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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介绍了 SMT-10M-ZS 两线制的接近开关引起光电耦合器一直输出信号无法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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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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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障现象 

 

         通过 SMT-10M-ZS 两线制接近开关检测位置，然后用光耦 TLP521-1 配合使用，实现一个大

电压接近开关检测变小电压输出信号给电路板的应用 (电路图如下图)。 

现场出现接近开关无论是否检测到磁环情况下都一直使光耦 TLP521-1 输出一个信号，即 4

和 3 导通给设备电路板一个信号，造成设备无法正确的检测气缸正确位置故障出现。 
 

2. 现场电路图 

 

3. 光耦相关情况 

 
 

 
             输入的导通电流如图 10mA，以及导通电压最大值 1.3V 
          

4. 相关 SMT-10M-ZS 参数 

 

         通过下图表可以看出来两线制的残余电流（漏电流）为 1.5mA，也可以看出来三线制 PS 的

小于 0.05mA 的漏电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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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故障分析 

         首先.  从上图光耦的参数光耦的输入 1 和 2 针脚的正向导通电压在达到 1.3V 左右从而导通，

正向电流导通电流 10mA，即可激活针脚 3 和 4 导通，从而导通一个 3V 配合电阻的输出信号给

电路板 CPU 信号，从而通过了检测使用大电压导通小电压的应用。 

其次，为了安全电流 10mA 通过光耦,选择串入电阻就是根据 24V/0.01=2.4KΩ，大于选一个

3.3K 欧姆从而产生一个 7.1mA 的电流经过光耦输入端。 

最后，根据 SMT 的两线制的样本参数的残余电流，从上面电路图可以看出，即使接近开关

没有闭合，根据没闭合的情况下的残余电流，经过电阻也有一个 1.5mA 的电流，而当电流通过

3.3K 的电阻时候，就产生一个的电压 V=3300X0.0015=4.95V 左右值，从而因为光耦的特性，之

前的接近开关的产生的压降 4.95V 大于导通的 1.3V 电压，从而始终都会激活光耦，从而引起输

出端一直有一个信号输出（如下图现场接近开关未闭合下，测量棕正和蓝负电压 4.9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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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解决方案 

         1. 从 SMT-10M 接近开关三线制 PS 的漏电流可以看出 0.05mA，压降 V=3.3K x0.05=0.165v，

小于其导通的 1.3V 电压，从而正常使用，此方案在长岭纺电也验证可以使用（现场压降在 1V

内）。如下图实际接线图： 

               
 
        2.更换之前的类似的 SME 两线制舌簧接近开关，舌簧式接近开关的结构为干簧管，基本可以

做到完全断开电流，长岭之前也是使用此接近开关在上述电路图中，基本没有出现问题。现场的

SME 测量压降能控制在 1v 内。 

 
 

                3.根据 SDBC 的两线制内部发的参数的漏电流 90 微安，也可以降压降控制在 1V 内。 
 

    
 

7. 注意事项 

        以上部分建议情况，仅为分析所得，最终现场是否能使用以客户现场的测试使用为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