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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简介

1.1 安全消息

执行操作时，为确保人身安全，请特别注意本节中的说明和步骤。

警告
 确保由取得相关资质的施工人员进行安装
 确保设备的工作环境与相应的危险等级认证一致
 在与导线和端子接触时，应极其小心

1.2 概述

1.2.1 手册

本手册的目的是帮助完成 NCS-TT106H-R 导轨安装型变送器的安装、操作和维护。

第 2 节：组态

本节提供调试和操作 NCS-TT106H-R 变送器的说明。

第 3 节：硬件安装

本节包含变送器的机械安装说明。

第 4 节：电气安装

本节包含变送器的电气安装说明。

第 5 节：操作与维护

本节包含变送器的常见操作和维护技巧。

第 6 节：故障排除

本节介绍最常见变送器操作问题的故障排除技巧。

第 7 节：技术规格

本节提供变送器规格和参考数据。

附录 A：现场通讯器菜单树

本节介绍现场通讯器菜单树。

附录 B：HARTMPT 组态软件操作界面

本节介绍 HARTMPT 组态软件操作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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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变送器概述

中科博微 NCS-TT106H-R 型温度变送器提供了一个灵活、可靠的温度测量解决方案。
作为一个高精度的变送器，NCS-TT106H-R 是为满足您最苛刻的应用而设计的。HART
通讯将不同类型的输入信号转换成 4~20mA 模拟量输出信号。

NCS-TT106H-R 优异性能体现在信号的可靠性、长期稳定性、高精度和高级诊断功能（在
关键过程中很重要），最大限度地降低了使用风险。

其特性如下：
 双通道输入
 4-20mA/HART 协议（第 7 版）
 通用输入信号，热电阻（RTD），热电偶（TC），电阻，和电压信号
 多种传感器接线方式，参数设定简单方便
 高可靠性、长期稳定性、高测量精度和高级诊断功能

1.3 注意事项

1.3.1 一般

热电阻和热电偶等电气式温度传感器产生与其感知的温度成正比的低电压信号。中科博
微NCS-TT106H-R把低电压传感器的信号转换为标准的4~20mA DC或数字HART信号，
该信号对引线长度和电气噪声不敏感。然后，此信号通过两条线传送到控制室中。

1.3.2 调试

变送器可在安装前或安装后调试。安装前在工作台上调试很有用，可确保设备正确工作，
并且有利于熟悉设备的功能。

1.3.3 机械

在选择安装地点和位置时，应考虑设备的操作方便性。

1.3.4 电气

为了防止传感器引线电阻和电气噪音引起误差，必须进行正确的电气安装。为了获得最
佳效果，在电气噪音较严重的环境中，应使用屏蔽电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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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 安装注意事项

测量精度取决于变送器是否正确安装。将变送器安装在靠近过程管线的位置，并使用最
小的导线已获得最佳精度。应考虑便于操作、确保人身安全、便于现场校准以及适当的
变送器环境要求。变送器的安装方式应能最大限度地减少振动、冲击和温度波动。

1.3.6 环境注意事项

最佳做法是把变送器安装在周围温度变化很小的环境中。变送器电子装置的工作温度限
值是-40 至 85℃。变送器的安装方式应确保其不受震动和机械冲击的影响，并且不与
腐蚀性物质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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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组态

本节包含在安装前应在工作台上执行的调试工作和任务，提供了用于执行组态功能的现
场通讯器、HARTMPT 组态软件的说明。

2.1 组态方法

中科博微 NCS-TT106H-R 型温度变送器可在安装前或安装后组态。在安装前，使用现
场通讯器、HARTMPT 组态软件在工作台上对变送器进行组态能够确保变送器处于良好
工作状态。

2.1.1 在工作台上进行组态

在工作台上进行组态所需的设备包括电源、数字万用表（DMM）以及现场通讯器、
HARTMPT 组态软件。

按图 2-1 所示的方式连接设备。在信号回路中的任何端节点连接 HART 通讯器。为了保
证 HART 通讯成功，变送器与电源之间的电阻必须至少达到 250Ω。将现场通讯器引线
连接到设备顶部的电源（+ 和 -）端子。

图 2-1：为变送器通电以进行工作台组态

注：信号回路可在任一点接地，或者不接地。

现场通讯器可连接在信号回路中的任何端接点。信号负载在 250-500 欧姆之间才能正常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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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选择组态工具

使用现场通讯器进行组态

现场通讯器是一种手持设备，可从控制器、仪表站点或回路中的任何端接点与变送器交
换信息。为了便于通讯，应按本手册中所示的方法并联现场通讯器与变送器。完整的现
场通讯器菜单树可在附录 A 现场通讯器菜单树中找到。

现场通讯器设备仪表板界面如图 2-2 所示。现场通讯器必须加载最新的 DD 才能获得最
佳的变送器性能。访问 www.microcyber.cn 以下载最新 DD 库。

按住电源开关键接通现场通讯器，现场通讯器将搜索兼容 HART 的设备，并提示何时建
立连接。如果现场通讯器连接失败，则说明未找到设备。若发生这种情况，请参阅第 6
节：故障排除。

图 2-2：现场通讯器设备仪表板界面

使用 HARTMPT 软件进行组态

利用 HARTMPT 组态软件，可以通过单个应用程序调试和组态仪表、监控状态和报警、
从控制室排除故障、执行高级诊断、管理校准，并自动记录活动。完整的 HARTMPT 组
态软件操作界面可在附录 B HARTMPT 组态软件操作界面中找到。

HARTMPT 组态软件主要功能如下：
 基本信息： 包括标签、轮询地址、日期、装配号等信息
 组态信息： 包括主变量量程、阻尼、动态变量映射和报警电流等信息
 传感器配置：包括传感器类型、线制及校准等信息
 电流校准： 包括输出电流校准，固定电流输出功能
 变量监视： 定时刷新所选设备的动态变量

http://www.microcyber.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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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变送器基本组态

NCS-TT106H-R 型变送器必须进行特定基本变量组态后才能工作。在大多情况下，所有
这些变量都在工厂预先组态。若变送器未组态，或者需要修改组态变量，则需要组态。

2.2.1 设置 PV（主变量）单位

变送器支持的工程单位如下：
 摄氏度
 华氏度
 兰氏度
 开尔文
 欧姆
 毫伏

变送器 PV 单位的选择，直接影响所选取的传感器类型。PV 单位为温度单位（摄氏度、
华氏度、兰氏度和开尔文）时，双通道可接入的传感器类型为热电阻（RTD）和热电偶
（TC）;PV 单位为欧姆时，可接入的传感器类型为电阻信号；PV 单位为毫伏时，可接
入的传感器类型为电压信号。

使用现场通讯器组态 PV 单位

使用 HARTMPT 软件组态 PV 单位

1. 选择“组态信息”选项卡。
2. 在‘主变量设定’区域，组态单位变量。

2.2.2 组态传感器

传感器包括设置以下信息：
 传感器类型
 线制
 冷端补偿
 冷端预设值

传感器类型包括电阻（0_500Ω、0_4000Ω），热电阻（Cu50、Cu100、Pt100 和 Pt1000），
-100~+100mV，热电偶（B、E、J、K、N、R、S 和 T）。



10

线制可设置为 2、3、4 线制（电阻、热电阻信号），热电偶为 2 线制。对于传感器 2 只
能设置为 2、3 线制。

冷端补偿只对热电偶有效。可设置为冷端禁止、内部测量、固定值和传感器 2 测量四种
方式。冷端禁止，变送器将不会对冷端进行补偿；内部测量，冷端补偿的温度由内部的
测温芯片提供；固定值，冷端补偿的温度为用户设定的冷端预设值；传感器 2 测量，冷
端补偿的温度为传感器 2 的测量值，此时传感器 2 应外接 Pt100。

冷端预设值为用户外部设定的温度，用于冷端补偿方式为固定值。

使用现场通讯器组态传感器

使用 HARTMPT 组态传感器

1. 选择“传感器配置”选项卡。
2. 在‘传感器设置’区域，组态传感器。

2.2.3 映射 HART 变量

“变量映射”显示过程变量序列。NCS-TT106H-R 双传感器组态允许用户选择主变量（PV）
和二级变量（SV）、三级变量（TV）和四级变量（QV）。变量选项为“传感器 1”、“传感器
2”、“设备温度”、“均值”和“差值”。4-20mA 模拟信号代表主变量。

均值为传感器 1 与传感器 2 输入的平均值。
差值为传感器 1 与传感器 2 输入的差值。

注：如果为均值或差值测量组态了 PV 时，传感器 1 和/或传感器 2 发生故障时，

变送器将会发出报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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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现场通讯映射 HART 变量

使用 HARTMPT 软件映射 HART 变量

1. 选择“组态信息”选项卡。
2. 在‘动态变量映射’区域，映射 HART 变量。

2.3 组态设备输出

2.3.1 重设变送器范围

重设变送器范围可将测量范围设置为特定应用的预期读数限值。将测量范围设置为预期
读数限值可使变送器性能达到最高；在特定应用的预期温度范围内工作时，变送器最精
确。

预期读数的范围由量程下限值（LRV）和量程上限值（URV）确定。根据需要不时地复
位变送器范围值，以反映不断变化的过程条件。

虽然重设范围功能像常规校准那样把传感器输入与 4-20mA 输出匹配，但是它不影响
变送器的输入判读。

使用现场通讯器重设变送器范围

使用 HARTMPT 软件重设变送器范围

1. 选择“组态信息”选项卡。
2. 在‘无源设定’区域，设置量程上限、量程下限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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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阻尼

阻尼功能可改变变送器的响应时间，以使输入快速变化导致的输出读数波动变得平滑。
根据需要的响应时间、信号稳定性以及系统回路动态的其他要求确定适当的阻尼设置。
默认阻尼值是 0 秒，可以设置为 0 至 32 秒之间的任何值。

所选择的阻尼值影响变送器的响应时间。当设置为 0（禁用）时，阻尼功能关闭，变送
器输出按传感器算法允许的最快速度对输入变化做出响应。提高阻尼值将会增加变送器
的响应时间。

使用现场通讯器对变送器应用阻尼

使用 HARTMPT 软件对变送器应用阻尼

1. 选择“组态信息”选项卡。
2. 在‘主变量设定’区域，设置阻尼参数。

2.3.3 组态报警饱和水平

在正常工作时，变送器将根据下限饱和点与上限饱和点之间的测量驱动输出。若超过传
感器限值，或者输出超过饱和点，则输出会被限制为相应的饱和点。

NCS-TT106H-R 型变送器自动并连续执行自我诊断功能。如果自我诊断检测到故障，变
送器会根据报警类型把输出驱动到所组态的报警值。通过报警设置，可查看和更改报警
信息。

故障模式报警可使用现场通讯器和 HARTMPT 软件组态。对于定制水平有以下限制：
 低报警值必须低于低饱和水平
 高报警值必须高于高饱和水平

表 2-1：NCS-TT106H-R 报警和饱和值

水平 4-20mA 饱和 4-20mA 报警

低 3.8mA 3.5mA ~ 3.75mA

高 20.8mA 21.75mA ~ 23.0mA
注：设置为 HART 多点模式的变送器会以数字方式发送所有饱和和报警信息，

饱和和报警条件不会影响模拟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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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现场通讯器组态报警

使用 HARTMPT 软件组态报警

1. 选择“组态信息”选项卡。
2. 在‘报警设置’区域，设置报警类型及高、低报警值。

2.4 输入设备信息

使用现场通讯器或其他适合的通讯设备在线访问变送器的信息变量。下面列出了变送器
的信息变量，包括设备标识符、出厂设置的状态变量以及其他信息。

位号变量是在多变送器环境中识别和区分不同变送器的最简单方法。它用于按照应用要
求以电子方式标记变送器。当基于 HART 的通讯器在接通电源期间与变送器建立联系时，
自动显示定义的位号。位号最多包含 8 个字符，长位号扩展到 32 个字符。这些参数都
不会影响变送器的主变量读数，它们只用于提供信息。

日期是由用户自定义的变量，可提供保存最新版本的组态信息日期的位置。它对变送器
或基于 HART 的通讯器的操作没有影响。

描述信息变量提供一个较长的用户定义电子标签，与位号变量相比，它可以帮助提供更
加具体的变送器标识信息。描述信息最多可包含 16 个字符，对变送器或基于 HART 的
通讯器的操作没有影响。

消息变量提供在多变送器环境中识别各个变送器的最具体的用户定义方式。它支持最长
32 个字符的信息，并与其他组态数据存储在一起。消息变量对变送器或基于 HART 的
通讯器的操作没有影响。

地址变量能够激活多点通讯，对于 HART 7，必须把变送器的轮询地址指定为 1-63 范
围内的数字。处于一条多点回路中的每个变送器必须有唯一的轮询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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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现场通讯器组态设备信息

使用 HARTMPT 软件组态设备信息

1. 选择“基本信息”选项卡。
2. 在‘设备信息’区域，选择消息、描述、工位号、日期等参数修改。

2.5 执行回路测试

执行回路测试，验证变送器输出、回路完整性。要发起回路测试，请执行下面的步骤。

使用现场通讯器执行回路测试

使用 HARTMPT 软件执行回路测试

1. 选择“电流校准”选项卡。
2. 在‘固定输出’区域，选择要测试输出的电流，也可手动输入电流值。
3. 点击“进入固定电流模式”按钮。

2.6 建立多点通讯

多点是指将多个变送器连接到单条通讯线路上。主机和变送器之间的通讯以数字方式进
行。NCS-TT106-R 型变送器支持多点连接。使用 HART 通信协议，可将多达 63 个变送
器连接在单条双绞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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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通讯器能够采用与处理标准的点对点安装中的变送器相同的方式来测试、组态和格
式化多点连接的 NCS-TT106-R 型变送器。多点安装应用要考虑每个变送器的更新速率、
变送器型号的组合，以及传输线的长度。每个变送器都拥有唯一的地址（1-63）并与
HART 协议中定义的命令相对应。

图 2-3：典型的多点连接网络

注：NCS-TT106H-R型变送器的地址在出厂时被设置为0，这样能够以标准的点对点方式使用4-20mA

输出信号工作。若希望激活多点通讯，变送器的地址必须更改为 1-63 范围内的数字。这种更改

会停用 4-20mA 模拟输出，使该输出变为 4mA。此时还会禁用故障模式电流。

使用现场通讯器更改变送器地址

使用 HARTMPT 软件更改变送器地址

1. 选择“基本信息”选项卡。
2. 在‘地址’标签的下拉框中，选择要更改的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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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变送器安全性

中科博微 NCS-TT106H-R 型变送器可用的安全方法为软件安全开关（写保护）。
写保护功能可防止意外或未经授权更改变送器组态数据。要启用写保护功能，请执行下
面的程序。

使用现场通讯器组态写保护

使用 HARTMPT 软件组态写保护

1. 打开“查看”菜单，点击‘发送命令’选项
2.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命令行’填写 187，‘要发送的数据’填写 2 个十六进制数据（0001：

开启写保护 0000：关闭写保护）。
3. 点击‘发送’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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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硬件安装

3.1 安装步骤

图 3-1：安装流程图

设置报警状态

在将设备投入使用之前应设置报警状态，以确保出现故障时能够执行正确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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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安装变送器

图 3-2：安装示意图

直接安装到墙壁或 DIN 导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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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电气安装

4.1 变送器接线和供电

变送器所需的所有电力都通过信号线提供。使用足够尺寸的普通铜线，以确保变送器供
电端子之间的电压不低于 11VDC。

若传感器安装在高压环境中并发生故障状况或安装错误，则传感器引线和变送器端子上
可能有危险电压。在与导线和端下接触时，应极其小心。
注：在变送器端子上不要施加高压（例如交流线路电压）。过高电压可能损坏设备。

4.2 传感器连接

图 4-1：传感器接线图

热电偶或毫伏输入

热电偶可以直接接到变送器。若把变送器安装在距传感器较远的位置，可使用适当的热
电偶加长线。使用铜线完成毫伏输入连接。对于较长的接线，应使用屏蔽线。

热电阻或欧姆输入

变送器可接受多种热电阻组态，包括 2 线、3 线或 4 线组态。若接线距离较长，则应该
连接第三或第四条引线。

传感器引线电阻的影响-热电阻输入

在使用 4 线热电阻时，能够消除引线电阻的影响，不会影响精度。但是，3 线传感器不
能完全消除引线电阻误差，因为不能不吃引线之间的电阻不平衡。在所有 3 条引线上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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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相同的线会使 3 线热电阻安装方式的精度尽可能精确。2 线传感器产生的误差最大，
因为他直接把引线电阻增加到传感器电阻上，这时需进行“两线零点校准”功能，消除 2
线热电阻安装方式带来的误差。

4.3 双传感器输入组合方式

传感器输入 1

传
感
器
输
入
2

热电阻

2 线

热电阻

3 线

热电阻

4 线

电阻

2 线

电阻

3 线

电阻

4 线

热电偶 毫伏

热电阻

2 线
   X X X  X

热电阻

3 线
   X X X  X

电 阻

2 线
X X X    X X

电 阻

3 线
X X X    X X

热电偶
   X X X  X

毫 伏
X X X X X X X 

进行双通道测量时，两个通道测量单位必须具有相同的设置（例如：均为温度单位）。
无法实现通过两个通道分别测量热电阻信号（Ohm）和电压信号（m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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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操作与维护

本节包含 NCS-TT106H-R 型温度变送器的校准信息。

5.1 校准

校准变送器通过以数字方式更改变送器对传感器输入的判读，对工厂存储的特征化曲线
进行修正，从而提高测量精度。在工作过程中，变送器根据传感器输入使用此信息按工
程单位产生过程变量输出。

NCS-TT106H-R 的校准可包含以下步骤：
 传感器输入调整：以数字方式改变变送器对输入信号的判读
 输出调整： 把变送器校准到 4-20mA 基准标度
 变送器精度校准：产生一条特性化曲线

5.1.1传感器输入调整

传感器调整命令允许改变变送器对输入信号的判读。传感器调整适用于验证程序或要求
对传感器和变送器一起进行特性分析的应用。传感器调整功能针对校准后的变送器，且
调整是有范围的（0.9≤R0 调整系数≤1.1）。

图 5-1：传感器输入调整流程图

R0 调整系数，是对整机（变送器+传感器）进行的零点温度校准
R0 调整系数，只对热电阻传感器进行调整（RTD 适用于低温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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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现场通讯器进行传感器调整

使用 HARTMPT 组态软件进行传感器调整

1. 选择“传感器配置”选项卡。
2. 在传感器区域中，找到 R0 修正系数，填写调整值。
3. 最后点击‘修正’按钮，完成修正。

5.1.2调整模拟输出

若主变量的数字值与工厂的标准相符但变送器的模拟输出与输出装置上的读数不符，则
应执行输出调整。输出调整功能把变送器校准到 4-20mA 基准标度。应定期调整模拟
输出信号，以保持测量精度。

图 5-2：智能温度变送器的测量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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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现场通讯器调整模拟输出

使用 HARTMPT 组态软件调整模拟输出

5.1.3变送器精度校准

变送器在工厂特性化，这意味着它们在出厂时标准传感器曲线已存储在变送器固件中。
当然用户也可以对变送器进行用户自校准（将会覆盖掉出厂默认校准数据）。
当传感器类型为热电阻或欧姆，且为两线制方式安装时，需要执行‘两线制零点校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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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3：变送器精度校准流程图

使用现场通讯器执行变送器精度校准

使用 HARTMPT 组态软件执行变送器精度校准

1. 选择“传感器配置”选项卡，依据实际情况选择是否对‘校准点’进行修改。
2. 点击‘RTD 零点校准’按钮，依据提示信息执行 RTD 校准。
3. 点击‘RTD 满点校准（0_500R）’按钮，依据提示信息执行 RTD 校准。
4. 点击‘RTD 满点校准（0_4000R）’按钮，依据提示信息执行 RTD 校准。
5. 点击‘TC 校准’按钮，依据提示信息执行 TC 校准。
6. 点击‘两线制零点校准’按钮，依据情况执行两线制零点校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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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服务

变送器支持的服务功能如下：
 设备复位 ：软件重启设备
 恢复出厂默认值：执行后，所有配置数据恢复到默认出厂状态
 保存为出厂值 ：执行后，将当前配置保存为出厂值。执行“恢复出厂设置”时，将

恢复为这次保存的配置。
 恢复出厂设置 ：执行后，所有配置数据恢复到出厂状态。如果用户保存过出厂值，

那么恢复为用户保存的配置，否则恢复到默认出厂状态。

使用现场通讯器执行变送器服务

使用 HARTMPT 组态软件执行变送器服务

1. 选择“传感器配置”选项卡。
2. 点击‘恢复出厂默认’按钮，执行恢复出厂默认功能。
3. 点击‘恢复出厂设置’按钮，执行恢复出厂设置功能。
4. 点击‘保存为出厂值’按钮，执行保存为出厂值功能。
5. 打开“查看”菜单，点击‘发送命令’选项，填写‘命令号-42’，执行复位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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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HART 协议

5.3.1 设备版本信息

硬件版本 1.0

制造商 ID 0x601E

设备类型 0xE40B

HART 协议 7

设备版本 1.0

5.3.2 动态变量和测量值

在出厂时，下列测量值被分配给动态变量：

Dynamic variable Measured value

Primary device variable (PV) Sensor 1

Secondary device variable (SV) Device temperature

Tertiary device variable (TV) Sensor 1

Quaternary device variable (QV) Sensor 1

5.3.3 设备变量和测量值

下列测量值被分配给当个的设备变量：

Device variable code Measured value

0 Sensor 1

1 Sensor 2

2 Device temperature

3 Average = (Sensor 1 + Sensor 2) * 0.5

4 Difference = Sensor 1 – Sensor 2
注：设备变量可以通过 HART 命令 9 或 33 获取

5.3.4 HART 命令

Command No. Designation

通用命令

Cmd00 Read Unique Identifier

Cmd01 Read Primary Variable

Cmd02 Read Loop Current and Percent of Range

Cmd03 Read Dynamic Variable and Loop Curr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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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md06 Write Polling Address

Cmd07 Read Loop Configuration

Cmd08 Read Dynamic Variable Classifications

Cmd09 Read Device Variables with Status

Cmd11 Read Unique Identifier Associated with Tag

Cmd12 Read Message

Cmd13 Read Tag, Descriptor, Date

Cmd14 Read Primary Variable Transducer Information

Cmd15 Read Device Information

Cmd16 Read Final Assembly Number

Cmd17 Write Message

Cmd18 Write Tag, Descriptor, Date

Cmd19 Write Final Assembly Number

Cmd20 Read Long Tag

Cmd21 Read Unique Identifier Associated with Long Tag

Cmd22 Write Long Tag

Cmd38 Reset Configuration Changed Flag

Cmd48 Read Additional Device Status

常用命令

Cmd33 Read Transmitter Variables

Cmd34 Write Primary Variable Damping Value

Cmd35 Write Primary Variable Range Value

Cmd36 Set Primary Variable Upper Range Value

Cmd37 Set Primary Variable Lower Range Value

Cmd40 Enter/Exit Fixed primary Variable Current Mode

Cmd42 Perform Device Reset

Cmd44 Write Primary Variable Units

Cmd45 Trim Primary Variable Current DAC Zero

Cmd46 Trim Primary Variable Current DAC Gain

Cmd50 Read Dynamic Variable Assignments

Cmd51 Write Dynamic Variable Assign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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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故障排除

如果启动或运行过程中出现故障，请在下面的检查表中开始故障排除。这将直接让你了
解问题的原因和适当的补救措施。

6.1 排除 4-20mA/HART 输出的故障

表 6-1. 针对 4-20mA 输出的故障排查表

症状或问题 可能原因 纠正措施

变送器不与现
场通讯器通讯 回路接线

 检查通讯器是否导入 NCS-TT106H-R 型变送
器 DD 文件

 检查电源和通讯器连接之间是否有至少 250Ω
电阻

 检查变送器的供电电压是否足够。如果连接了
现场通讯器并且回路中的电阻为 250Ω，那么
变送器的端子电压至少应达到 11V 才能工作

 检查是否有间歇性短路、断路

输出过高

传感器输入
或连接故障

 检查传感器是否断路或短路
 检查过程变量，看其是否超出范围

回路接线  检查端子、互连引脚或插座是否有缺陷

电源
 检查变送器端子上的电源输出电压。该值应为

11 至 35VDC

输出不稳 回路接线

 检查变送器端子上的电源输出电压。该值应为
11 至 35VDC

 检查是否有间歇性短路、断路
 连接现场通讯器，并进入回路测试模式，以产

生 4mA、20mA 信号和用户选择的值

输出过低
或无输出

传感元件  检查过程变量，看其是否超出范围

回路接线

 检查变送器端子上的电源输出电压。该值应为
11 至 35VDC

 检查是否有间歇性短路、断路
 检查信号端子的极性是否正确
 检查回路电阻
 连接现场通讯器，并进入回路测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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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诊断消息

表 6-2. 状态：故障-立即维修

报警名称 问题 推荐措施

电子元件
故障

设备中的关键电子元件发送故障。
例如，AD 芯片故障。如果诊断表面
电子元件存在故障。

1. 重启变送器
2. 如果这种现象持续存在，则更

换变送器。

传感器断
路

表明检测到传感器断路情况。传感
器可能断开、连接不当或者失灵。

1. 验证传感器接线和线路。请参
考传感器标签上的接线图以确
保接线正确。

2. 验证传感器的完整性和传感器
引线线路。如果传感器存在故
障，修复或更换该传感器。

传感器短
路

表明检测到传感器短路情况。传感
器可能断开、连接不当或者失灵。

1. 验证传感器接线正确且已连接
到端子。

2. 验证传感器的完整性和传感器
引线线路。如果传感器存在故
障，修复或更换该传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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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技术规格

7.1 基本参数

表 7-1. 基本参数

规格

输入
Pt100, Pt1000, Cu50, Cu100, 0~500Ω, 0~4000Ω
B, E, J, N, K, R, S, T 八种分度号的热电偶
-100mV~+100mV 电压信号

输出 单 2 线设备，采用 4-20mA/HART，与输入呈线性关系

电源 11~35VDC

通道数 双通道

RTD 接线方式 2、3、4 线制

温度限值 -40~85℃

湿度限值 0-95%相对湿度

启动时间 ≤5s

更新时间 0.8~1.3s 取决于传感器类型和接线方式

外壳保护等级 IP20（端子 IP00）

隔离 1000VAC

电源影响 ±0.005%/V

电磁兼容性

GB/T 18268.1-2010《测量、控制和实验室用的电设备 电磁兼容性
要求 第 1 部分:通用要求》中工业场所的抗扰度要求
电源接口测试方法采用 GB/T 18268.23-2010 《测量、控制和实验
室用的电设备 电磁兼容性要求 第 23 部分：特殊要求 带集成或远
程信号调理变送器的试验配置、工作条件和性能判据》

故障报警 线性输出：3.8 ≤ I ≤ 20.8
上限故障：21.75 ≤ I ≤ 23
下限故障：3.5 ≤ I ≤ 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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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热电阻技术指标

RTD 精度指标

信号类型 建议使用范围（℃） 精度（25℃） 温漂（/℃）

电阻
0 ~ 500Ω ±0.04Ω ±0.001Ω

0 ~ 4000Ω ±0.35Ω ±0.015Ω

PT100 -200 ~ 850℃ ±0.15℃ ±0.003℃

PT1000 -200 ~ 850℃ ±0.15℃ ±0.005℃

Cu50 -50 ~ 150℃ ±0.15℃ ±0.005℃

Cu100 -50 ~ 150℃ ±0.10℃ ±0.003℃
注：RTD 指标测试条件为 4 线制。2、3 线制排除线阻误差后符合上述指标。

RTD 其它技术指标

接线方式 2、3、4

共模抑制比 ≥70dB（50Hz 和 60Hz）

差模抑制比 ≥70dB（50Hz 和 60Hz）

7.3 热电偶技术指标

TC 精度指标

信号类型 建议使用范围（℃） 精度（25℃） 温漂（/℃）

毫伏 -100 ~ +100mV ±0.025mV ±0.001mV

B 500 ~ 1810℃ ±0.77℃ ±0.050℃

E -200 ~ 1000℃ ±0.20℃ ±0.025℃

J -190 ~ 1200℃ ±0.35℃ ±0.01℃

K -200 ~ 1372℃ ±0.40℃ ±0.025℃

N -190 ~ 1300℃ ±0.50℃ ±0.015℃

R 0 ~ 1768℃ ±0.75℃ ±0.023℃

S 0 ~ 1768℃ ±0.70℃ ±0.023℃

T -200 ~ 400℃ ±0.35℃ ±0.015℃

TC 其它技术指标

冷端温度补偿精度
±0.5℃（内部测量）

±0.15℃（Sensor 2 测量，Pt100）

共模抑制比 ≥70dB（50Hz 和 60Hz）

差模抑制比 ≥70dB（50Hz 和 60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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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壳体尺寸

图 7-1 壳体尺寸（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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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现场通讯器菜单树

图 A-1：NCS-TT106H-R 现场通讯器菜单树-过程变量

图 A-2：NCS-TT106H-R 现场通讯器菜单树-诊断与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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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A-3：NCS-TT106H-R 现场通讯器菜单树-基本配置

图 A-4：NCS-TT106H-R 现场通讯器菜单树-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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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A-5：NCS-TT106H-R 现场通讯器菜单树-详细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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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HARTMPT 组态软件操作界面

图 B-1：HARTMPT 操作界面-基本信息

信息修改后可以按“应用”按钮下载到设备中去。
 地址 选择范围是 0~63。
 消息 最多可输入 32 个字符。
 描述 最多可输入 16 个规定字符。
 工位号 最大长度为 8 个规定字符。
 日期 范围是从 1900 年至 2155 年。
 装配号 最大长度为 6 个规定字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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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B-2：HARTMPT 操作界面-组态信息

信息修改后可以按“应用”按钮下载到设备中去
 阻尼 范围 0～32 秒。
 单位 可设置为゜ C,゜ F,゜ R, K, mV, Ohm，PV 单位的改变直接影响到与单位有关

联的变量和传感器类型的选择。修改单位时，不能同时修改主变量量程上下限值，
应该分别修改。

 量程上限 对应 20mA 输出电流的 PV 值。
 量程下限 对应 4mA 输出电流的 PV 值。
 用当前值设定“量程上限”按钮 将设备的当前 PV 值设置成主变量量程的上限，量程

下限不变 。
 用当前值设定“量程下限”按钮 将设备的当前 PV 值设置成主变量量程的下限，该操

作可能同时改变上限。
 动态变量映射 配置动态变量的映射关系。
 报警类型 可设定高报警或低报警。
 高报警电流 范围是 21.75~23mA。
 低报警电流 范围是 3.5~3.75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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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B-3：HARTMPT 操作界面-传感器配置

 传感器类型 包括电阻（0_500Ω、0_4000Ω），热电阻（Cu50、Cu100、Pt100 和 Pt1000），
-100~+100mV，热电偶（B、E、J、K、N、R、S 和 T）。

 线制 可设置为 2、3、4 线制（电阻、热电阻信号），热电偶为 2 线制。对于传感
器 2 只能设置为 2、3 线制 。

 冷端补偿 只对热电偶有效。可设置为冷端禁止、内部测量、固定值和传感器 2 测
量四种方式。冷端禁止，变送器将不会对冷端进行补偿；内部测量，冷端补偿的温
度由内部的测温芯片提供；固定值，冷端补偿的温度为外部设定的温度；传感器 2
测量，冷端补偿的温度为传感器 2 的测量值，此时传感器 2 应外接 Pt100。

 通道状态 显示传感器通道状态（开路，短路等）。
 传感器通道值 显示传感器通道的原始值。
 R0 修正系数 对传感器本身的误差进行修正（范围 0.9~1.1）。
 两线制零点校准 当温度变送器以 2 线制方式连接 RTD 时，为了避免电缆上的电阻

产生的误差，可以在传感器端短接，然后点击‘两线制零点校准’按钮，可以消除电
缆上的电阻产生的误差。

 TC 校准 对热电偶和毫伏信号进行出厂校准。
 RTD 校准 对热电阻和电阻信号进行出厂校准。
 校准点 对变送器校准时，采用的标准值。
 恢复出厂默认值 点击此按钮，所有数据将恢复到默认出厂状态。
 保存为出厂值 点击此按钮，将当前配置保存为出厂值。再次点击“恢复出厂设置”

按钮时，将恢复为这次保存的配置。
 恢复出厂设置 点击此按钮，数据恢复到出厂状态。如果用户保存过出厂值，那么

将恢复为用户保存的配置；否则，恢复到默认出厂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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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B-4：HARTMPT 操作界面-电流校准

 电流校准
 连接回路，需要在设备输出回路上串入五位半以上精度电流表；
 设置设备的轮询地址为 0，参见基本信息配置，如果轮询地址是 0，可以略过

该步；
 进入电流校准选项卡；
 选择“当前值”为 4mA，电流表稳定后，在“调整值”文本框中输入电流表的读数，

点击“应用”按钮；
 选择“当前值”为 20mA，电流表稳定后，在“调整值”文本框中输入电流表的读

数，点击“应用”按钮；
 选择“当前值”为空白，使设备输出的电流按 PV 值计算。

 固定输出
 点击给出的固定电流值，也可点击“手动发送”并填写要输出的固定电流值。
 单击“进入/退出固定电流模式” ，进入或退出固定电流输出模式。
 按钮的标题轮流显示 “进入固定电流模式”和“退出固定电流模式”，以提示用户

操作。

注：校准电流及固定电流输出功能只能在设备的轮询地址为 0 时进行

其他的轮询地址为完全数字通讯模式，会提示错误信息“命令执行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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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B-5：HARTMPT 操作界面-变量监视

周期刷新所选设备的动态变量并显示当前设备主变量的趋势曲线。
刷新的变量分别是：
 第一变量，PV 值，即主变量
 第二变量，SV 值
 第三变量，TV 值
 第四变量，QV 值
 电流值，主变量对应的电流值
 百分比，主变量对应的百分比
 冷端温度，设备冷端温度值



41

中 国 科 学 院 沈 阳 自 动 化 研 究 所

沈 阳 中 科 博 微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H t t p : / / w w w . m i c r o c y b e r . c n

地 址 ： 中 国 · 沈 阳 · 浑 南 新 区 文 溯 街 1 7 - 8 号

邮编：110179
电话：0086-24-31217263 / 31217251
传真：0086-24-31217293
EMAIL：sales@microcyber.cn


	1简介
	1.1安全消息
	1.2概述
	1.2.1手册
	1.2.2变送器概述

	1.3注意事项
	1.3.1一般
	1.3.2调试
	1.3.3机械
	1.3.4电气
	1.3.5安装注意事项
	1.3.6环境注意事项


	2组态
	2.1组态方法
	2.1.1在工作台上进行组态
	2.1.2选择组态工具

	2.2变送器基本组态
	2.2.1设置PV（主变量）单位
	2.2.2组态传感器
	2.2.3映射HART变量

	2.3组态设备输出
	2.3.1重设变送器范围
	2.3.2阻尼
	2.3.3组态报警饱和水平

	2.4输入设备信息
	2.5执行回路测试
	2.6建立多点通讯
	2.7变送器安全性

	3硬件安装
	3.1安装步骤
	3.2安装变送器

	4电气安装
	4.1变送器接线和供电
	4.2传感器连接
	4.3双传感器输入组合方式

	5操作与维护
	5.1校准
	5.1.1传感器输入调整
	5.1.2调整模拟输出
	5.1.3变送器精度校准

	5.2服务
	5.3HART协议
	5.3.1设备版本信息
	5.3.2动态变量和测量值
	5.3.3设备变量和测量值
	5.3.4HART命令


	6故障排除
	6.1排除4-20mA/HART输出的故障
	6.2诊断消息

	7技术规格
	7.1基本参数
	7.2热电阻技术指标
	7.3热电偶技术指标
	7.4壳体尺寸

	附录A 现场通讯器菜单树
	附录B HARTMPT组态软件操作界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