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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赛选手须知 

1.任务书共 20 页，如出现任务书缺页、字迹不清等问题，请及时向裁判举手示意，并进行任

务书的更换。 

2.各参赛队应在 4 小时内完成任务书规定内容，比赛时间到，比赛结束，选手按操作规范，整

理好工作现场离开比赛场地，不得延误。 

3.比赛结束，选手应及时上交任务书，不得将其擅自带离比赛场地，否则按弃权处理。 

4.选手提交的试卷用赛位号标识，“选手确认”部分填写所在的“赛位号”，不得写上姓名或与身

份有关的信息，否则视成绩无效。 

5.参赛选手在比赛过程中可提出设备器件更换要求。更换的器件经裁判组检测后，如为非人为

损坏，由裁判根据现场情况给予补时；如人为损坏或器件正常，每次扣 3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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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竞赛基本要求 

1.正确使用工具，操作安全规范。 

2.液压和气动元件安装正确无误、系统管路连接牢固、布局美观，电路连接正确、可靠，符合

行业相关标准。 

3.爱惜赛场的设备和器材，尽量减少耗材的浪费。 

4.保持工作台及附近区域干净整洁。 

5.竞赛过程中如有异议，可向现场考评人员举手示意，不得扰乱赛场秩序。 

6.遵守赛场纪律，尊重考评人员、技术支持人员，服从安排。 
二、竞赛需要完成的工作任务 

任务一、液压与气动系统回路装调与故障排除（40 分） 

（一）工业双泵液压泵站的安装与调试 

选手根据赛场提供的设备，采用规范的安装及调试工艺，按任务书的要求，完成泵站的安装及

工作压力调试。 

1.变量叶片泵的安装及调试 

要求 1：按照图 1 要求，完成变量叶片泵的安装及调试。 

要求 2：排除泵站故障后，调试出变量叶片泵的输出压力为 4MPa,在表 1 中记录压力值，并举

手示意报请裁判验证并签字确认。 

 

图 1 变量叶片泵系统调压回路 

表 1 变量叶片泵的输出压力确认表 

序号 泵 源 功能要求 
P2

（MPa） 

选手确认 

（填赛位号） 

裁判确认 

（签字确认） 
备注 

1 变量叶片泵 系统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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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定量柱塞泵的安装与调试 

要求 1：按照图 2 要求，完成定量柱塞泵的安装与调试。 

要求 2：调试出定量柱塞泵输出一级压力为 6MPa，二级压力为 3.5MPa，在表 2 中记录压力

表压力值，并举手示意报请裁判签字确认。 

要求 3：压力调定完成后，1YA 断电时(泵未停)，P 压处的压力应为       MPa（理想工况下）。 

要求 4：在图 2 虚线框内填出对应的钢印符号。 

 

图 2 定量柱塞泵系统调压回路 

表 2 定量柱塞泵的输出压力确认表 

序号 泵源 功能 P2（MPa） 
选手确认 

（填赛位号） 

裁判确认 

（签字确认） 
备注 

1 
定量柱

塞泵 

一级压力     

2 二级压力     

 

（二）液压系统回路搭建与调试 

根据赛场所提供设备，选手按任务书各液压系统回路的要求，选择适当的液压阀，组建任务书

要求的一般回路或叠加回路，完成液压系统安装与调试。选手在调试中，可以根据自己情况，选择

继电器点动分步调试，或在 PLC 下完成最终调试，注意安装及调试工艺须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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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全自动轧钢冲压模拟装置液压回路图 

1.物料传输单元 

选用叶片泵油路系统供油，物料传输单元油路系统按照图 3 液压回路图，在满足如下要求下进

行液压系统安装与调试，注意安装及调试工艺须规范。 

要求 1：根据图 3 液压回路图，选用现场提供的叠加式液压元件完成物料传输单元油路系统安

装。 

要求 2：根据图 3 液压回路图，液压马达正、反转均具有过载保护功能，在图 3(a)虚线框内补

画缺失的液压元件符号，并完成液压回路安装及调试。 

要求 3：根据图 3 液压回路图，液压马达正转采用进油调速，且马达转速基本不受负载波动影

响，在图 3(a)虚线框内补画缺失的液压元件符号，并完成液压回路安装及调试。 

要求 4：根据图 3 液压回路图，根据叠加阀在液压回路中的位置，在表 3(a)中填写出物料传输

单元油路系统中叠加阀名称、叠加阀型号以及画出叠加阀职能符号。 

 

 

 

 

 

 

 

 



6 

表 3：叠加阀在物料传输单元油路系统中的位置 

3    

2    

1    

0 叠加阀基板 

叠加阀位置顺序 叠加阀名称 叠加阀型号 叠加阀职能符号 

2.双缸轧制单元  

选用柱塞泵油路系统供油，双缸轧制单元油路系统按照图 3 液压回路图，在满足如下要求时，

进行液压系统安装与调试，注意安装及调试工艺须规范。 

要求 1：根据图 3 液压回路图，选用现场提供的叠加式液压元件完成双缸轧制单元油路系统安

装与调试。 

要求 2：根据图 3 液压回路图，选择合适的三位四通电磁换向阀，换向阀处于中位时，液压泵

不卸荷，执行机构浮动，在图 3(b)中补画出换向阀中位机能。 

要求 3：根据图 3 液压回路图，要求双缸物料滚轧油路系统断电时，液压缸能在任意位置可靠

锁紧，在图 3(b)中虚线框内补画出缺失的液压元件符号，并选择对应的液压元件搭接回路。 

要求 4：液压缸下行采用节流阀进油节流的方式调速，在图 3(b)中虚线框内补画出缺失的液压

元件符号，并选择对应的液压元件搭接回路。要求液压缸下行速度为 25mm/s±2mm/s。 

要求 5：液压双缸下行（或上行）到底，无杆腔（或有杆腔）压力可调，且不影响系统压力，

在图 3(b)虚线框内补画出缺失的液压元件符号。调试出液压缸下行到底无杆腔压力值为

3.6MPa±0.2MPa，并在液压回路图 3(b)中找出测压点并标注为 P1，压力值填入表 5，并举手示意

报请裁判验证并签字确认。 

要求 6：根据图 3 液压回路图，根据叠加阀在液压回路中的位置，在表 4 中填写出双缸轧制单

元油路系统中叠加阀名称、叠加阀型号以及画出叠加阀职能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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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叠加阀在双缸轧制单元油路系统中的位置 

4    

3    

2    

1    

0 叠加阀基板 

叠加阀位置顺序 叠加阀名称 叠加阀型号 叠加阀职能符号 

3.顶料单元 

选用柱塞泵油路系统供油，顶料单元系统按照图 3 液压回路图，在满足如下要求时，进行液压

系统安装与调试，注意安装及调试工艺须规范。 

要求 1：根据图 3 液压回路图，选用现场提供的叠加式液压元件完成顶料单元油路系统安装与

调试。 

要求 2：液压缸上行到底，无杆腔压力值可调且系统压力同步变化，在图 3(c)虚线框内补画出

缺失的液压元件符号，并选择对应的液压元件搭接回路。 

要求 3：已知顶料缸缸筒内径尺寸为 30mm,活塞杆外径尺寸为 20mm,调节相应的液压元件至

顶料缸上行模拟最大举升力为 3533N（忽略摩擦及自重），并在液压回路图 3(c)中找出测压点并标

注为 P2，同时将液压元件调定的压力值（MPa）填入表 5，并举手示意报请裁判验证并签字确认。 

要求 4：顶料单元液压缸上行到底后，叠加式压力继电器动作，在图 3(c)虚线框内补画出缺失

的液压元件符号。调试出压力继电器动作压力为 P2±0.5MPa，动作指示采用蜂鸣器指示，（压力继

电器为常开触点），压力继电器状态填入表 5，并举手示意报请裁判验证并签字确认。 

4.物料冲压单元 

选用柱塞泵油路系统供油，物料冲压单元油路系统按照图 3 液压回路图，在满足如下要求下进

行液压系统安装与调试，注意安装及调试工艺须规范。 

要求 1：根据图 3 液压回路图，选用现场提供的板式液压元件完成物料冲压单元油路系统安装

与调试。 

要求 2：液压缸上行到底，压力可调，且系统压力同步变化，在图 3(d)中虚线框内补画出缺失

的液压元件符号，并选择对应的液压元件搭接回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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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 3：已知冲压缸缸筒内径尺寸为 25mm,活塞杆外径尺寸为 18mm，在冲压缸伸出与缩回过

程中，若进油量相同，则冲压缸伸出速度与缩回速度的比值为      。（保留 2 位小数） 

5.液压系统单步调试记录 

表 5 单步调试参数与功能确认表 

任务系统 
双缸轧制单元液压缸 
无杆腔压力/MPa 

选手确认 
(填赛位号) 

裁判确认 
（签字确认） 

备注 

结果记录     

任务系统 
顶料单元液压缸 
无杆腔压力/MPa 

选手确认 
(填赛位号) 

裁判确认 
（签字确认） 

备注 

结果记录     

任务系统 
顶料单元压力继电器动作是否

正常(填“是”或“否”) 
选手确认 

(填赛位号) 
裁判确认 

（签字确认） 
备注 

结果记录     

（三）气动回路安装与调试 

选手根据赛场提供的设备，采用规范的安装及调试工艺，结合气动回路系统原理图（图 4），

选用合理的气动阀及器件，完成气动系统回路安装与调试。 

任务要求： 

要求 1：根据执行部件位置，合理利用赛场提供的元件，完成气动回路的安装与调试。 

要求 2：调节相应的气动元件至气动系统压力为 0.42MPa±0.02MPa，气压压力值填入表 6，并

举手示意报请裁判验证并签字确认。 

要求 3：根据现场提供的气动元件安装并调试出挡料气缸上行到底，挡料气缸有杆腔压力为

0.34MPa±0.02MPa，并将缺失的气动元件补充完整，气压压力值填入表 6，并举手示意报请裁判验

证并签字确认。 

要求 4：根据现场提供的气动元件安装并调试出双轴气缸伸出到底，双轴气缸无杆腔压力为

0.28MPa±0.02MPa，并将缺失的气动元件补充完整，气压压力值填入表 6，并举手示意报请裁判验

证并签字确认。 

要求 5：排除气动回路中设置有 1～2 个故障。 

要求 6：气动回路安装、调试及故障排除完毕，将调试结果填入表 6 中，并举手示意报请裁判

验证并签字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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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气动回路系统安装图  

表 6 气动回路安装及调试确认表 

序号 调试任务 数据记录/MPa 
选手确认 

（填赛位号） 

裁判确认 

（签字确认） 
备注 

1 气动系统压力   
 

 

 2 
挡料气缸有杆

腔压力 
   

3 
双轴气缸无杆

腔压力 
   

序号 调试任务 
气缸动作是否正常 
（填“是”或“否”） 

选手确认 

（填赛位号） 

裁判确认 

（签字确认） 
备注 

1 顶料气缸动作    

 

2 推料气缸动作    

3 挡料气缸动作    

4 真空吸盘动作    

5 双轴气缸动作    

6 无杆气缸动作    

7 故障排除 排除数量：     个   

任务二、液压与气动系统系统回路设计或优化（15 分） 

任务要求 1：液压机液压回路分析 

人造板是目前家具、装饰等行业广泛使用的材料，是当今不可替代的产品之一。其中，人造板

贴面是其工序之一，就是把人造板在高温高压下，压制一定时间，以完成人造板表面花纹的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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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 5,为某厂人造板贴面使用液压机液压回路图，其典型工作过程是：压机提升---进料（图中没有

表示）---快降---慢降---加压----保压---泄压---提升。其基本原理是阀 F1 的电磁线圈 10YV1 通电，

液控阀打开，电磁线圈 10YV9，10YV8 通电，压机开始下落，当碰到行程开关 SQ2 时，快降电磁

线圈 10YV9 断电，开始慢降，当接触到 SQ3 时，10YV3 通电，主缸开始加压，此时 10YV2 通电，

保证了工艺要求的压力上升曲线，当压力达到电控压力表 10SP2 设定得上限压力时，进入保压阶

段，保压时间到了之后，10YV7 通电，开始了工艺所要求的小卸压，接着 10YV6 通电，预充阀（液

控单向阀）打开，实现全部卸荷。 

 

图 5 液压机液压原理图     

根据以上描述，回答以下问题： 

1.图中 F8 的名称及作用是什么？ 

答：                                                                                    

                                                                               。 

2.电磁铁 10YV2 右边的调速阀属于什么调速方式？ 

答：                                                                                    

                                                                               。 

3.F7 的作用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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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                                                                                    

                                                                               。 

任务要求 2：气动系统回路设计 

任务要求： 

如图 6：半自动钻床钻床有两个气缸，一个用来驱动钻床主轴的轴向移动也就是切削进给，称

之为切削缸；另一个用来夹紧工件，称为夹紧缸。在机床的切削过程中，要求两个气缸按一定的顺

序要求先后动作，完成一个工作循环，即工作要求为：夹紧缸伸出夹紧工件→切削缸切削进给→切

削缸退回→夹紧缸松开工件退回。 

 

图 6 半自动钻床切削加工示意图 

 

图 7 气动回路图 

根据以上控制要求及动作步骤，在附件 3 中设计符合图 7 该工作要求的半自动钻床的电气控制

回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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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三、电气控制回路连接与排故（10 分） 

选手根据赛场提供的设备，采用规范的安装及调试工艺，结合附件 1 或附件 2（I/O 分配表），

选取合适的导线和辅件，完成电气控制回路的连接，并完成各执行部件动作功能测试。 

任务要求： 

要求 1：实训导线、通信线的连接、插拔应符合操作规范。 

要求 2：挂箱面板同一接线柱最多插两层导线。 

要求 3：实训台与挂箱、阀与挂箱之间的连接导线，按不同功能分开进行捆扎，间距为 80mm～

100mm。 

要求 4：根据 I/O 表，使用实验导线将液压电磁阀、气动电磁阀与相应控制单元的 PLC 输出

端进行连接。 

要求 5：电气控制回路中设置有 1～2 个故障，请排除故障并将结果填入表 7 中，并举手示意

报请裁判验证并签字确认。 

表 7 电气控制回路连接与排故确认表 

序号 项目 完成情况 
选手确认 

（填赛位号） 
裁判确认 

（签字确认） 
备注 

1 故障排除 排除数量：      个 
 

  

任务四、控制系统 PLC 程序设计（15 分） 

根据现场所提供设备及工业气动元件、液压元件及赛场提供的任务书，编写 PLC 控制程序，

控制液压泵站、传输单元、滚轧单元、冲压单元、下料堆垛单元。把设计好的程序保存到电脑的 “D: 

\2019 液压与气动系统装调与维护\赛位号\任务四 PLC 程序文件夹”下。 

任务要求： 

要求 1：程序注释 

编写程序时，相应的输入输出点及温度、位移、速度、压力及转速等变量加上中文注释。 

要求 2：控制系统 

选用控制屏上模拟控制单元 PLC 与挂箱 DW-02A（西门子）或挂箱 DW-02B-2（三菱）模块两

台 PLC 组成，两台 PLC 须通过 Modbus RTU 网络通信（西门子）或 N:N 网络通信（三菱）进行数

据交换。 

要求 3：模拟量信号采集及处理功能 

①  温度采集功能：实时监测油箱的温度变化，并以十进制形式在地址 D66（西门子 VD66）

中显示当前温度值，与温度表示数偏差±2℃。 

说明：三菱系统为电流信号（4～20mA），西门子系统为电压信号（1～5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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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轧制单元液压双缸位移采集功能：实时监测位移传感器的位置变化，并以十进制形式在地

址 D76（西门子 VD76）中显示当前位置值。 

③  轧制单元液压双缸速度采集功能：实时监测液压双缸速度，并以十进制形式在地址 D86（西

门子 VD86）中显示当前位置值。液压双缸下行速度为 25mm/s±2mm/s。 

④  冲压单元液压缸位移采集功能：实时监测位移传感器的位置变化，并以十进制形式在地址

D96（西门子 VD96）中显示当前位置值。 

⑤  冲压单元液压缸速度采集功能：实时监测冲压缸速度，并以十进制形式在地址 D106（西门

子VD106）中显示当前位置值。冲压缸两次不同冲压速度为 30mm/s±2mm/s切换为 10mm/s±2mm/s。 

要求 4：液压马达转速采集功能 

实时监测液压马达的转速变化，以十进制形式在地址 D116（西门子 VD116）中显示当前转速

值。 

要求5：油箱温度控制功能 

油温高于28℃，冷却风扇启动。（注：冷却器要串联在回油系统中）。 

要求 6：泵站保护功能 

油过滤器压差保护、液位低保护。当压差发讯信号断开或者液位低信号闭合时，液压泵停机。 

要求 7：停止功能 

物料离开上料单元后，按下停止按钮 SB1，则系统不会立即停止，继续完成当前物料的加工和

堆垛后，停止上料，蜂鸣器以１Hz 的频率提示（注：泵站与传送系统不停止）。按启动按钮 SB2

后，蜂鸣器停止报警，继续上料运行。 

要求 8：复位功能 

按下 SB3 按钮，系统进行复位。复位时根据各传感器是否处于初始状态，执行相应的复位动

作，系统有 15s 的运行过程。完成后蜂鸣器以 0.5Hz 频率提示复位完成，5s 后停止鸣叫。（在 15s

的复位运行过程中，再按 SB3 将不起作用）。 

要求 9：系统工作流程 

按下启动按钮 SB2→叶片泵启动→延时 2s→柱塞泵启动→延时 2s→泵站控制阀得电→液压马

达以 50r/min 正转→延时 2s→液压双缸伸出以 25mm/s 速度伸出至 100mm±2mm（第 2 次

120mm±2mm，第 3 次 140mm±2mm）→顶料气缸伸出→延时 2s→推料气缸推出物料→推料气缸

到位后缩回（缩回到位，顶料气缸缩回）→冲压单元检测入料→挡料气缸伸出→冲压单元物料到位

→液压双缸缩回→液压双缸缩回到底 →顶料单元液压缸顶起物料→压力继电器发讯→冲压缸先以

30mm/s 速度冲压 1 次，再以 10mm/s 的速度冲压 1 次→延时 2s→冲压缸缩回→冲压缸缩回到位，

顶料缸缩回→延时 2s→挡料气缸缩回→下料单元物料检测到位→下料单元双轴气缸伸出→双轴气

缸伸出到位→真空吸盘吸取物料→延时 2s→双轴气缸缩回到位→无杆气缸右移，右移到位→步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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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机由原点上升至第一块物料堆垛位置→真空吸盘关闭，完成第 1 块物料的堆垛→步进电机退回→

无杆气缸左移→无杆气缸左移到位→液压双缸伸出，继续循环顶料、出料、轧制、冲压及堆垛流程，

完成剩余 2 块物料的加工和堆垛。3 块物料堆垛完成后，液压马达停转→蜂鸣器以 1Hz 频率鸣叫→

变量叶片泵停止→延时 2s→泵站控制阀失电→延时 2s 柱塞泵停止、蜂鸣器停止鸣叫。 

要求 10：功能结果记录 

选手 PLC 程序设计完成并下载调试完成后，在表 8 中记录各功能执行情况，并举手示意报请

裁判验证并签字确认。 

表 8 PLC 程序功能确认表（注意：该表与表 9 一起提交，只允许提交一次） 

序号 任务要求描述 
完成情况 

（填“是”或“否”） 

选手确认 

（填赛位号） 

裁判确认 

（签字确认） 
备注 

1  程序标注   
 

 

2  温度采集功能   
 

 

3  液压双缸位移采集功能   
 

 

4  
液压双缸下行速度为

25mm/s±2mm/s 
  

 
 

5  冲压缸位移采集功能   
 

 

6  

冲压缸两次冲压速度

30mm/s 切换为 10mm/s
功能 

  

 

 

7  液压马达转速采集功能   
 

 

8  油箱温度控制功能   
 

 

9  泵站保护功能   
 

 

10  停止功能   
 

 

11  复位功能   
 

 

任务五、整机调试与运行（15 分） 

根据所提供设备并综合任务一、任务三、任务四，完成整机调试与运行。液压系统图见图 3，

气动系统图见图 4。 

将电脑“ D: \2019 年液压与气动系统装调与维护\赛位号\任务四 PLC 程序”文件夹下的 PLC 程

序下载到相应的 PLC 中，进行整机调试与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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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要求： 

要求 1：叶片泵、柱塞泵依次能正常启动，泵站控制阀得电。 

要求 2：上料单元顶料气缸、推料缸能依次正常动作，物料能顺利出仓。 

要求 3：物料传输单元液压马达转速 50r/min。 

要求 4：液压双缸伸出位置依次为 100mm、120mm、140mm。 

要求 5： 具有顶料-2 次冲压功能。 

要求 6：具有物料搬运、堆垛功能，要求堆垛物料时，物料的下表面与接料台上表面间隙不得

超过 1cm。 

要求 7：整个系统需完成 3 块物料堆垛。 

要求 8: 3 块物料堆垛完成后，蜂鸣器以 1Hz 频率鸣叫，柱塞泵停止后蜂鸣器停止鸣叫。 

要求 9：整套系统每个单元工作衔接流畅，不出现任何故障现象。 

选手整机调试完成后，在表 9 中记录各单元运行功能，并举手示意报请裁判验证并签字确认。 

表 9 整机运行与调试确认表 

序号 任务要求描述 
完成情况 

（填“是”或“否”） 

选手确认 

（填赛位号） 

裁判确认 

（签字确认） 
备注 

1 
叶片泵、柱塞泵顺序

启动功能 
    

2 顶料-推料出仓功能     

3 
液 压 马 达 速 度

50r/min±5r/min 
    

4 
液压双缸伸出分别

为 100mm、120mm、

140mm，误差±2mm 
    

5 顶料-2 次冲压功能     

6 物料搬运、堆垛功能     

7 堆垛完成 3 块物料 
完成      块 
（填数字） 

   

8 堆垛完成提醒功能     

9 系统工作流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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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六  职业素养（5 分） 

要求 1：在操作过程中，严格按照企业职业素养要求进行操作； 

要求 2：在操作过程中，严格按照企业安全文明生产与职业规范要求进行操作。 

要求 3：回答下面关于工匠精神和职业综合能力的题目。 

1.从信仰层面看，工匠精神追求的终极目标是（  ） 

A.自我价值的实现 

B.尊重的需要 

C.安全的需要 

D.生理的需要 

2.（   ）是人们从事某种职业的多种能力的综合 

 A.工人       B.职业能力        C.脑力劳动       D.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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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严禁在泵站运行时手伸进传输线内调试设备 
 

说明： 

1．在竞赛过程中，备注项中有“ ”标记的，表示选手已完成该项目内容，示意裁判，在裁判

的监督下测量出数值并记录或电气测试结果，该数值只有一次测量机会，一经确定不得修改；电气

测试结果不合格也不得修改，并作为该项目的评分依据。 

2．系统开始运行时必须得到裁判的允许后，才能通电运行；若装配不完整，则不允许试运行。 

3．在测量过程中，如裁判发现选手测量方法或选用工具不合理、不正确，可判定该项目未完

成并不得分。 

4．所有项目的监督检测时间都纳入竞赛时间，不另行增加时间。 

5．未经裁判签名核实的数据都是无效数值，该项目不得分。 

6．考试结束时应在选手签名一栏中签上选手赛位号，以确认自己的竞赛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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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面板主机 I/O 分配表（三菱） 

 

序号 注释 输入地址 序号 注释 输出地址 

1 编码器 A 相脉冲 X000 19 步进电机脉冲 Y000 

2 编码器 B 相脉冲 X001 20 步进电机方向 Y001 

3 上料单元物料检测 X002 21 顶料气缸 Y002 

4 轧制单元入料检测 X003 22 推料气缸 Y003 

5 冲压单元入料检测 X004 23 挡料气缸伸出 Y004 

6 冲压单元物料到位检测 X005 24 挡料气缸缩回 Y005 

7 下料单元物料到位检测 X006 25 无杆气缸左移 Y006 

8 升降台原点检测 X007 26 无杆气缸右移 Y007 

9 升降台左极限检测 X010 27 双轴气缸伸出 Y010 

10 升降台右极限检测 X011 28 双轴气缸缩回 Y011 

11 推料原位 X012 29 真空吸盘 Y012 

12 推料到位 X013 30   

13 挡料原位 X014 31   

14 挡料到位 X015 32   

15 无杆气缸原位 X016 33   

16 无杆气缸到位 X017 34   

17 双轴气缸伸出到位 X020 35   

18 双轴气缸缩回原位 X021 36   

 

 

DW-02B-2 挂箱主机 I/O 分配表（三菱） 

 

序号 注释 输入地址 序号 注释 输出地址 

1 停止按钮 SB1 X001 14 液压马达正转 Y000 

2 启动按钮 SB2 X002 15 液压马达反转 Y001 

3 复位按钮 SB3 X003 16 液压双缸伸出 Y002 

4 液位低限信号 X004 17 液压双缸缩回 Y003 

5 压差发讯信号 1 X005 18 液压顶料缸 Y004 

6 压差发讯信号 2 X006 19 泵站控制阀 Y005 

7 压力继电器 X007 20 定量柱塞泵 Y006 

8 温度传感器 模拟量输入 1 21 变量叶片泵 Y007 

9 双缸轧制单元位移传感器 模拟量输入 2 22 冷却风扇 Y010 

10 冲压单元位移传感器 模拟量输入 3 23 蜂鸣器 Y011 

11 压力变送器 模拟量输入 4 24 比例换向阀 
模拟量输出 1
（V1+，VI1-） 

12   25   

13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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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面板主机I/O分配表（西门子） 

 
序
号 

注释 输入地址 序号 注释 输出地址 

1 编码器 A 脉冲 I0.0 19 步进电机脉冲 Q0.0 

2 编码器 B 脉冲 I0.1 20 步进电机方向 Q0.1 

3 上料单元物料检测 I0.2 21 顶料气缸 Q0.2 

4 轧制单元入料检测 I0.3 22 推料气缸 Q0.3 

5 冲压单元入料检测 I0.4 23 挡料气缸伸出 Q0.4 

6 冲压单元物料到位检测 I0.5 24 挡料气缸缩回 Q0.5 

7 下料单元物料到位检测 I0.6 25 无杆气缸左移 Q0.6 

8 升降台原点检测 I0.7 26 无杆气缸右移 Q0.7 

9 升降台左极限检测 I1.0 27 双轴气缸伸出 Q8.0 

10 升降台右极限检测 I1.1 28 双轴气缸缩回 Q8.1 

11 推料原位 I1.2 29 真空吸盘 Q8.2 

12 推料到位 I1.3 30   

13 挡料原位 I8.0 31   

14 挡料到位 I8.1 32   

15 无杆气缸原位 I8.2 33   

16 无杆气缸到位 I8.3 34   

17 双轴气缸伸出到位 I8.4 35   

18 双轴气缸缩回原位 I8.5 36   

 

 

DW-02A挂箱主机 I/O分配表（西门子） 

 

序号 注释 输入地址 序号 注释 输出地址 

1 停止按钮 SB1 I0.1 14 液压马达正转 Q0.0 

2 启动按钮 SB2 I0.2 15 液压马达反转 Q0.1 

3 复位按钮 SB3 I0.3 16 液压双缸伸出 Q0.2 

4 液位低限信号 I0.4 17 液压双缸缩回 Q0.3 

5 压差发讯信号 1 I0.5 18 液压顶料缸 Q0.4 

6 压差发讯信号 2 I0.6 19 泵站控制阀 Q0.5 

7 压力继电器 I0.7 20 定量柱塞泵 Q0.6 

8 温度传感器 模拟量输入 1 21 变量叶片泵 Q0.7 

9 双缸轧制单元位移传感器 模拟量输入 2 22 冷却风扇 Q8.0 

10 冲压单元位移传感器 模拟量输入 3 23 蜂鸣器 Q8.1 

11 压力变送器 模拟量输入 4 24 比例换向阀 
模拟量输出 1
（0，0M） 

12   25   

13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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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