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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基康 6180 型垂直固定式测斜仪用于长期监测堤

坝、基础墙等类似建筑的变形情况。测量原理是利用

MEMS 倾角计监测结构中安装的测斜管指定深度的静

态倾斜变化。该仪器旨在安装于钻孔或填筑体内的标

准测斜管中，能够准确监测钻孔剖面的变形情况。 

每支传感器由密封在不锈钢壳体内可寻址的微机

械电子系统（MEMS）传感器组成。该设备能够测量 A

和 B 两个轴的倾斜。传感器还内置有温度传感器，用

以监测环境温度。 

传感器之间采用快速连接球头来实现机械连接，

使得传感器之间的相对运动不受阻碍并能适应测斜管

的任何方向的扭转。供电及通讯方面，传感器使用四

芯总线电缆和防水型连接器来彼此连接成串。 

传感器进行统一编号和校准。另外提供传感器率

定表，给出传感器输出值和倾角之间的关系。 

测斜仪系统连接到数据采集设备（电脑、数据记

录仪、SCADA 系统等）时，须通过用户定制长度的电

缆进行数据采集。 

2. 安装 

2.1 初步检查 
传感器在安装之前应进行读数检查，步骤如下： 

1) 根据传感器上的标签和提供的资料，按正确的

顺序放置传感器。 

2) 从第一支（即最底部）传感器开始，将第二支

传感器的公插头插入第一支传感器的母插头中，

传感器连接完成。继续以此方式首尾相接，直

到完成整条测斜仪的连接。 

  

图 1  电缆连接 

注意！连接传感器时，确保公插头表面的凸起的

方向标志点与母插头表面的两个方向标志点对齐。这

样可以确保插针和插孔在连接器内部对齐。将插头插

座推到一起压紧，直到完全无间隙配合。 

 

图 2  已连接的电缆 

3) 将连接好的测斜仪电缆与 8020-38 型转换器、

电脑或数据记录仪相连（见第 2.6 节）。 

4) 将第一支传感器置于铅直状态并观察读数。读

数时，倾斜传感器必须保持稳定。观察到的读

数应接近出厂时垂直向读数。当向正方向（例

如传感器上标记的 A+或 B+）倾斜传感器时能

使读数变大，而向负方向（A -或 B-）倾斜传感

器时则使读数变小，读数设备上显示的温度应

接近环境温度。重复上述步骤，依次检查其余

传感器。  

5) 初步检查完成后应断开电缆和读数设备，并断

开传感器之间的连接。 

6) 若初步检查失败，应参考第 5 节中的故障排除。 

2.2 安全钢缆 
基康公司强烈建议将安全钢缆固定到最底部（末

端）的传感器上，以保证在发生意外时可用安全钢缆

将仪器从测斜管中拉出，更主要的则是方便在安装过

程中将整个组件（传感器串）逐步放入测斜管中。 

6180-6 型安全钢缆组件可从基康公司购买，包括

客户指定长度的航空钢丝绳（07-125SS316-E/M）、预

先连接的吊环螺栓和六角螺母、固定组件所需的所有

硬件。 

完成以下各步，以使用安全钢缆连接底端的传感

器： 

1) 将安全钢缆的上端固定在孔口搭设的安装架上，

或固定在较大的物体上避免整根钢缆意外掉入

测斜管中。 

2) 将两颗六角螺母从吊环螺栓上拆下。 

3) 将吊环螺栓穿过终端传感器的两个连接孔。 

4) 将两颗螺母安装到螺栓上并使用两把 5 寸左右

的活动扳手拧紧，从而将安全钢缆固定在底部

传感器上。 

5) 将安全钢缆的顶端一侧系在合适的固定点。请

按照 2.5.1 节的步骤正确安装安全钢缆卡。 

下图为安全钢缆在底部传感器上的固定方式。 

 

图 3  安全钢缆在传感器上的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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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传感器方向 
安装于测斜管中的测斜仪滑轮组件的朝向应保持

相同。滑轮组件在出厂时已安装，高轮指向传感器 A+

（如左图 4 所示）方向，在传感器上也标有轴向。 

A+方向应与土体预期的滑动方向保持一致，即被

监测的开挖方向或预期的坡体的下坡方向。 

MEMS 传感器同时监测 A 和 B 两个方向。从上向

下俯视时，B+方向是从 A+方向顺时针旋转 90 度的方

向。 

 
图 4  A 轴与 B 轴方向 

2.4 传感器安装 
首先要安装的传感器是底部传感器（6180T），包

括两组滑轮。 

2.4.1 悬挂第一个传感器 
1) 先将 6180T 即底部传感器插入测斜管中，确保

滑轮方向和轴向正确（见第 2.3 节），电缆公插

头（或连接球头一端）朝向测斜管顶部即向上。 

2) 连接好安全钢缆后，将第一支传感器放入测斜

管中，直到支承孔靠近测斜管管口。 

3) 使用直径 6mm 的螺丝刀或钢杆穿过传感器侧

面的支承孔作为横担，以将传感器悬挂在测斜

管管口，见下图。 

 
图 5  安全钢缆吊环螺栓孔与支承孔 

 

图 6  传感器支承方式 

2.4.2 第二支传感器与第一支传感器的连接 
1) 6180 测斜仪其中一端的连接器预先安装有带

倒钩的锁定销和弹簧套。 

 

图 7  预安装的锁定销及弹簧套 

2) 按住倒钩，同时拉住拉环即可拔出锁定销。 

 
图 8  取下锁定销 

3) 向传感器中间拉动弹簧套，通过横向移动将第

一个传感器的球头卡入第二个传感器接头的凹

槽内。 

 
图 9  拉回弹簧套 



GK-6180型垂直固定式测斜仪安装使用手册（Rev.A）   3 

 

4) 松开弹簧套，即可卡住球头，确保弹簧套回到

初始位置。 

 

图 10  卡入球头 

5) 重新插入锁定销，以防弹簧套在使用时移动。 

 
图 11  完成连接 

6) 将第一个传感器信号线的公插头与第二个传感

器信号线的母插头连接。 

注意！连接传感器时，确保母插头外侧的两个凸

起点与公插头表面的凸起点对齐，从而确保锁定销和

插座在连接器的内部准确对齐。将公、母插头插紧直

到完全形成无间隙配合。 

 

图 12  电缆连接详情 

7) 将绑扎带穿过槽孔并环绕安全钢缆，然后将公

插头电缆固定到第二个传感器的测斜仪壳体上，

这有利于减轻接头的拉应力防止连接器被拉开。

剪掉绑扎带多余部分，见下图。 

 

图 13  绑扎带捆扎固定电缆 

8) 将螺丝刀/钢杆从连接安全钢缆的第 1 个传感

器上拔出，将第 2 个传感器缓慢放入测斜管中，

直到 第二支传感器器支承孔紧挨着测斜管管

口，确保传感器插入测斜管时 A+方向（即导轮

方向）正确。 

9) 将螺丝刀或钢杆穿过第 2 个传感器支承孔形成

横担，通过支承孔将已连接的传感器串悬挂在

测斜管顶部。 

10) 重复上述第 2 步至第 9 步，完成后续传感器的

安装直到所有传感器连接安装完毕，形成传感

器串。  

11) 将最顶端传感器的公插头插入到读数电缆

（6180-3-1、6180-3-2或 6180-3V）的母插头中，

读数电缆的另一端与读数设备或数据记录仪相

连。 

2.5 安装孔口悬挂支架 
为确保将传感器串安装到准确的深度，将传感器

长度累加得到整串测斜仪长度，然后从所需的传感器

串长度（即测斜管顶部到传感器串底部之间）中减去

该值， 得到悬挂钢缆长度（注意：悬挂钢缆不是安全

钢缆，两者各自独立存在）。  

注意：基康公司强烈建议将传感器串悬挂在距离

测斜管底部至少 150 毫米以上的空间，以预留泥沙淤

积和测斜管沉降带来的深度不足等问题。 

2.5.1 钢缆组件连接至悬挂支架 
1) 将所提供的钢缆套环（鸡心环）穿过悬挂支架

的下端的金属环（6180-2）。 

2) 将悬挂钢缆组件（6180-1）的末端穿过悬挂支

架下端的金属环。 

3) 将缆绳穿过金属环，直到从悬挂支架的支承端

到悬挂支架连接器凹槽的距离等于前面所计算

的钢丝绳长度。 

4) 将钢缆的“末端”折回“活动端”，然后将其中

一个提供的 U 型卡（即钢丝绳卡）固定到电缆

上，距离悬挂支架的底部金属圈约 90mm 处。

（用手带紧 U 型卡螺母，但不要拧死）。 

5) 将 U 型卡固定，使 U 型螺栓的两端朝向钢缆

的“活动端”，如下图所示。 

 
图 14  连接第一个 U 型卡（钢丝绳卡） 

6) 将固定钢缆穿过钢缆套环（鸡心环）。 

7) 调整钢缆长度保持折返段两段钢缆长度一致，

将第二个 U 型卡安装在套环根部的钢缆处（如

下图所示）。 

 
图 15  连接第二个 U 型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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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调整第一个 U 型卡，使“折返长度”约为 80mm。 

9) 轻轻拉紧钢缆以消除所有松弛，用大约 65N/m

的扭矩拧紧 U 型卡螺母。 

10) 如有必要，可在第一个和第二个 U 型卡间增加

第三个 U 型卡。 

11) 修剪或用胶带缠紧末端多余的钢缆。 

 
图 16  组装完毕的悬挂钢缆示例 

 

2.5.2 悬挂钢缆组件连接至传感器串 
悬挂钢缆组件连接到传感器串，类似于传感器彼

此间的相连方法。有关说明步骤，请参见第 2.4.2 节。 

1) 按住倒钩同时拉出拉环，即可取下悬挂连接器

上的锁定销。 

2) 缩回悬挂连接器上的弹簧套，将传感器顶端的

球头卡进悬挂连接器上。 

3) 松开弹簧套，即可将球头螺柱固定在弹簧套内。 

4) 重新插入锁定销，以防弹簧套在使用时缩回。 

2.5.3 下放最顶端的传感器 
将最顶部（即最后一支传感器）的传感器放入测

斜管中，并将悬挂支架固定在测斜管顶部。 

注意！ 确保测斜管的顶部边缘相对方正，以正确

安装悬挂支架。 

安装后可立即进行读数，但由于在安装后，传感

器串的结构本身需要一定时间的稳定，基康公司建议

针对一段时间（1-3 天）内的数据进行评估，以确定传

感器串在足够稳定时建立初始读数（即取基准值）。 

2.6  8020-38 型 RS-485 与 TTL/USB 转换器 
基康可提供 8020-38 型可寻址总线转换器，用于

将可寻址的传感器串连接到个人计算机、读数仪、数

据记录仪以及可编程序逻辑控制器等。该转换器使用 

TTL 或 USB 端口，在读数装置和支持基康 RS-485 协议

的传感器串之间充当桥接器。 

欲了解更多信息，请参考 8020-38 型产品使用说

明书。 

 

图 17  8020-38 型 RS-485 到 TTL/USB 信号转换器 

注：您使用的数据记录仪必须有支持的端口可用。 

 如果您的数据记录仪没有 RS-485 通信接口，请

按图 18 连接（需使用 8020-38 信号转换器）。 

 
图 18-无 RS-485 通信接口的数据记录仪的连接 

 如果您的数据记录仪有 RS-485 通信接口，请按

图 19 直接连接。 

 

图 19 有 RS-485 通信接口的数据记录仪的连接 

2.7 四针防水连接器 
四针连接器公母插头的引出线如下图所示。每根

导线的功能详见下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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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0 防水公插头 

 

图 21 防水母插头 

插针 电线颜色 功能 

1 红 电源+ 

2 黑 接地 

3 白 RS-485+  

4 绿 RS-485-  

表 1  防水公母插头引脚功能定义 

3. MODBUS RTU 协议 

3.1  MODBUS 概述 
6180 型倾角仪使用行业标准 Modbus 远程终端

单元 (RTU) 协议与选定的读数方法进行通信。 顾名

思义，Modbus 旨在所谓的总线网络上工作，这意味

着每个设备都会接收通过网络传递的每条信息。 6180 

型倾角仪使用 RS-485 电气接口，是因为该接口简单、

易用，已成为一个强大的工业物理层得到广泛运用。 

有关 Modbus 的更多信息，请访问以下网站：

http://www.modbus.org/specs.php 

3.2  MODBUS RTU 概述 
Modbus RTU 协议利用数据包（由多个分组队列消

息）在网络上的设备之间进行通信和数据传输。这些

数据包一般格式如下： 

1) Modbus 地址（单字节）—总线上特定设备的

地址 （在传感器上标记为 #1、#2、#3 等） 

2) 功能代码（单字节）—由从设备执行的动作。  

3) 数据（多字节）—正在发送的功能代码的有效

数据。  

4) 循环冗余校验或 CRC（两个字节）：对数据包

中的其他字节计算的 16 位数据完整性校验。 

3.3  MODBUS 协议 
最新的传感器读数存储在内存寄存器中，使用 

Modbus 命令读取。 角度和温度读数可用于处理或前

导格式。 寄存器地址和格式如表 2 所述。 注意：基

康公司在工厂校准过程中已将仪表系数和偏移量存储

在传感器中，因此，A 轴和 B 轴的输出都是校正值。 

表 3 显示了设备控制地址。 写入触发地址的任何

非零值都会启动一个测量周期，以刷新角度和温度测

量寄存器。 在最新的测量周期中检测到的任何异常都

会产生一个非零错误代码。 有关这些代码的解释请参

阅附录 C。 Flash 密码可防止意外写入表 4 中的非易

失性存储器和表 5 中的预编程设备信息。请联系基康

公司获取更多说明。 

寄存器 

地址 

字

节 
字 参数 

单

位 
类型 

访问 

权限 

0x100 
0 

LSW 

A-轴 度 float 

RO 

1 

0x101 
2 

MSW 
3 

0x102 
4 

LSW 

B-轴 度 float 
5 

0x103 
6 

MSW 
7 

0x106 
12 

LSW 

温度 °C float 
13 

0x107 
14 

MSW 
15 

0x108 
16 

LSW 
A-轴（未

修正） 
度 float 

17 

0x109 
18 

MSW 
19 

0x10A 
20 

LSW 
B-轴（未

修正） 
度 float 

21 

0x10B 
22 

MSW 
23 

0x10E 
28 

LSW 
热敏电

阻 ADC 
N/A uint16 

29 

0x117 
46 

 错误码 N/A uint16 
47 

表 2  寄存器地址和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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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存器 

地址 

字

节 
字 参数 单位 类型 

访问

权限 

0x118 
48 

 
触发

器 

不适

用 
uint16 

RW 

49 

0x119 
50 

LSW 

密码 
不适

用 
uint32 

51 

0x11A 
52 

MSW 
53 

0x11B 
54 

 
测量

周期 

不适

用 
uint16 

55 

表 3  设备控制器地址 

寄存器 

地址 

字

节 
字 参数 

单

位 
类型 

访问

权限 

0x200 

0 

 

下位机

（传感

器）地址 

不

适

用 

uint16 

RO 

1 

0x201 
2 

传感器

类型 

不

适

用 

string 

3 

0x202 
4 

5 

0x203 
6 

7 

0x204 
8 

9 

0x205 
10 

11 

0x206 
12 

13 

0x207 
14 

15 

0x208 
16 

17 

0x209 
18 

LSW 

序号 

不

适

用 

uint32 
19 

0x20A 
20 

MSW 
21 

0x20B 

22 

 

软件版

本 

不

适

用 

uint16 
23 

0x20C 

24 
硬件版

本 

不

适

用 

uint16 
25 

表 4  非易失性存储器 

寄存器 

地址 

字

节 
字 参数 

单

位 
类型 

访问

权限 

0x20D 
26 

LSW 
A 轴偏

移量 
度 float 

RO 

27 

0x20E 
28 

MSW 
29 

0x20F 
30 

LSW 
B 轴偏

移量 
度 float 

31 

0x210 
32 

MSW 
33 

0x213 
38 

LSW 
A 轴仪

器系数 
度 float 

39 

0x214 
40 

MSW 
41 

0x215 
42 

LSW 
B 轴仪

器系数 
度 float 

43 

0x216 
44 

MSW 
45 

表 5-预编程设备信息 

4. 数据处理 

4.1 倾斜计算 
6180 型测斜仪传感器的输出是经修正的倾斜角。

标准传感器具有±90°的全量程和±15°的校准（率

定）量程范围。仪器系数和偏移量的寄存器数值根据

校准数据在出厂时写入到寄存器中。 

= G×R-偏移量 

式中： 

 = 传感器修正的倾角 

G = 仪器系数 

R = 传感器的未修正读数 

 

4.2 挠度计算 
相对于垂直线，顶部穿过底部的横向偏移量（D）

等于： 

D = L×sin 

式中： 

L = 传感器长度（通常为 mm） 

 = 传感器倾角，如上所述。 

钻孔剖面根据下段开始的横向偏移的累积和进行

构建。见下图示例。 

纵垂直线，上段顶部穿过下段底部的总横向偏移

为： 

D 总= L1sin1 + L2sin2 + L3sin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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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  组装示例 

4.3 温度修正 
在给定的安装条件下，温度能影响倾斜变化，因

此，每支传感器都配有测量传感器温度的装置。这样

就可以将温度引起的倾斜度变化与其他因素引起的倾

斜度区别开来。 

需要注意的是，温度的突变可能引起结构和传感

器发生短暂的物理变化，这将在读数中显现出来。因

此应始终记录传感器温度，并且尽量在仪器和结构处

于热平衡时读数，最佳监测时间往往是傍晚或清晨的

几个小时内。 

 

4.4 环境因素影响 
安装测斜仪的目的是监测现场工况，应观察和记

录可能影响这些工况的外部因素。看似微小的影响可

能会对被监测的结构产生重要影响，也可能是发生潜

在问题的早期征兆。这些因素包括但不限于：暴风、

降水、潮汐或水库水位、开挖和填方顺序、交通、温

度和气压变化、周围建筑人员活动、季节变化等等。 

 

5. 故障排除 

6180 型测斜仪的维护和故障排除仅限于钢缆连

接的定期检查。传感器本身是密封的，不能打开检查。 

如果有问题，查看下列问题及解决方法。Modbus

错误代码参考附录 C。如果仍有问题，咨询基康公司

以协助解决。 

症状：测斜仪读数不稳或无法读数 

 附近是否有电噪源？大多数电噪源可能来

自发动机、电动机和天线。 

 检查所有电缆连接、终端和插头。 

 倾斜传感器或连接器可能进水，可能无法补

救。 

 

 

 

 

 

 

 

 

 

 

 

L3 

L2 

L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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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规格 

量程
1
 ±90° 

分辨率
2
 ±0.00025°(±0.004 mm/m) 

精度
3
 ±0.0075° (±0.13 mm/m) 

非线性 

±8°范围内±0.0168° 

(±0.29mm/m) 

±15°范围内±0.0321° 

(±0.56mm/m) 

温度相关的不确定性 ±0.019°/℃(±0.33 mm/m/℃) 

工作温度 -40℃~80℃(-40 至 176 ℉) 

电源电压 12VDC±20% 

工作电流
4
 12mA±1mA 

待机电流
4
 2mA±0.1mA 

最大电流
5
 500mA 

传感器直径 25.4mm 

标准传感器长度
6
 0.5m,1m,2m,3m 

传感器重量 
0.5m：0.55kg； 1m：0.97kg；2m：

1.80kg；3m：2.64kg 

材料 316 不锈钢，工程聚合物塑料 

电缆 四芯屏蔽，聚氨酯护套，直径：7.9mm 

最小传感器间距 0.5m 

接口 RS-485 

协议 Modbus 

波特率 115,200 bps 

温度精度 ±0.5℃ 

防护等级 IP68 至 3Mpa(300m 水头) 

允许的最大传感器串

重量 
113kg 

适用测斜管范围 Φ58mm~Φ90mm 

表 6  6180 型测斜仪规格 

注： 

1. 率定（校准）范围：±15°； 

2. 置信区间为 99%（例如，100 个单独读数中有

99 个在此范围内）； 

3. 包括测试过程中的随机游动（没有明显的原因

的连续读数之间的变化）和地面震动噪声； 

4. 每支传感器单独的消耗； 

5. 整个传感器串的最大消耗； 

6. 可根据仪器自定义间距。 

 

 

 

 

可选装的零部件清单 

6180-0.5M IPI MEMS 可寻

址，垂直 

双轴，段长 = 0.5M 

6180-1M " " " 双轴，段长 = 1M 

6180-2M " " " 双轴，段长 = 2M 

6180-3M " " " 双轴，段长 = 3M 

6180T-0.5M IPI MEMS 可寻

址，垂直，终端 

双轴，段长 = 0.5M 

6180T-1M " " " 双轴，段长 = 1M 

6180T-2M " " " 双轴，段长 = 2M 

6180T-3M " " " 双轴，段长 = 3M 

6180-1 悬挂钢缆组件 需指定航空钢缆 07

‑125SS316 的长度 

6180-2 悬挂支架  

6180-6 安全钢缆组件 需指定航空钢缆 07

‑125SS316 的长度 

6180-3-1 顶部读数电缆 /

裸露导线，< 50 

FT 

需 指 定 信 号 电 缆

02-313P9LTD 的长

度 

6180-3-2 顶部读数电缆 /

裸露导线，50 FT

‑100 FT 

需 指 定 信 号 电 缆

02-313P9LTD 的长

度 

6180-3V 顶部读数电缆 /

裸露导线，> 100 

FT 

指定所需信的号电

缆 02-313P9LTD 的

长度 

07 ‑

125SS316 ‑

M 

航空钢丝绳，1/8"，米制 

02 ‑

313P9LTD‑

M 

低温聚氨酯电

缆，0.313"，紫

色 

 

表 7   6180 型测斜仪零件表 

 
图 23 6180-0.5M、1M、2M、3M、2FT、5FT、10FT 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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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  6180T-0.5M、-1M、-2M、-3M 型 

 
图 25  6180-1 型悬挂钢缆组件 

 
图 26  6180-2 型悬挂支架 

 
图 27  6180-3-1 和 6180-3-2 型顶部读数电缆，< 15m 

 
图 28  6180-3V 型顶部读数电缆，> 30m 时 T 

 
图 29  6180-6 型安全钢缆组件 

附录 B.率定表表样 

 

图 30  6180 型传感器 A 轴率定表表样 

 

图 31  6180 型传感器 B 轴率定表表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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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MODBUS 可寻址系统 

C.1 MODBUS 通信参数 
端口设置 要求值 

波特率 115,200 bps 

数据位 8 

校验 N 

停止位 1 

流控制 N 

表 8  Modbus 通信参数 

C.2 错误代码 
代

码 
名称 原  因 解决方法 

2 
温度传感

器范围 

所测温度超出范

围，热敏电阻可能

过热、过冷或可能

损坏。 

使用相邻的传感

器验证或估算温

度。 

4 
温度传感

器验证 

辅助温度传感器的

精度与主传感器差

别太大 

使用相邻的传感

器验证或估算温

度。 

8 系统复位 
此前测量过程中出

现意外中断 

确保电压符合要

求并保持电源供

电充足 

表 9  错误代码 

注意：传感器以二进制代码存储和传输错误以压

缩信息。 尽管不太可能，但在一个测量周期内可能会

出现两个错误。 结果代码将是错误编号的总和，例如，

错误 4 加上错误 8 显示为数字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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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D.CRBASIC 编程 

D.1 CR1000 编程示例 
下面示例程序读取带有三个双轴传感器的 6180

型传感器。本例中的传感器串通过设置到 COM1 的控

制端口 C1 和 C2 与 CR1000 通信，需要用到 RS-485 到

TTL 转换器。 

Public ErrorCode ‘从Modbus指令返回的错

误代码’ 

Public A_Axis_Degrees(3) ‘A 轴度数输出’ 

Public B_Axis_Degrees(3) ‘B 轴度数输出’ 

Public Celsius(3) ‘摄氏温度’ 

Public Count ‘通过传感器的计数增加’ 

 

'Define Data Tables 
DataTable(Test,1,-1)  

Sample (3,A_Axis_Degrees(),IEEE4) ’储存‘A 轴角度 

Sample (3,B_Axis_Degrees(),IEEE4) ”储存‘B 轴角度 

Sample (3,Celsius(),IEEE4)  ‘储存热敏电阻摄

氏温度 

EndTable  

'Main Program 
BeginProg 

'Open COMport with TTL communications at 115200 baud rate 
SerialOpen (Com1,115200,16,0,50) 

'Read 3 sensors in MEMS String every 10 seconds Scan 
(10,Sec,0,0) 

'Loop through addresses of connected String For Count = 1 
To 3 

'Reset temporary storage for both Degrees and Temp so 
not to retain 

'previous reading 
A_Axis_Degrees(Count) = 0 
B_Axis_Degrees(Count) = 0 Celsius(Count) = 0 
'Flush Serial between readings 
SerialFlush (Com1) 
'Write to register to begin reading MEMS String 
NOTE: ModbusMaster won't send 0x118 unless "&H119" 

is 'entered 
ModbusMaster 

(ErrorCode,Com1,115200,Count,6,1,&H119,1,1,50,0) 
'Delay after write register 
Delay (1,1,Sec) 
'Use Modbus command to retrieve A Axis and B Axis 

Degree Readings 
ModbusMaster 

(ErrorCode,Com1,115200,Count,3,A_Axis_Degrees(Count),&H101,1,
1,50,0) ModbusMaster 
(ErrorCode,Com1,115200,Count,3,B_Axis_Degrees(Count),&H103,1,
1,50,0) 

'Use Modbus command to retrieve Thermistor Celsius 
from string 

ModbusMaster 
(ErrorCode,Com1,115200,Count,3,Celsius(Count),&H107,1,1,550,0) 

'Delay before proceeding to next reading 

Delay (1,1,Sec) 
Next 

'Call Table to store Data CallTable Test 
NextScan 

EndProg 

D.2 CR6 编程示例 
下面示例程序为读取带有三个可寻址传感器的

6180 型传感器。本例中的传感器串通过设置为 ComC1

的控制端口 C1 和 C2 与 CR6 通信。CR6 内置 RS 485，

所以不需要 RS-485 到 TTL 转换器。 

Public ErrorCode ‘Modbus 指令返回错误代

码’ 

Public A_Axis_Degrees(3) ‘A 轴度数输出’ 

Public B_Axis_Degrees(3) ‘B 轴度数输出’ 

Public Celsius(3) ‘摄氏温度’ 

Public Count ‘通过传感器的计数增加’ 

 

'Define Data Tables 
DataTable(Test,1,-1)  

Sample (3,A_Axis_Degrees(),IEEE4)  储存 A 轴角度数 

Sample (3,B_Axis_Degrees(),IEEE4)  储存 B 轴角度数 

Sample (3,Celsius(),IEEE4) 储存热敏电阻摄

氏温度值读数 

EndTable  

 

'Main Program 
BeginProg 

'Open COMport with RS-485 communications at 115200 baud 
rate 

SerialOpen (ComC1,115200,16,0,50,3) 
'Read 3 sensors in MEMS String every 10 seconds 
Scan (10,Sec,0,0) 

'Loop through addresses of connected String 
For Count = 1 To 3 

'Reset temporary storage for both Degrees and Temp so 
not to retain 

'previous reading 
A_Axis_Degrees(Count) = 0 
B_Axis_Degrees(Count) = 0 
Celsius(Count) = 0 
'Flush Serial between readings 
SerialFlush (ComC1) 
'Write to register 0x118 to trigger string 
'NOTE: ModbusMaster won't send 0x118 unless "&H119" 

is entered 
ModbusMaster 

(ErrorCode,ComC1,115200,Count,6,1,&H119,1,1,10,0) 
'Delay after write register 
Delay (1,1,Sec) 
'Use Modbus command to retrieve A Axis and B Axis 

Degree Readings 
ModbusMaster 

(ErrorCode,ComC1,115200,Count,3,A_Axis_Degrees(Count),&H101,
1,1,10,0) 

ModbusMaster 
(ErrorCode,ComC1,115200,Count,3,B_Axis_Degrees(Count),&H103,
1,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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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 Modbus command to retrieve Thermistor Celsius 
from string 

ModbusMaster 
(ErrorCode,ComC1,115200,Count,3,Celsius(Count),&H107,1,1,10,0) 

'Delay before proceeding to next reading 
Delay (1,1,Sec) 

Next 
'Call Table to store Data 
CallTable Test 

NextScan 
EndPro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