , 

4-程序运行 

5-程序暂停 , 

6-程序停止 , 

7-程序运行中跳到下一段 , 

8-程序运行中跳到上一段 , 

9-缓启动（闭合待机状态/断开缓启

动） 

10-切换 SV（闭合 SV2/断开 SV1）, 

11-切换 Prog（闭合 Prog/断开

SV1） , 

12-切换到下一个程序工艺曲线 , 

13-待机（闭合待机） 

14-按键锁定（闭合锁定）, 

15-程序 5 倍速运行 , 

16-程序 10 倍速运行 , 

17-程序 20 倍速运行  

18-程序 30 倍速运行, 

19-碳势控制手动清洗。 

 

 



 

D. 可编程组态 DO 功能： 

0-无 , 

1-通信写入状态 , 

2-程序段时标输出 , 

3-程序段定义输出 , 

4-程序复位指示 , 

5-程序运行指示, 

6-程序暂停指示 , 

7-程序结束指示 

 

E. 双输入模拟量运算功能组态 

0-禁止, 

1-相加, 

2-相减, 

3-相乘, 

4-相除, 

5-差值绝对值， 

6-最大值， 

7-最小值, 

8-幂数, 

9-平方根, 

10-对数 

11-自然对数, 

12-指数, 

13-10 的幂数, 

14-碳势控制 

F. 输入自定义曲线拟合组态功能 

 

 



 

 

 

G. 阀位自整定组态功能 

 

 

 

H.主控输出类型组态设定功能表 

 



I. 系统双传感器高低温自动切换组态设置 

 

 

15. 系统应用接线图示例 

 

同步 SV 用法时接线图如下图所示： 

 



16、系统固定时标输出和自由时标输出功能组态示意图 

A .固定时标输出模式： 

 

 

B.自由时标输出组态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