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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概 述 

感谢您购买我们的产品！ 

BT9059/9559 可编程彩色调节（记录）仪表是厦门伯特自动化工程有限公司利用雄厚的技术基

础多年的仪器仪表开发、应用经验而研发的新产品，其性能、技术指标在国内同类型产品中处于领

先地位。 

BT9059/BT9059 支持最大 18 个直接输入通道、18 路调节输出和最多 16 路报警。可存储 10 组

工艺曲线，每组 30 段，工艺文件可以通过 SD 卡或 U 盘上传或下载。多 CPU 结构在多通道数据处理

记录的同时，不影响各自测控调节的实时性。还可以通过数据接口扩展外部记录通道。功耗低、精

度高、通用性强、运行稳定、可靠等。由于取消了复杂的机械部件，不存在机械部件磨损问题，从

而减少了服务费用和工作量。万能输入通道使得用户可以在线任意选择热电阻、热电偶、标准信号

等全范围输入，广泛应用于石油、化工、机械、制药、冶金、电力、环保及食品等行业。 

在使用前请务必核对您购买的产品型号，仔细阅读本说明书的相关章节，确保仪表正常投入

运行！如果您正在使用的产品还没有获得授权（例如样机等），在使用期限到达后，仪表会停止运

行并提示需要输入注册码，并非属于故障。您只要与销售商联系，在办理完相关手续后即可获得

注册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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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技术指标 

2.1 通道数  

本机最多 18 通道直接测量输入，18 路调节输出，18 路报警输出； 

2.2 测量输入 

线  性  电流：0~10mA、0~20mA、4~20mA 

线  性  电压：0~20mV、0~60mV、0~100mV、0~1V、0.2~1V、0~5V、1~5V、0~10V、-5V~5V 

热 电 阻：Pt100、Cu50 

热 电 偶：K、S、B、E、J、N、Wre325、T 

 

2.3 调节输出                   

线性电流、线性电压；单相可控硅过零触发等等，详见后文“选型说明”。 

2.4 报警输出 

      继电器开关量、固态继电器触发。 

2.5 测量准确度：BT9559 ±0.3%；BT9559 ±0.1%； 

2.6 记录间隔：1 秒~12 个小时可设定。 

2.7 记录容量：480~960MBit，另可扩展 2~4G SD 卡 

2.8 记录时间 

T（h）={[(存储器容量(MBit)×131072)/(通道总数×3+6)]×记录间隔(S)}/3600 

2.9 屏显分辨率： 

800*480；实时曲线最大分辩率：1 字/秒； 

2.10 电源： 

85~265VADC, 45~55Hz 

2.11 尺寸 

175mm×145mm×75mm，板后深度：50mm       开孔尺寸：138
1

0


mm×138

1

0


mm 

 

2.12 存放条件 

温度：-20~65℃，避免日光直晒      湿度：<85%RH（无凝结） 

2.13 工作条件 

温度：-10~55℃ 

湿度：10%~85%RH（无凝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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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选型说明 

3.1 选型表                                                 表 3.1 

BT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说  明 

系列号 型号 内存 输入 输出 1 报警 1 输出2 报警2 USB 通信 扩展 

 1009    7’彩色触摸屏薄型 1~2 通道调节记录仪，

30 段×10 组工艺编程 

9059    7’彩色触摸屏薄型 1~18 通道调节记录仪，

30 段×10 组工艺编程 

 480   480MB 内存 

960   960MB 内存 

 N   无输入通道 

1   1 个直接测控通道 

2   2 个直接测控通道 

 N   1 通道无调节输出 

L   1 通道选配 mA 线性电流输出 

J   1 通道选配继电器开关输出 

J3   1 通道选配无触点过零开关输出（常开） 

K   1 通道选配固态继电器触发输出 

K1   1 通道选配单路可控硅过零触发输出 

V1   1 通道选配 12V 馈电输出（传感器电源） 

V2   1 通道选配 24V 馈电输出（传感器电源） 

 N   报警 1 无输出 

J   报警 1 继电器输出 

K   报警 1 选配固态继电器触发输出 

K1   报警 1 选配单路可控硅过零触发输出 

V1   报警 1 选配 12V 馈电输出（传感器电源） 

V2   报警 1 选配 24V 馈电输出（传感器电源） 

 N   2 通道无调节输出 

L   2 通道选配 mA 线性电流输出 

J   2 通道选配继电器开关输出 

J3   2 通道选配无触点过零开关输出（常开） 

K   2 通道选配固态继电器触发输出 

K1   2 通道选配单路可控硅过零触发输出 

V1   2 通道选配 12V 馈电输出（传感器电源） 

V2   2 通道选配 24V 馈电输出（传感器电源） 

 N   报警 2 无输出 

J   报警 2 继电器输出 

K   报警 2 选配固态继电器触发输出 

K1   报警 2 选配单路可控硅过零触发输出 

V1   报警 2 选配 12V 馈电输出（传感器电源） 

V2   报警 2 选配 24V 馈电输出（传感器电源） 

 N   无 USB 接口 

U   具备 USB 接口 

 N  无通信接口 

R  具备 RS232 通信接口 

S  具备 RS485 通信接口 

P  具备 RS232 打印接口 

 N 无外部扩展通道接口 

Tn 扩展外部通道接口及扩展的通道数。例如：

扩展了 3 个外部通道，则用 T3 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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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安装与接线 

4.1  外形尺寸： 

开孔尺寸：138

1

0



 mm×138

1

0



 mm 

 

 

 

 

 

 

 

 

图 4.1  正面视图                     L1 侧面视图          L2 侧面视图                      L3 侧面视图 

4.2  接线端子定义： 

如图 4.2、4.3、4.4 所示。每个通道的输出位置可以根据不同的控制要求安装不同的功能模块（详见前页表

3.1）。相应的端子定义根据该位置安装的模块控制特性以红色实点标识。 

 

 

 

 

 

 

 

 

 

 

 

 

 

 

 

 

 

 

 

 

 

                                         图 4.2  15-18(L3 外形尺寸)通道产品接线端子排布 

端子 1~4、9~12、17~20、25~28 为相应通道测量输入接线端；4、12、20、28 是输入信号负端；7~8、15~16、

23~24、31~32 为相应通道调节或馈电输出接线端；5~6、13~14、21~22、29~30 为报警或变送馈电输出接线端。 

在热电偶信号输入时，本仪表采用各通道独立的冷端补偿元件，可获得更为精确的补偿。如果要对仪表进行

计量检定，建议取消冷端补偿，采用输入标准电量值法。 

取消冷端补偿的方法： 

① 按通道不同短接 2、4 或 10、12 或 18、20 或 26、28 端子； 

检定完毕后，必须去掉第①项中的短路线，否则在热电偶测温时会因为没有正确的冷端补偿带来测量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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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4.3  3-14（L2 外形尺寸）通道产品接线端子排布 

端子 1~4、9~12、17~20、25~28 为相应通道测量输入接线端；4、12、20、28 是输入信号负端；7~8、15~16、

23~24、31~32 为相应通道调节或馈电输出接线端；5~6、13~14、21~22、29~30 为报警、变送或馈电输出接线

端。 

在热电偶信号输入时，本仪表采用各通道独立的冷端补偿元件，可获得更为精确的补偿。如果要对仪表进行

计量检定，建议取消冷端补偿，采用输入标准电量值法。 

取消冷端补偿的方法： 

② 按通道不同短接 2、4 或 10、12 或 18、20 或 26、28 端子； 

检定完毕后，必须去掉第①项中的短路线，否则在热电偶测温时会因为没有正确的冷端补偿带来测量误差。 

 

4.3  BT9559 外形尺寸 

安装开孔 134×189mm，接线以仪表后部标识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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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4.3  BT1009 接线端子排布 

左下端子 1~4、9~12 分别为通道 1、2 测量输入接线端；4、12 是输入信号负端；7~8、15~16 分别为通道

1、2 的调节或馈电输出接线端；5~6、13~14 分别为报警或馈电输出接线端。 

在热电偶信号输入时，本仪表采用各通道独立的冷端补偿元件，可获得更为精确的补偿。如果要对仪表进行

计量检定，建议取消冷端补偿，采用输入标准电量值法。 

取消冷端补偿的方法：通道 1 短接 2、4，通道 2 短接 10、12 端子； 

检定完毕后，必须去掉短路线，否则在热电偶测温时，会因为没有正确的冷端补偿导致测量误差。 

实际的通道数和输出端子属性可能随着定货的不同而并不相同，请以仪表接线标签上的实点标注为准。 

其它：BT1009 扩展外部通道接线示意图（内部通道+外部扩展通道最多为 18 个通道）： 

 

 

 

 

 

 

     注意交叉 

 

相关设置（修改设置须重新上电生效）： 

系统波特率=4800 不可更改 

外接设备地址=本机内通道数为起始地址，从 0 开始按增序编排。例如：一台 BT1000 仪表，本机配备了 2 个通道，另须接入并管理 10 台 BT 系列

调节仪表的数据，这些仪表的地址（Add）分配为 2~11。为保证系统运行安全，调试完成后请修改仪表参数 PLoc=2，禁止非法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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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操作及参数说明 

一． 画面及操作说明 

 

 

 

 

图 5.1 实时曲线画面  
 

 
图 5.2 综合曲线画面 

 

 
图 5.3 历史曲线画面 

 
         画面右侧四个块从上到下依次显示当前游标交叉点四个通道的记录数据。 

精确查找：点击“查找”按钮，弹出对话框（图 5.4），输入与查询记录的时间起点，点“确认”即可。 

画面缩放：为了更全面了解监测对象的变化趋势，可以通过“缩放”按钮改变显示曲线的时间范围。 

 

当前时间。在“系统设置”中修改 

当前通道号 

测量值(PV) 
点击该区域可快速进入设置 

当前设定值 

实时测量值-设定值
（PV-SV）跟踪曲线 

当前显示曲线起点时刻 
当前显示曲线终点时刻 菜单设置按钮 

直接点击进入 

按键操作：点<、>键移

动光标至该处，按Enter 

进入。 

位号标签 
可用油性笔标记 

画面切换按钮 
直接点击切换 

按键操作：点<、>键移动光 

标至该处，按∧∨键切换 

通道切换组件 
直接点击▲▼切换 

按键操作：点<、>键移动光 

标至此处，点 Enter 键光标

移至数字，按∧∨键切换 

给定值(SV)棒图，固定为蓝色 

测量值（PV）棒图，颜色与曲线相同 

测量单位。在“通道设置”中修改 

位号。在“通道设置”中修改 
输入规格。在“通道设置”中修改 

整定状态。在“通道设置”操作 

锁定状态。红色为锁定，白色为解锁 系统信息栏 当前所处画面 

综合曲线画面（图 5.2）。每屏同时显示四个

通道的实时曲线和输出值棒图，便于比较分析测

量值和调节输出值的变化趋势。四个通道以上按

“翻屏”按钮切换显示。 

点击右边通道数显区域可快速进入给定值及

其它参数设置。 

细节：同一通道的曲线、输出棒图、数值采用

相同的颜色显示。 

左移        右移 

前翻或增加 

后翻或减小 

输出值(MV)棒图，固定为黄色 

当前段号及设置组件 
直接点击弹出修改画面 

按键操作：点<、>键移动光 

标至此处，点 Enter 键光标移

至数字，按∧∨键切换 

程序状态及操作组件 
直接点击“状态”字符后，在展开项目

中点击“运行”或“暂停”执行运行或暂

停操作，点“停止”结束运行。 

按键操作：点<、>键移动光标至“状态”，

点 Enter 键，点<、>键选择相应项目，按

Enter 键确认操作。 

USB状态 

历史曲线画面（图 5.3）。每屏同时显示四个

通道的历史曲线，便于比较分析测量值的变化趋

势。四个通道以上按上、下页按钮切换显示。 

点“«”按钮向前翻页，点“»”向后翻页； 

点“<”按钮游标向前移动一点，点“>”向

后移动一点；直接点击屏幕可快速移动游标。 

按键操作：按“ 、 ”键将光标移动至“记

录”，点“ ”进入，再按“ 、 ”键选择翻页

或移动游标，点“  ”键向前或向后； 

游标 

左端时刻 右端时刻 

游标线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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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4 精确查找对话框 

 
             图 5.5 棒图显示画面 
 

 
图 5.6 综合数显画面一 

 

 
图 5.7 综合数显画面二 

 

 
图 5.8 综合数显画面三 

 

 
图 5.9 报警记录画面 

 
 

棒图画面（图 5.5）。每屏同时显示八个通道的棒图画面，便

于比较 PV、SV、MV 的变化趋势。八个通道以上按“翻屏”按

钮切换显示。 

点各通道块可进入通道参数设置； 

四通道综合数显画面（图 5.6）。每屏同时显示 4个通道的数

显画面，便于集中比较观察。四个通道以上按“翻屏”按钮切换

显示。 

点各通道块可快捷进入通道参数设置；底部工具栏程序操作对应于通道

号为绿色显示的通道。如果各通道独立运行则操作仅对当前通道有效；如果同

步运行则操作对所有通道有效。 

八通道综合数显画面（图 5.7）。每屏同时显示 8个通道的数

显画面，便于集中比较观察。8 个通道以上按上、下页按钮切换

显示。 

点各通道块可快捷进入通道参数设置； 

十八通道综合数显画面（图 5.8）。每屏同时显示 18 个通道

的数显画面，便于集中比较观察。 

点各通道块可快捷进入通道参数设置 

报警和停电记录画面（图 5.9）。 

左边第一列数字为本条报警记录的通道号，左边八个方格为

本条报警产生前的状态，右边八个方框为报警产生后的状态。红

色行表示报警发生时刻，绿色行表示报警解除时刻。停电记录固

定为紫色显示。 

报警符号含义：HA-上限报警，LA-下限报警，DH-正偏报

警 DL-负偏报警、OV-输入错误、ER-通道异常。 

按上、下页按钮翻页，按“查找”按钮可输入时间起点查询。 

日期格式：年-月-日 时：分；点“<-、->”按钮移动光标选择，点数值

钮输入； 

按键操作：按“ 、 ”键移动光标选择，点“  ”增加或减小数值。 

完成后按“ ”键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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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0 工艺曲线画面 

 

图 5.11 登录画面 

 
二、菜单各设置项目功能一览（图 5.11） 

                                       菜 单 

   通道设置 报警设置 权限设置 系统设置 记录设置 显示设置 导出设置 工艺编程 工艺下载 同步操作 

 

 

 

 

 

 

                                  图 5.12 功能速查展开图 
2.1 通道设置（菜单→通道设置） 

    通道：切换当前通道； 

    当前段号/给定值：设定当前段号或给定值；细节：可编程通道为段号，非编程通道为给定值； 

    通道颜色：设定当前通道显示曲线、数值的颜色。输出值固定为黄色，给定值为蓝色； 

    通道单位：设定当前通道显示的测量单位； 

    通道位号：设定当前通道显示的位号标识，允许输入 8个汉字或 16个字符； 

    调节方式： 调节方式选择。 

值 作用或含义 相关显示 备注 

0 当前通道输出为位式调节、或电流变送 AT_NOT  

1 当前通道输出为人工智能 PID 调节,尚

未自整定 

AT_OFF  

2 当前通道进入自动整定控制参数状态 AT_ON 自整定期间仪表采用位式调节方式，以测算在

最大输出和最小输出时的系统特性。在经过三次

ON/OFF 动作，测算出控制参数后结束整定自动转

入智能 PID调节 

3 当前通道已自整定结束 AT_OK 每个通道自整定结束后，自动进入该设置，避

免再次从面板启动自整定。确实需要重新自整定

时，请将该参数值修改为 1或 2即可 

 

    积分参数：控制参数。积分参数与系统的保持特性有关，以温度控制为例，系统保温性能越好，则该参数取值

越大。该值小，积分作用强（积分时间短），消除静差时间短，但过强的积分作用可能会导至系统

较大幅度振荡；该值大，积分作用弱（积分时间长）。值为 0 时可取消积分作用。建议用户通过自

整定确定该参数值。如果需要人工调整，可在自整定的基础上进行； 

登录解锁画面（图 5.11）。不同的操作或设置项目可能需要分级管理。 

先选择登录身份（操作员或工程师），然后输入相应密码，确认后进

入相应设置。 

设置各通
道给定值、
显示颜色、
单位、位
号、调节参
数、输入规
格、量程等 

设定报警
值及输出
位置，程序
等待的偏
差条件等 

修改操作
权限密码，
自动退出
设置状态
的时间 

设置系统
时间、通信
或打印参
数，查看机
型、机号等 

设置记录
间隔、方
式、清除记
录 

设置上电
后仪表显
示的画面；
打开或关
闭休眠模
式；设置工
艺曲线显
示总段数 

输入或修
改记录的
文件名，拷
贝数据至 U
盘或 SD卡 

工艺曲线画面（图 5.10）。每屏可同时显示 5 段或 30 段工艺曲线和

运行轨迹（在“显示设置”项下选择），便于查看工艺状况和程序运行状

态，当前段处于中间位置。点击画面左侧向前翻看，点击右侧向后翻看。 

点击上部测量值数显区域可快速进入给定值及其它参数设置。 

细节：工艺曲线为绿色，程序运行轨迹为红色。 

详细的编程方法见 12 页“工艺编程”。 

编制 10 组
工艺曲线，
每组 30段 
每段独立
限幅 

关闭通道
编程或将
编制好的
工艺下载
到各个控
制通道、设
置程序运
行模式和
事件输出
位置等。 

指定或取
消同步运
行的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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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例参数：控制参数。该参数对调节中的比例和微分均有作用。数值越大，比例带越小，调节作用越强（相当

于加大放大系数），同时微分作用也相应增强，对温度变化反应敏感；数值减小， 则比例带加大，

调节作用减弱（相当于减小放大系数），同时微分作用也相应减弱，对温度变化反应慢。建议用户

通过自整定确定该参数值。如果需要人工调整，可在自整定的基础上进行。 

    滞后时间：控制参数。此参数在调节中用于分配比例作用和微分作用的大小，数值减小，比例作用增强（比例

带小），微分作用弱；数值加大，比例作用减弱（比例带大），微分作用增强。当数值等于或小于下

面控制周期的两倍时，取消微分作用。对热容量较小，温度变化较快的控制系统，应充分考虑微分

作用的影响。对热容量较大，温度变化慢的控制系统，一般微分作用影响不大，可以取消微分作用。

建议用户通过自整定确定该参数值。 

     调节周期：控制参数。该参数为仪表的调节运算周期，单位为秒；参数值对调节品质影响较大，合适的数值能

完善地解决超调及振荡现象，同时获得最好的响应速度。该参数不能由自整定确定，但对自整定效

果有影响，可根据系统情况在启动自整定前设定。一般在时间比例调节，主回路采用固态继电器或

可控硅为执行单元时，推荐值 1~8；而在主回路使用交流接触器时，为了兼顾接触器的寿命，该参

数应取大一些（>10），避免接触器动作过于频繁。在可控硅移相触发输出时，为了使控制连续平稳，

也要适当加大该参数值（>6）。如果仪表输出为位式调节或报警，请将此参数值设置为 0。 

                   该参数兼有自整定结果判定功能：如果自整定结束后该参数被自动修改，表明自整定失败，需

要查明原因。也可以修改此参数或给定值后再重新启动自整定。 

     输入规格：                                                                               表 5.1 

数值 输入类型 数值 输入类型 数值 输入类型 

0 
K 分度热电偶 -100~+1300℃ 

6 
B 热电偶 0~+1800℃ 29 0~100mV 

30 0~60mV 

1 
S 分度热电偶 0~+1700℃ 

7 
N 热电偶 0~+1300℃ 

31 
0~1V（加 100Ω精密电阻 

可转换为 0~10mA 输入） 

2 
WRe325  0~2300℃ 

20 
Cu50  -50~+150℃ 

32 
0.2~1V（加 50Ω精密电阻 

可转换为 4~20mA 输入） 

3 T 分度热电偶 -200~+350℃ 21 
Pt100  -200~+600℃ 

33 
1~5V（加 250Ω精密电阻 

可转换为 4~20mA 输入） 

4 
E 热电偶  0~1000℃ 

27 线性电阻 34 
0~5V（加 500Ω精密电阻 

可转换为 0~10mA 输入） 
5 J 热电偶 0~+1000℃ 28 0~20mV 37 -5~+5V 

 

小 数 点：测量显示分辩率。对需要标定量程的线性输入信号有效。 

显示格式：0- 8888；1- 888.8；2- 88.88；3-8.888 

      量程下限：在线性输入时，用于标定量程下限。在热电偶、热电阻输入时，对量程不起作用，但在需要将温

度值变送输出时，可用于确定变送的温度范围的下限； 

量程上限：在线性输入时，用于标定量程上限。在热电偶、热电阻输入时，对量程不起作用，但在需要将温

度值变送输出时，可用于确定变送的温度范围的上限； 

      迁 移 量：仪表显示值=实际测量值+迁移量。如果测量值=1000，那么，当迁移量=10 时，仪表显示 1010。 

                迁移量一般用于线性输入或热电阻输入时校正零点。出厂时=0，由于仪表本身具有优异的稳定性，

正常情况下一般不要随意设定该参数，以避免可能引入的人为的误差； 

      输出类型：主输出类型选择。0-时间比例调节输出或位式调节输出；1- 0~10mA 线性电流调节（或变送）输

出(如果前文“调节方式”选项设定 1 以上为调节输出，0 为电流变送输出)；2-备用，目前定义和

设置为 0 相同；3-备用；4- 百分比制 4~20mA 线性电流调节输出。 

      输出下限：输出下限值。 

A) 时间比例调节模式下，用于确定调节输出的最小值（百分数）。有效数值范围 0~100。不可大 于 

100 或输出上限值； 

B) 线性电流调节（或变送）模式下，用于确定调节（或变送）输出的最小值；若前项“输出类型”  

选择 1，数值单位为 0.1mA，即参数值×0.1=实际输出电流最小值。 

               例： 输出下限值=40，则电流输出最小值为 40×0.1=4mA；如果仪表工作在变送方式，该参数定

义的是变送输出最小值 

注意：4-20mA 输出时不可以同时将输出类型选择 4，又将输出下限设置为 40，输出上限设置为 200！如果需要精确标

定，正确的设定方法是：输出类型=1，输出下限=40，输出上限=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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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输出上限：输出上限值。 

A) 时间比例调节模式下，用于确定调节输出的最大值（百分数）。有效数值范围 0~100。不可大 

于 100 或小于输出下限值； 

B) 线性电流调节（或变送）模式下，用于确定调节（或变送）输出的最大值；若前项“主出类型”  

选择 1，数值单位为 0.1mA，即参数值×0.1=实际输出电流最大值。 

             例： 输出上限值=100，则电流输出最大值为 100×0.1=10mA；如果仪表工作在变送方式，该参数定义的是变送输出最大值。 

功能选择：功能选择参数值= A×1+B×2 

式中：A=0：当前通道调节输出为反作用调节(仪表的测量输入和调节输出趋势相反，如加热系统等)； 

A=1：当前通道调节输出为正作用调节(仪表的测量输入和调节输出趋势相同，如制冷系统等)； 

B=0：仪表上电时如果存在报警，正常报警输出； 

B=1：仪表上电时，如果前项 A=0，则免除下限和负偏差报警。如果 A=1 则免除上限和正偏

差报警。但在运行过程中正常报警输出； 

       数字滤波：数字滤波参数。参数对测量值起平滑滤波作用.该参数值越大,仪表示值越稳定,但响应速度越慢。

在一些要求响应快的应用场合(如压力控制),取值不宜过大.另外，进行计量检定时应取消数字滤

波。参数值为 0 取消数字滤波 

运行方式：程序运行方式选择，功能对照见下表。 

参数值 功    能 

0 
停电重新来电后程序转向指定段，用户可在该指定段编制处理程序，如转向某段继续运行或输出一个继电器报

警信号等。该指定段出厂时定义为最后两段(29、30)； 

1 
停电重新来电后，如果偏差在允许范围内（由“菜单-报警设置-正偏报警和负偏报警”参数确定），则程序在中断

处继续运行，否则转向指定段 

2 停电重新来电后，程序直接在中断处继续运行； 

3 停电重新来电后，程序进入停止状态；需要由人工干预才能继续运行 

4 

在第 0 项基础上，增加从当前段测量值处运行功能；开始运行程序或修改了段号或程序值时，测量值与程序计

算的给定值往往会不相同。以控制温度为例，如果炉内温度还没有完全降下来，从起点运行程序时就有可能测

量值高于给定值；此方式下仪表将自动扣除运行时间，直接从测量温度点运行。 

注：A) 测量值启动在执行运行操作或程序跳转时起作用； 

    B) 测量值启动不能跨段起作用。 

5 在第 1 项基础上增加从当前测量值运行功能 

6 在第 2 项基础上增加从当前测量值运行功能 

7 在第 3 项基础上增加从当前测量值运行功能 
 

     等待上偏：程序等待正差设定参数；在程序开始运行和跳转时起作用； 

     等待下偏：程序等待负差设定参数；在程序开始运行和跳转时起作用； 

控制模式：0-手动模式；1-自动模式；2-禁止手动；（仅 BT9559 有此项） 

手动输出：手动状态下的输出值；（仅 BT9559有此项） 

2.2 报警设置（菜单→报警设置） 

报警回差：设定位式调节或报警不灵敏区。避免当测量值在临界点波动时继电器频繁动作，双边有效。例如：

上限报警值为 1000，dIF=5，那么，当测量值≥1005 时报警动作，当测量值≤995 时报警解除。 

上限报警：用于设定上限报警点。例如：需要仪表在测量值达到 1000 时输出一个报警开关量，则可设定该

值=1000。 

注：没有用到上限报警时,请设为极限值 9999 

上限报警输出：设置各通道上限报警输出位置。 

0：提示但不输出； 

1~18：提示且从报警 1~18 相应位置输出； 

100：不提示且不输出； 

101~118：不提示，从设置值减去 100 后的报警位置输出； 

201~218：首次上电时候忽略该报警，下次报警时候从设置值减去 200 后的报警位置输出。 

下限报警：用于设定下限报警点。例如：需要仪表在测量值低于 200时输出一个报警开关量，则可设定该值=200。 

注：没有用到下限报警时,请设为极限值-1999； 

下限报警输出：设置各通道下限报警输出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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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提示但不输出； 

1~18：提示且从报警 1~18 相应位置输出； 

100：不提示且不输出； 

101~118：不提示，从设置值减去 100 后的报警位置输出； 

201~218：首次上电时候忽略该报警，下次报警时候从设置值减去 200 后的报警位置输出。 

通道异常输出：设置各通道异常报警输出位置。 

0：提示但不输出； 

1~18：提示且从报警 1~18 相应位置输出； 

100：不提示且不输出； 

101~118：不提示，从设置值减去 100 后的报警位置输出； 

201~218：首次上电时候忽略该报警，下次报警时候从设置值减去 200 后的报警位置输出。 

超程报警输出：设置各通道超量程或断偶报警输出位置。 

0：提示但不输出； 

1~18：提示且从报警 1~18 相应位置输出； 

100：不提示且不输出； 

101~118：不提示，从设置值减去 100 后的报警位置输出； 

201~218：首次上电时候忽略该报警，下次报警时候从设置值减去 200 后的报警位置输出。 

自选报警一：用于设定下文“类别一”自定义的报警值。 

类别一：定义自选报警一的报警类型。可选上上限报警、下下限报警、正偏差报警、负偏差报警、区间内报 

警、区间外报警； 

回差一：设定自选报警一动作回差，单边有效； 

输出一：设置自选报警一的输出位置。 

0：提示但不输出； 

1~18：提示且从报警 1~18 相应位置输出； 

100：不提示且不输出； 

101~118：不提示，从设置值减去 100 后的报警位置输出； 

201~218：首次上电时候忽略该报警，下次报警时候从设置值减去 200 后的报警位置输出。 

自选报警二：用于设定下文“类别二”自定义的报警值。 

类别二：定义自选报警二的报警类型。可选上上限报警、下下限报警、正偏差报警、负偏差报警、区间内报

警、区间外报警； 

回差二：设定自选报警二动作回差，单边有效； 

输出二：设置自选报警二的输出位置。 

0：提示但不输出； 

1~18：提示且从报警 1~18 相应位置输出； 

100：不提示且不输出； 

101~118：不提示，从设置值减去 100 后的报警位置输出； 

201~218：首次上电时候忽略该报警，下次报警时候从设置值减去 200 后的报警位置输出。 

报警输出口状态：设定报警继电器的初始状态。常开：无报警断开，有报警接通；常闭：无报警接通，有报警断开。 

2.3 权限设置（菜单→权限设置） 

级    别：从“级别”选项选定操作级别“工程师”或“操作员”； 

“工程师”级别可以进行所有的项目修改和设定； 

          “操作员”级别仅可修改设定值、首次启动自整定、手/自动转换； 

新 密 码：输入新的密码，按确认或“ ”键退出后生效。 

注：仪表出厂时初始密码为八位“00000000”。修改密码后要切记，否则将无法进行所有需要权

限的项目操作。 

        自锁时间：自锁”选项用于选择仪表在设定或修改参数后是否自动退出并锁定，单位：秒。例如：若该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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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定为 60，在没有按键操作 60 秒后，仪表自动退出并锁定，进入设定须要重新输入密码；将

该项数值设定为 0 时，仪表自动锁定功能取消。 

  2.4 系统设置（菜单→系统设置） 

时间：设置系统日期和时间； 

通信模式：有两种通信协议模式可选择。 

              BTBUS：采用 BTBUS 协议，可以直接支持 BTDCS3000 组态软件以及现有的国内主流组态软件； 

      MODBUS：可以直接和采用该协议的设备通信，也便于了解和熟悉该协议的工程技术人员自行编程； 

PRINT：串行打印，用于驱动微型打印机； 

外部运行控制：通过外接不自锁开关控制程序运行； 

外部记录控制：通过外接自锁开关控制记录启/停； 

报警 17、18：通讯口用于报警 17、18输出； 

通信地址：仪表与其它智能设备或上位工控机通信时的地址；通信地址的含义与通信模式有关。 

A. 采用 BTBUS 通信协议。通信地址表示的是本台仪表的起始地址，实际占用地址与通道数相等。

例如：地址为 1 的仪表，带 3 个通道，那么这台仪表实际占用地址 1、2、3。正因为如此，下

一台仪表地址应设定为 4，依次类推； 

B. 采用 MODBUS 通信协议。通信地址即本机实际地址，与通道数无关。 

        波特率：通信波特率。设置必须与连接的其它通信设备相同； 

停止位：选择停止位，1 或者 2； 

打印宽度：微型打印机的纸幅宽度通常有 16、24、32、40 字符几种，使用时请按打印机规格适当设定该项

以获得最高的打印效率； 

握手方式：标志； 

校验方式：无校验。 

打印间隔：当通信模式选择了“PRINT”模式时，本项设定有效。格式：时：分：秒； 

系统语言：选择中文或英文界面； 

型    号：本机基本型号。用户不可更改； 

机    号：本机出厂编号。用户不可更改； 

版 本 号：本机软件版本； 

通道总数：本机通道数。用户不可更改； 

系统复位： 

2.5 记录设置（菜单→记录设置） 

记录间隔：测量记录间隔设定。时间格式：时：分：秒； 

记录方式：记录方式选择。 

最新记录：存储器存满后仪表自动擦除最早的数据继续记录。此模式下最新数据优先； 

存满停止：存储器存满后仪表停止记录并在信息栏提示“存储器满”，须要用户干预方可执行擦

除操作。此模式下原有数据优先。 

记录清除：清除记录数据。如果设定为开，将清除所有记录。数据擦除后不能恢复，执行此操作要特别慎重！ 

2.6 显示设置（菜单→显示设置） 

       开机画面：设置仪表上电后显示哪个画面； 

       显示休眠：设置仪表在无操作状态下是否进入休眠模式； 

       休眠时间：设置仪表在无操作状态下，多长时间进入休眠模式；只有在前项设置为“开”时有效； 

工艺显示：设置工艺曲线画面显示的段数。可选 5 段或 30 段； 

显示画面：选择常用画面，未选中的画面将不会显示出来； 

2.7 导出设置（菜单→导出设置） 

       起点：选择要拷贝到 SD 卡或 U 盘数据的起点时间。格式：年-月-日  时：分； 

终点：选择要拷贝到 SD 卡或 U 盘数据的终点时间。格式：年-月-日  时：分； 

       文件名：输入记录数据转移至 SD 卡（480M 内存记满后自动进行）或导出的文件名或工艺名。 

导出载体：选择通过 SD 卡还是 U 盘导出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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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工艺编程（菜单→工艺编程→工艺一~工艺十） 

                      

    2.8.1 按键操作： 

点“   ”键移动工艺编程表中光标位置，按“ ”键确认，再按“    ”键修改数值，按“ ”

键返回上一级操作，点按“ ”键→退回工艺号选择→退回主菜单→退出。 

    2.8.2 触摸操作： 

直接点击选中工艺编程表中欲修改的项目，点击右边触摸键盘输入数据。需要输入负号时，点击该触摸键

盘右上角的“-”按钮即可。 

    2.8.3 控制命令 

可以在程序运行中插入控制命令，方法是将上述工艺编程中的段“时间”设为零或负值。当时间≤0 时，

代表一个控制命令。可以使程序跳转至指定段或触发每个通道的两路事件状态，用以控制最多 16 路继电器动

作。控制命令通过下式确定： 

      运行时间=0，暂停指令(程序运行时遇到暂停指令，进入暂停保持状态)； 

    运行时间= -（A×30+B）； 

    B 的值为 1~30，表示跳转的目标段号； 

    A 的值控制两路事件状态： 

    A=0，无作用（只执行跳转功能） 

    A=1，触发事件一； 

    A=2，触发事件二； 

    A=3，同时触发事件一、二； 

    A=5，事件一触发状态解除； 

    A=4，停止命令（进入停止状态，关闭所有输出）； 

    A=6，事件二触发状态解除； 

A=7，事件一、二触发状态同时解除； 

2.8.4 分段功率限制 

     在某些功率较大的应用场合，工艺的低段往往功率富余太多会导致过冲。分段限制输出可以很好地解决此类

问题。通过在低段限制最大输出，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减小这种功率富余导致的过冲，从而做到高低兼顾。 

以温度控制举例： 

某工艺过程需要使温度从 30℃经 60 分钟升至 100℃，限制最大功率 80%；恒温 120 分钟后又经 30 分钟升至

150℃，最大功率 100%，同时触发事件一；恒温 10 分钟后，经 60 分钟降温至 145℃，解除事件一；恒温 60 分

钟后自动停止，工艺曲线和程序编排如下： 

 

段号 设定值 运行时间 输出 % 

1 30.0 60 80 
2 100.0 120 80 

3 100.0 30 100 
4 150.0 -35 100 

5 150.0 10 100 
6 150.0 -157 100 

7 145.0 60 100 
8 145.0 -121 100 

工艺编程表 

从 30℃开始经 60 分钟，限制最大功率 80%， 

升至 100℃，恒温 120 分钟，仍然限制最大功率 80%， 

又经 30 分钟，输出最大 100%， 

升至 150℃，触发事件 1， 

在 150℃恒温 10 分钟， 

恒温完成后解除事件 1， 

降温至 145℃，恒温 60 分钟， 

程序结束，转向第一段停止； 

清除当前数值 

清除当前数位 

输入负号 

注意：热电偶、热电阻等非

线性测量输入的通道，其分

辨率固定为 0.1℃，此处小

数点设置 2位、3位无意义，

如果设置类似 30.50这样的

值，仪表按 305.0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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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工艺操作（菜单→工艺操作） 

 

 

 

 

 

 

 

 

 

 

2.10 同步操作（菜单→同步操作） 

      执行运行/暂停或停止操作时，点选的通道将同步执行。没有选中的通道须独立操作。 

 

 

 

 

 

 

 

     注意：关闭编程功 能的通道不可选。关闭编程功能的相关设置见“工艺下载-工艺选择”。 

 

 

 

 

 

 

 

 

 

 

 

 

 

 

升温 

温度 

时间 
0 60 120 180 240 300 360 

50 

100 

150 

200 

触发事件 1 解除事件 1 

升温 恒温 

恒温 

降温 恒温 自然降温 

自然降温段 

通道  1 

通道  2 

通道  3 

通道  4 

通道  5 

通    道 

工艺选择 

运行方式 

事件一输出 

事件二输出 

工艺上传 

工艺下载 

已载工艺 

1 

工艺一 

0 

1 

2 

 

选择欲下载工艺的通道； 

选择已编制完成或已导入的工艺号；如果工艺号设置为 0，则该通道编程功能关闭； 

设定程序运行方式。与前文“通道设置”中的运行方式相同，参见第 10 页； 

设定程序触发的事件一从哪个位置输出。1-16 代表 ALM1-ALM16 位置；  

设定程序触发的事件二从哪个位置输出。1-16 代表 ALM1-ALM16 位置； 

将选定的通道的工艺上传到工艺一~10 保存； 

将保存的工艺下载到各个通道； 

工艺下载状态。如果当前通道已下载的工艺和当前选择的工艺相同，则此处显示的工艺号与

第二项“工艺选择”显示的工艺号相同，否则显示“未下载”。 

 

工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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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数据导入/导出说明 

将随机附带的 SD 卡或 U 盘如图 6.1 所示插入仪表右下角的插口，弹出图 6.2 画面： 

     

     

 

 

 

 

图 6.1                      图 6.2                                  图 6.3 

一、工艺导入（图 6.3） 

通过 U盘或 SD卡，将编制好的工艺文件导入仪表保存。点“工艺选择”选定欲存入的工艺号，然后点“开始导

入”读入数据。 

文件格式固定为*.txt 文本，文件名：CRAFT_01~ CRAFT_10.txt，编写格式如下： 

        段号#设定值，时间值，输出限幅%；回车 

如上例中工艺编程的文本格式如下，以“*”符号结束： 

        1#30.0，60，80； 

        2#100.0，120，80； 

3#100.0，30，100； 

4#150.0，-35，100； 

5#150.0，10，100； 

6#150.0，-157，100； 

7#145.0，60，100； 

8#145.0，-121，100； 

    *(结束符) 

二、工艺导出 

         将仪表内的工艺导出到 U盘或 SD开备份保存。在 U盘上生成的文件名 CRAFT_01~ CRAFT_10 分别对应

工艺一~工艺十； 

三、数据导出 

3.1 将 SD 卡或 U 盘插入后，自动弹出磁盘操作画面（也可以从“菜单→导出设置”操作）。点击“数据导出”按

钮，选择需要拷贝数据的起止日期和时间和数据格式，然后将光标移至“开始导出”，启动数据拷贝。       

注：① 仪表默认的拷贝范围是内存中的全部数据。如果选择的时间

超出记录范围，将提示“时间错误”，请重新选择时间范围。 

② 如果未插入 SD 卡或 U 盘，在左下方提示“磁盘未插入”。 

③ 数据拷贝需要一段时间，时间长短与数据量 SD或U盘性能相关，

以 BTD 格式导出数据要快于 EXCEL 表格。在磁盘写入状态显示“完

成”后，仍然要 等待 U 盘读写灯停止闪烁方可拔出 U 盘。      

 

3.2 安装和使用“Bt800 记录仪数据管理软件” 

    如果导出格式选择了“BTD”，拷贝到 U 盘上的是一个*.btd 格式的文件，需要在电脑上安装“Bt800 记录仪数据

管理软件”才能读取。该软件在随机附带的光盘上可以找到，也可以从本公司网站 www.xmbt.com 下载。 

将光盘放入光驱，在光盘上“记录仪管理软件\ Bt800-805记录仪管理软件”文件夹下，按其中的说明安装后，

运行该数据管理软件就可以打开 SD 卡或 U 盘上的数据文件。 

 

注意： 

1. 结束符*之后的工艺不会被覆盖； 

2. 读入的工艺数据必须下载到对应的控制通道才会起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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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可编程逻辑控制及流程图编辑说明 

一、概述 

V5.0 可加入和编辑流程图，在流程图画面添加模拟量、开关量、按钮、运行及报警状态等变量；增加 PLC（可

编程序逻辑控制器）模块，支持最多 16 路 I/O，20 个逻辑控制器，116 类逻辑关系；逻辑编程直接在仪表画面上

操作，无须在电脑编程后再编译下载。逻辑控制器状态可实时查看，应用简单、直观、便捷。 

二、PLC 功能使用说明 

  2.1 逻辑控制器 
       

 

 

 

 

 

 

 

 

 

 

 

 

 

 

 

 

 

 每一个逻辑控制器可以包含 1-12 个条件。梯形图分为三行，每一行固定有 4 个条件位置，即从 

左到右第一行为条件 01~04，第二行为条件 05~08；第三行为条件 09~12； 

 条件符号“ ”下面的小数字表示监控的端口号或通道号； 

 条件触发类型可以是外部开关信号，也可以是内部报警、事件、定时器等； 

 每个逻辑控制器只有一个输出结果，可以直接从端口输出，也可以被其它逻辑控制器调用； 

 表达式中的逻辑符号： 

“|”：逻辑或；一个为真，结果为真； 

“&”：逻辑与；所有为真，结果为真； 

“J”：表达式输出； 

 点“状态”按钮进入选择“编辑”可进行逻辑编程。编辑完成后点选“启动”生效。 

2.1 逻辑编程 

     例如：将条件位置 01 设置为从端口 1 输入的外部开关触发，条件位置 2 设置为定时器。 

欲实现的功能：从端口 1 输入的外部开关量启动定时器延时 10 秒后从端口 2 输出； 

⑴  点下部“状态”按钮，在对话框中选择“编辑”（图 1）； 

⑵  点击表达式栏，选择逻辑表达式 A&B=J，点“√”确认后左边出现该表达式的梯形图（图 2）； 

 

 

 

 

 

 

 

 

 

 

 

 

 

当前逻辑控制器 ID 

当前逻辑关系表达式 

逻辑关系选择栏 

条件位置 01~04 
条件 01  条件 02 条件 03 条件 04  结果 

条件 05  条件 06 条件 07 条件 08 

条件 09  条件 10 条件 11 条件 12 

条件位置 05~08 

条件位置 9~12 

图 1 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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⑶ 点击左边第一个图标（条件位置 01，出现虚线框），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选择“端口触发”（图 3） 

⑷ 上一步确认后，弹出监控端口选择对话框（图 4），输入数值 1 后，点“OK”； 

 

 

 

 

 

 

 

 

 

 

 

 

 
 

⑸ 选择触发类型为“外部触发”（图 5）；  

⑹ 选择外部触发条件是从常开的开关跳变为长闭（图 6）； 

  

 

 

 

 

 

 

 

 

 

 

 

 
                    

⑺ 点击左边第二个图标（条件位置 02，出现虚线框），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选择“定时器触发”（图 7）； 

⑻ 选择关联的逻辑控制器 ID 为 01； 

 

 

 

 

 

 

 

 

 

 

 

 

 

⑼ 选择关联条件位置 01（图 8）；            ⑽ 设定计时时间（图 10） 

 

 

 

 

 

 

 

 

 

 

 

 

图 3 图 4 

图 5 图 6 

条件位置 1属性 

图 7 图 8 

图 9 图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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⑾ 设定计时周期为 0（本例为触发后单次计时。如果是循环动作，须设置计时周期）（图 11）； 
 

 

 

 

 

 

 

 

 

 

 

 

 
 

 ⑿ 点击右边“ ”图标，在弹出对话框中选择“外部输出”（图 12）； 

       ⒀ 选择从输出端口 1动作（图 13）； 

 

 

 

 

 

 

 

 

 

 

 

 

 
  

⒁ 配置的端口 1 初始状态为常开（即前文条件位置 01、条件位置 02 触发后变为常闭）（图 14）； 

⒂ 编程结束后，点击下面“状态”按钮，选择“启动”后逻辑控制器进入侦测运行状态； 

 

 

 

 

 

 

 

 

 

 

 

 

 

 

三、在流程图画面添加变量、主令按钮及动画控件 

 

 

 

 

 

 

 

 

 

 

 

  

 

图 11 

条件位置 2属性 

图 12 图 13 

图 14 图 15 

流程图背景必须是大小为 800×400 的 BMP 图片。用

户可以在电脑编辑制作流程图的背景画面，命名为

“UserPic_1.BMP”~“UserPic_5.BMP”，然后在 U 盘上新建

BOTA\UserPIC 文件夹，将制作好的图片拷贝到这个文件

夹中，通过 USB 接口读入仪表后，在仪表上添加并编辑

变量、按钮、及动画控件，详见后文举例说明。 

图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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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 1：添加一个带自锁的主令按钮控制一个继电器动作（此例为端口 1）并显示其状态、一个测量值显示； 

⑴ 点击下部“组态”按钮，登录后点“添加”，在弹出对话框中选择“控制按钮”（图 17）； 

⑵ 弹出按钮类型对话框，选择“自锁开关”（图 18）； 

 

 

 

 

 

 

 

 

 

  

 

 

 

 

⑶ 弹出关联事件对话框，选择“端口控制”（图 19）；弹出关联 IO 端口对话框，选择端口 1（图 20）； 

 

 

 

 

 

 

 

 

 

 

 

 

 
 

⑷ 点击“添加”按钮，选择“关联状态”（图 21）；弹出状态选择对话框，选择“IO端口”（图 22）； 

 

 

 

 

 

 

 

 

 

 

 

 

 

 
 

⑸ 选择关联端口 1（图 23），确认后在底部出现一个开关图标控件（图 24） 

 

 

 

 

 

 

 

 
 

 

 

 

  

图 17 
图 18 

图 19 图 20 

图 21 
图 22 

图 23 
图 24   出现开关状态控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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⑹ 点击这个开关图标控件，在弹出对话框中选择“移动”（图 25），控件开始绿色闪烁后，点击欲放置的大

致位置控件移动，然后用上、下、左、右按键微调位置（图 26）。 

 

 

 

 

 

 

 

 

 

 

 

 

 

 

 

⑺ 点击“添加”按钮，选择“通道参数”（图 27），确认后选择“测量值”（图 28）；关联通道 1（图 29） 

 

 

 

 

 

 

 

 

 

 

 

 

 

 

 

 

 

 

 

 

 

 

 

 

 

 

 

 

⑻ 在下部出现 PV 控件（图 30），点击该控件弹出对话框，选择“移动”（图 31），控件开始绿色闪烁，点

击欲放置的大致位置控件移动，然后用上、下、左、右按键微调位置（图 32）； 
 
 

 

 

 

 

 

 

 
 

 

 

 

图 25 图 26 

图 27 图 28 

图 29 图 30   出现 PV 控件 

图 31 图 32 
21 



 

⑼ 三个控件添加完毕，点击下部“运行”按钮即可测试组态是否正确 

 

 

 

 

 

 

 

 

 

 

 

 

 

细节说明： 

1. 添加的控件首先出现在底部工具栏，须执行“移动”操作摆放至指定位置； 

2. 控件仅在绿色闪烁时可以移动位置，没有操作 5 秒钟退出； 

3. 按钮控件只能摆放在底部工具栏。 

4. 机械式自锁开关掉电不复位，电气式自锁开关掉电后复位；无论是自锁按钮还是点动按钮，绿色表示接

通、 

红色表示断开状态； 

5. 组态完成后，必须点击运行方可进入工作状态； 

 

三、硬件配置 

       7’触摸屏调节记录仪按模拟量输入通道数不同，有三种长度的壳体。 

2 通道以下，后壳长度 25mm；  

有 1 个测量控制通道时，最多可配置 7 路开关量输入，或者 3 路开关量输入、4 路开关量输出； 

有 2 个测量控制通道时，最多可配置 3 路开关量输入+输出； 

注意：此种壳体如果开关量输出大于 4 路须要特殊订货； 

3-14 通道：后壳长度 100mm； 

    最多可配置 14 路开关量输入+输出； 

15-18 通道：后壳长度 166mm； 

        最多可配置 16 路开关量输入+输出； 

 

 

 

 

 

 

 

 

 

 

 

 

 

 

 

 

 

 

 

 

 

 
 

 

 

 

图 33   按钮未按下为红色 图 34   按钮已按下为绿色 

断开 接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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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手机远程 APP 使用说明 
 

目前仅支持安卓版 APP； 

一、仪表端设置： 

1.1 选择通讯模式（图 8.1） 

依次进入：“菜单”→“系统设置”→“通讯模式”→“PHONE” 

              
图 8.1                                            图 8.2 

 

1.2 设置网络参数（图 8.2） 

依次进入：“菜单”→“网络设置”→“TCP” →设置网络参数 

依次修改记录仪的网络参数： 

 “无线网络”：填入无线路由器的 WiFi 名称 

 “无线密码”：填入无线路由器的 WiFi 密码 

 “本地 IP”：填入该网络下为记录仪分配的一个 IP 地址 

 “子网掩码”：填入该网络的子网掩码 

 “默认网关”：填入该网络的默认网关 

 “本地端口”：填入该网络下为记录仪分配的一个端口号 

填写完成，点击“建立连接”或重启设备，等待记录仪连上网络。 

可以通过观察记录仪画面顶部的网络信号图标来判断仪表连接网络的状态： 

：未连接 

：已连接 

：已连接，且正在通讯 

二、手机端 APP的设置 

2.1 使用 QQ 安装 APP（图 8.3、图 8.4） 

                 
  

图 8.3                       图 8.4              图 8.5                图 8.6 

 
2.2 添加仪表 

2.2.1 打开 APP（图 8.5）。安装完成后，点击此图标运行 APP 

2.2.2 点击主界面左上角人头图标（图 8.6） 

2.2.3 点击主界面左下角“添加”（图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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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7               图 8.8                 图 8.9                 图 8.10 

 

2.2.4 如果有多个设备，可以随时进行切换（图 8.8） 

2.2.5 填写网络信息（图 8.9） 

点击添加按钮后需要填写新设备的网络信息。 

若使用外网访问仪表： 

“域名” → 填入仪表的域名 

“端口号” →  填入仪表的端口号 

“用户名” →  填入仪表的级别名称 engineer 

“手机号” →  填入 app 监控到仪表有报警时，要发送短信的手机号码 

“密码” →  填入仪表的级别密码 

若使用局域网访问仪表： 

“域名” → 填入仪表的 IP 

“端口号” →  填入仪表的端口号 

“用户名” →  填入仪表的级别名称 engineer 

“手机号” →  填入要接收报警短信的手机号码。当 app 监控到仪表有报警时发送信息 

“密码” →  填入仪表的级别密码 

2.2.6 填写正确的信息后，点击右上角“完成”按钮（图 8.9） 

若信息验证正确，则会提示编辑成功，此时可以后退到主界面上进程监控了（图 8.10）。 

若失败，则可能是失败原因： 

（A）手机网络异常； 

（B）填写的网络信息与仪表的网络信息不匹配； 

（C）用户名或者密码填写错误； 

（D）如果上述填写无误，则可以退出 APP，清理手机后台缓存，然后从新登陆多次尝试看看 

 

2.3 APP 内查看仪表各参数（图 8.10） 

通道切换 

主界面下：蓝色背景区域显示的是通道的详细参数，灰色背景区域显示的是所有通道的简单参数，点击灰色

背景区域可以切换不同的通道则蓝色背景区域上显示。 

 

2.3.1 查看通道参数列表 

在主界面点击各通道区域，会进入相应的通道详细参数列表（图 8.11） 

2.3.2 查看历史数据 

在主界面点击“查看历史”的按钮，可以看到测量值的历史值（图 8.12） 

2.3.3 查看曲线图 

在主界面点击“曲线图”的按钮，可以切换到曲线画面，可以看到通道的趋势图（图 8.13）、柱状图（图

8.14）和工艺图（图 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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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11            图 8.12              图 8.13             图 8.14            图 8.15 

 

2.3.4 APP 内修改仪表参数 

点击主界面蓝色背景区域，进入参数列表界面（图 16）； 

点击右上角“...”符号，点击“编辑”按钮，修改各项参数，在手机的键盘上点击 OK，就会进行修改。

提示“写入成功”表示修改参数成功（图 8.17）。 

 

 
图 8.16            图 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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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无线连接外部扩展通道 

 

BT 系列记录仪支持通过无线 WIFI网络接入 BT11XP系列（BT117P/118P/119P/618P）仪表数据。 

一、BT11XP 仪表设置 

1.1 设置参数“baud”设置为 19200，8，n，2 

1.2 设置“Ploc”参数为 1111 后，按下确认键，仪表会将 wifi 模块设置成网页配置模式。 

1.3 手机端打开无线网络，连上名为“BOTA_WiFi”的无线网络（图 9.1），密码“12345678”。 

          
图 9.1               图 9.2              图 9.3                图 9.4 

 

1.4 然后打开手机的网页浏览器（最好用自带浏览器登录），在地址栏上填入 192.168.4.1 的地址（图 9.2），就

可以对 wifi 模块进行网络配置了。 

1.5 配置完网络参数后，按下“ok”按钮就可以保存。 

1.6 断电重启仪表。 

二、记录仪设置 

依次进入：“菜单”→“网络设置”→“TCP” →设置网络参数 

 
依次修改记录仪的网络参数： 

 “无线网络”：填入无线路由器的 WiFi 名称 

 “无线密码”：填入无线路由器的 WiFi 密码 

 “本地 IP”：填入该网络下为记录仪分配的一个 IP 地址 

 “子网掩码”：填入该网络的子网掩码 

 “默认网关”：填入该网络的默认网关 

“本地端口”：无需填写 

“远程 IP”：无需填写 

“远程端口”：无需填写 

填写完成，重启设备，等待记录仪连上网络。 

可以通过观察记录仪画面顶部的网络信号图标来判断仪表连接网络的状态： 

：未连接       ：已连接        ：已连接，且正在通讯 

 

 

  厦门伯特自动化工程有限公司 

地址：厦门集美软件园三期 B03栋 9层     http://www.xmbt.com 

电话：（0592）5254872 52548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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