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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介绍了使用 omron PLC 控制 Festo CPX-E-EP 的实例，通讯协议为 EtherNet/IP，编程软件为 Sysmac Studio。文

档主要内容包括如何更改通讯模块 IP 地址、Sysmac Studio 通讯设置、故障读取等。 
 
 
 
 
 
目标群体： 

 本文仅针对有一定自动化设备调试基础的工程师，需要对 Festo CPX-E 系统以及 Sysmac Studio 有一定了解。 
 
 
 
 
 
声明： 

本文档为技术工程师根据官方资料和测试结果编写，旨在指导用户快速上手使用 Festo 产品，如果发现描述与官方

正式出版物冲突，请以正式出版物为准。 

我们尽量罗列了实验室测试的软、硬件环境，但现场设备型号可能不同，软件/固件版本可能有差异，请务必在理

解文档内容和确保安全的前提下执行测试。 

我们会持续更正和更新文档内容，恕不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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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软件环境 

型号 固件/版本 描述 

CPX-E-EP  Rev 1 EthernetIP总线节点 

CPX-E-16DI Rev 1 数字输入输出模块 

CPX-E-8DO Rev 1 数字输入输出模块 

欧姆PLC NJ301-1100 V1.14 欧姆龙PLC 

Sysmac Studio V1.3 PLC编程软件 

2 硬件接口 

2.1 产品配置 

2.1.1 CPX-E-EP 

 

2.1.2 CPX-E-16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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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CPX-E-8DO 

 

2.2 显示元件 

2.2.1 CPX-E-EP 

 

2.2.2 CPX-E-16DI 

 

2.2.3 CPX-E-8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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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连接元件 

2.3.1 网络接口 

 

2.3.2 电源接口 

 
 

3 CPX-E-EP 的 IP 地址设定 

3.1 通过拨码盘设置 IP 

 
CPX-E-EP 模块采用拨码设置 IP 地址时，默认网段为 192.168.1.* ，旋转拨码盘设置 IP 地址的第四段，旋转拨码优先

级最高。指定 EP 模块走 EtherNet/IP 协议通讯时，可将旋转开关置于 300-555 之间。指定 EP 模块走 Modbus TCP 协议通

讯时，将旋转开关置于 600-855 之间。当旋转开关置于 1-255 时，则可以同时使用 EtherNet/IP 和 Modbus TCP 协议。首

先发送输出端的协议获得输出端控制权限。当旋转拨码数值无效时，会将 IP 地址重置为动态地址设定（DHCP）。 
 

 
 

3.2 通过 FFT 软件设置 IP 地址 

 



 

 
 Festo 技术支持  Sysmac 环境下 EthernetIP 通讯控制 CPX-E-EP   7 / 28 

通过旋转拨码给 EP 模块设定一个 1~255 范围内的有效 IP 地址，重启后生效。打开 FFT 软件，然后在扫描出的设备

中找到对应的 CPX-E-EP 模块，点击右键选中 network。之后在设置界面中选中 Use the following IP-Address 然后根据需

要设定 IP 地址（可修改网段），最后点击确定。 

 
 

3.3 通过 BOOTP/DHCP Server 设置 IP 

 
当 CPX-E-EP 模块 IP 地址为动态地址设定（DHCP）时，可通过 BOOTP/DHCP Server 软件修改 EP 模块的 IP 地址。打

开软件，扫描到到 CPX-E-EP 的 mac 地址后，双击设置 IP 地址（可修改网段）。在 Relation List 中选中 CPX-E-EP 的 Mac

行，点击 Disable BOOTP/DHCP 行禁用 DHCP，反馈指令成功后，新设置的固定 IP 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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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恢复出厂设置 

如果用户忘记了设置的固定 IP，可恢复出厂设置：将旋转拨码盘拨到 900，重启后生效，即恢复出厂设置。 

4 Sysmac Studio 

4.1 下载 EDS 文件 

从 FESTO 官网下载相应的 EDS 文件，连接如下： 
https://www.festo.com.cn/cn/zh/a/4080499/?q=CPX-E-EP~:festoSortOrderScored 

 

https://www.festo.com.cn/cn/zh/a/4080499/?q=CPX-E-EP~:festoSortOrderSco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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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确定通讯数据的对象实例 

对象实例的数据为循环扫描的过程数据。本次测试采用 CPX-E-EP 通讯模块、16DI 数字量输入模块及 8DO 输出模

块。 
 

 
 
对象实例如下图所示： 

 
 
根据实际 CPX-E 配置（16DI、8DO）确定其数据长度为 :  

         100-Output data （1Byte） 

         101-Input data （2Bytes） 
 

4.3 Sysmac Studio 软件配置 

在内置 EtherNet/IP 端口设置中，将其固定 IP 地址与 CPX-E-EP 的 IP 地址修改在同一网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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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实例中的数据长度，对应地建立一系列 BYTE 型数组，并且将其网络公开分别设置为输入和输出。 
 

 
 
配置 EtherNet/IP 站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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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目标设备处，点击右键选择显示 EDS 库（L）。在弹出的窗口中点击安装按钮，通过 EDS 文件存放路径找到对应的

EDS 文件，选中 EDS 文件点击打开，最后点击关闭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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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添加目标设备，之后在弹出的选项中将 CPX-E-EP 模块的 IP 地址输入。型号名称及修订版本按下图选择。 

 
 
将信息填好完整后，点击添加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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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EtherNet/IP 标签组视图下面，点击“全部注册”，可将之前公开为输入输出的全局变量导入标签组。 

 
 
如下图所示，自动生成标签组和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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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连接设置页面中，双击目标设备的 CPX-E-EP，添加 EtherNet/IP 连接。 
 
连接 IO 类型： 即装配实例名 

目标变量：  装配实例 ID 

大小[字节]：  与标签组大小一致 

起始变量：  相应的标签组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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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过程 IO 数据实例（ID 100/101） 

实例：测试 CPX-E-16DI 及 CPX-E-8DO 的 IO 数据，其输入和输出分别对应 DataIN 和 DataOut。 
 
序号 操作 响应 

1 X7.0 端口的传感器输入信号激活 DataIN[2]数组的 bit6 激活 

2 强制 DataOut 的 bit1 为 1 X0.1 端口灯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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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I/O 诊断 

5.1 通过 CPX-E-EP 的 DIL 拨码开关，激活 IO 诊断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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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确定通讯数据的对象实例 

5.2.1 实例 101（输入数据） 

在实例 101 中包含了 IO 诊断接口数据（如果激活）、技术模块、模拟量通道数据以及数字量数据。 

 
 
实例 101 的输入数据传输顺序，如下图所示： 

 

5.2.2 实例 100（输出数据） 

在实例 100 中包含了 IO 诊断接口数据（如果激活）、技术模块、模拟量通道数据以及数字量数据。 

 
 
实例 100 的输出数据传输顺序，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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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 数据整理 

由于 I/O 诊断接口数据占用 2Bytes 的输入和输出。根据实际 CPX-E 配置（16DI、8DO）确定其数据长度为 : 
 
         100-Output data （3Bytes）----前两个字节为 I/O 诊断接口数据，最后一个字节为数字量输出数据。 

         101-Input data    （4Bytes） ----前两个字节为 I/O 诊断接口数据，后两个字节为数字量输入数据。 
 

5.3 Sysmac Studio 软件配置 

按照第四章的配置方法，首先在全局变量中定义 2 个数据长度分别为 4 个字节的输入及 3 个字节的输出的数组， 

如下图所示： 

 
然后在内置 EtherNet/IP 端口设置----标签组界面中，将输入输出全部注册，效果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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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在内置 EtherNet/IP 端口设置----连接界面中，修改输入输出、目标变量、字节大小等参数，效果图如下： 

 
 

5.4 I/O 诊断接口的工作原理 

通过 I/O 诊断接口可调出详细的诊断信息。例如：可准确查明是哪个模块，在哪条通道上出现了什么故障。通过

16 位输入、输出可调出系统诊断信息以及所有的诊断数据。 
 
输出位定义，如下图所示： 

 
 
输入位定义，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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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编号，下图只列举了部故障编码，具体信息见 CPX-E 系统手册，链接如下
https://www.festo.com/net/SupportPortal/Files/504228/CPX-E-SYS_2017-07_8071034z1.pdf 
 

 
 
功能编号，如下图所示： 

https://www.festo.com/net/SupportPortal/Files/504228/CPX-E-SYS_2017-07_8071034z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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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例使用功能编号如下： 

 
功能编号 1937 ：可以通过该编号查询模块是否存在故障以及存在故障模块的编号。 

 
 
功能编号 2008+4m+1:可以通过该编号查询具体模块的故障编号。 

 
 

5.5 实例 

5.5.1 实例 1 将 CPX-E-8DO 模块的电源拔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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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 FMT 查询（2 号模块存在故障同时故障代码为 5）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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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 Sysmac Studio 的监视表，将 I/O 诊断的 A15 置 1，功能编码为 1937。将 1927 转为 2 进制数为 111 1001 

0001，即输出数据应为 1000 0111 1001 0001。 

 
 
在监视表中监视到输入数据，如下图所示： 

 
 

由上图可以看出，应答数据第 6 位为 1，说明模块存在故障。第 0-5 位为故障模块的编号，转化为 10 进制为 2。即

CPX-E 的 2 号模块存在故障。通过 2008+4x2+1=2017（0111 1110 0001），即输出数据应为 1000 0111 1110 0001 查询

该模块具体故障代码，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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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监视表中监视到输入数据，如下图所示： 

 
 
由上图可以看出，应答数据的第 0-7 位，为故障模块的故障代码，0000 0101 转化为 10 进制为 5.既 2 号模块的故障代码

为 5，查询故障编号表可知：欠电压故障。 
 

5.5.2 实例 2 将 CPX-E-8DO 模块的 X0.0 端口短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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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 FMT 查询（2 号模块存在故障同时故障代码为 2）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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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 Sysmac Studio 监视表查询应答数据，如下图所示： 

 
 
由上图，应答数据的 0~7 位 0000 0010 转为 10 进制为 2 与 FMT 里面故障代码相同，查询故障编码表为短路/过载故

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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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LED 指示灯诊断 

系统电源 PS 

 
 

负载电源 PL 

 
 
系统故障 SF 

 
 
参数设置、激活 M 

 
 
数据传输 XF1、XF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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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状态 MS 

 
 
网络状态 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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