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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i总线在高压配电控制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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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阐述了工控网络最底层AS—i现场总线的系统构成、数据传输方式及其技术特性。针对

首钢水钢烧结厂高压配电室控制目标构建了一种基于AS～i总线与PROFIBUS总线结合的智能

控制系统，实现了高压配电室的智能远程监控，突出了AS—i总线的优越性，探讨了该系统的硬

件配置、通讯和运行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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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0f AS—i Bus to a High—Voltage P0wer Distribution Control

Ll Zhen—huan

(Kunming En舀neering＆Research Institute of Nomrrous Metallurgy Co．Ltd，KunIIling 65005 1，China)

Abstract：The system constitution，its data transmissions mode and technical characteristic of the AS—Interface

6eld bus system，the lowest level of industrial contml network，were expounded．In view of the contml objectives

of high—Voltage power distribution room at the Sintering Plant of Shougang Shuicheng Imn&Steel(Gmup)Co．

Ltd，the intelligent contml system based on the combination of PROFIBUS and AS—i bus has been built，which

realized Iemote intelligent monitoring fbr high—voltage power distribution room，and highlighted the advantages

of AS—i Bus． Moreover，the hardware configuration，communication and operation techniques were discu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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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引言

AS—Inte血ce(Actuator—Sensor—Inte南ce)是

执行器一传感器一接口的缩写，是工业通讯网络分

层结构中最低位传感器与执行器水平的开放性网

络⋯。作为一种标准网络系统，来自不同厂家的

数字型执行器和传感器都可以简单地连到AS—i

总线网络之上¨。1。

由于As—i接口直接与现场传感器和执行器

等连接且仅负责简单的数据采集与传输，因而具有

较高的实时性和可操作性HJ。从技术上讲，AS—i

总线是一种电缆解决方案，是一个针对数字量I／

0、智能传感器、模拟量I／O、编码器、光幕开关以及

急停开关等设备的简单两线制网络‘5I。

AS—i总线是一种采用单根电缆将传感器和

执行器连接到控制器并传输数据、提供电源的智能

网络，适用于工业环境恶劣的场合并且为较少I／O

点设备提供低成本控制总线解决方案。

1 AS—i总线技术特点

AS—i属于现场总线(FIELDBUS)下层设备层

的监控网络系统现场总线，它能够将二进制执行器

和传感器直接连接，形成自动化底层控制系统。

AS—i总线体系为主从结构。AS—i主机和控

制器(IPC、PLC、DC)总称为系统主站(MASTER)，

从站(SLAVE)具有两类：一类是带有AS—i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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芯片的智能传感器／执行器；另一类则是分离型I／

O模块连接的普通传感器／执行器。主从站之间使

用非屏蔽2芯电缆连接，2芯电缆除传输信号外同

时传输网络电源。

AS—i总线系统是一个开放系统，它通过主站

网关可以与多种现场总线(如FF、PR0nBUS、De．

viceNet、EtIlemet等)相连接。AS—i主站作为上层

现场总线的一个节点，又可以完全分散地挂接一定

量的AS—i。AS—i总线系统具有如下技术特

性∞J：①传输数据量：在1个周期内，每个从站与主

站的数据交换程度为4个输入位和4个输出位；②

传输介质：简单的非屏蔽2芯电缆或PEc导线，同

时提供传送数据和电源；③通信周期：1个标准As

—i系统最多有31个从站，轮询周期为5／10 ms；1

个扩展AS—i系统，最多有62个从站，轮询周期为
10 ms；④网络拓扑结构：总线型、星型、树型等各种

拓扑结构。

2高压配电室AS—i总线智能控制网络

设计

针对首钢水钢烧结厂高压配电室控制目标要

求，设计了以自动控制网络与计算机管理技术为核

心，采用西门子公司的PLC作为控制单元、AS—i

总线系统作为通讯载体的远程智能控制系统，见

图1。

ASI主站
图l 首钢水钢烧结厂高压配电室PRomUS与AS—i总线智能控制系统

ng．1 IlltelH寥nt∞n协0l sys自咖of PRonBUS柚d AS—i B邺of high—volta薛p0帆r mstribu戗蛐。蚰白rol r∞m

at me Sintering nant of轴伽g蛐g轴llich蚰g hⅥn&Sted(G唧)Co．I肺．

高压配电室控制智能系统网络由一个连接器

将主站与各从站串连，由主站连接器向主控制西门

子PLC进行通讯，形成各高压配电柜与控制器

PLC之间的智能控制网络。

(1)主网。采用标准化的PROFIBUS通讯协

议，通过专用PROFIBus通讯电缆，将As—i主站

与主控PLC的PROFIBuS通讯口相连，实现数字

化集中监控。

(2)高压室子网。采用国际化的AS—i标准

通讯协议，通过简单的非屏蔽双绞线电缆将每个高

压柜串连与主站相连，实现对各个高压柜信息的采

集及分布式控制。

AS—i网络的拓扑结构十分灵活，可以根据用

户需要配置。由于AS—i网络完全开放，所以没有

结构上的限制。此外，AS—i无需终端电阻，电源

和附加模块可以被放置在网络中的任何地方。这

种独具特色的方式不仅减少了网络长度，而且最大

限度地节省了安装时间‘2·5|。

3高压配电室As—i总线系统配置与报文

3．1高压配电柜

每台高压配电柜内对应有一个wAGO AS—i

地址输Ⅳ输出通讯模块，每一通讯模块具有一组
独立不重复的地址编码送入PLC，并通过PLC程

序编制实现如下功能：

(1)当高压开关柜手车运行至正常位置或储

能电机已经储能时，通过接触器辅助触点将开关信

号送人As—i通讯模块，通过主干PROFlBUS总线

向PLc传送，使中控电脑显示屏上实现监视高压

柜状态。

(2)在操作员需要对高压开关柜进行操作的

时候，用户可通过监控系统对高压柜进行合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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闸。合闸／分闸的状态也通过通讯传输到上位机监

控系统中，实现远程监控目的。

(3)从站AS—i通讯模块(图2)上设置有状态

显示灯和地址设置开关。状态显示灯用于检测本

台从站连接状态和监视输出／输人口的状态；地址

设置开关可以根据用户的自定义设置地址。

在As—i报文中，从站应答信息为：①sT起始

位：从站应答开始，0为有效，1为无效；②10～13信

息位：要传输的信息(4位)，应答类型；③PB奇偶

校验位：从站应答信息中不包括结束位为l的个位

总和必须是偶数；④EB结束位：应答结束，o为无

效，1为有效。从站之间的AS—i通讯电缆不可与

其它供电电缆共用线槽，避免发生通讯干扰而影响

控制和信号监控，建议使用专门的AS—i线槽敷设

线路。

图2从站AS—i通讯模块图

F电．2 C咖municanon modIlle chan

ofAS—i妯ave—薯60n

3．2主站配电箱

主站中设置有PROFIBUS总线模块、总线供电

模块和As—i信号总站模块(图3)。As—i电源电

压为29．51～31．5 VDC，向各从站传感器／执行器

提供的电源电压也为29．51～31．5 VDC(+10％或

一15％)。

在一个AS—i总线系统中，AS—i电源提供给

31个从站的最大电流为2 A，所以各从站平均消耗

电流为65 mA。由于从站驱动执行器功率较大，实

际所需电流大于65 mA，所以需要利用外接辅助供

电模块(WAGO专用AS—i供电模块)对总线进行

供电，以保证总线正常运行。

AS—i主站模块(型号：WAGO 75l一350I)无

需设置AS—i地址，模块的LED指示灯显示AS—i

总线状态和通讯状态。

在AS—i报文中，主站请求信息为：①ST起始

位，主站请求开始，O为有效，1为无效；②sR控制

位，数据／参数／地址位或命令位，0为数据／参数／

地址位，1为命令位；③A0一A4从站地址位被访问

的从站地址(5位)；④10一14信息位，要传输的信

息(5位)，请求类型；⑤PB奇偶校验位，主站请求

信息中不包括结束位为1的个位总和必须是偶数；

⑥EB结束位，请求结束，o为无效，1为有效。

图3 AS—i主站模块图

ng．3 AS—i m嬲ter sta廿on modllle chart

PROFIBUS总线采用WAGO 750—333模块，

通过WAGO内部的K—BUS模块总线与AS—i主

站模块通讯，将所有AS—i总线数据通过PROFI—

Bus总线向PLc传送，PROFIBus总线模块设置为

PROFIBUS地址。

AS—i总线总传输速率为167 kB／s，允许的网

络传输速率为53．3 kB／s，其传输速率优于其它现

场总线系统。

3．3上位机监控系统

当AS—i系统构建完毕后，用户即可通过西门

子PLC系统的PROFIBuS地址搜寻AS—i总线信

号。由于AS—i系总线信号均为开关量信号，所以

校对之后就可对As—i从站设备进行控制。
3．4 AS—i总线系统报文

在AS—I总线系统主从结构中，主站所发出报

文在系统数据交换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主站请求

报文共有9种，数据和参数传输报文有2种；设置

和改变从站地址报文有2种；对从站进行识别和查

询报文有5种。9种报文分别是：①数据交换：从

站向主站传测量数据，主站下达控制指令给从站；

②写参数：从站功能设置(如传感器测量范围、激

活定时器、在多传感器系统中改变测量方法等)；

③地址分配：主站对运行从站自动设置原有地址；

④复位：使被呼叫从站地址恢复到初始状态，从站

用06 H回答，整个过程需2 ms；⑤删除操作地址；

⑥读L／O配置；⑦读ID编码；⑧状态读取：读取从

站状态数据，获取在寻址及复位过程中出现的错误

信息；⑨读出状态和状态删除：读出从站状态缓冲

器的内容然后删除。

4结语

首钢水钢64、74烧结厂高压配电室AS—i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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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FIBUS总线智能控制系统自2009年9月投入

使用至今，控制系统运行状态稳定良好。该工程应

用表明：

(1)AS—i总线系统投资低。系统仅需购置从

站模块、主站模块、总线供电模块，此外，AS—i专

用通讯扁平电缆安装方便、价格便宜并且具有电源

与信号通用特点。

(2)AS—i总线系统调试简单、容错性强，只需

寻址读写即可对设备进行控制与监控；当AS—i电

缆被切断(如错误短接或故障断开)使主站不能访

问位于断点一侧从站时，位于主站一侧从站仍可以

被主站呼叫。

(3)AS—i总线系统通讯速度快。与其他总线

系统(例如RS485、RS232)相比，具有通讯速度快、

实时性强的特点。

(4)将As—i和PROFIBus总线结合在一个组

合总线系统内，无论是控制、信号传输或低压开关

这两个系统都能够很好地协调并进行集成化的通

讯。高效的协作意味着过程变得更加优化和透明，

数据交换、安装和调试更加快速，时间和物料成本

更低。

首钢水钢烧结厂高压配电室AS—i与PROFI．

BuS总线是一种经济、方便、简单的网络构架，其

控制系统构建理念具有一定的超前性。AS—i总

线系统实现为工控及其它领域串行布线提供了切

实可行的方法，能够较好解决并行布线不经济、布

线繁杂等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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