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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感谢您选用本公司的液体仪表，手册提供了液体仪表必要的使用信息。为了确保能够

正确使用产品，请认真阅读手册。 

手册内容已经过严格确认，与所描述的软硬件信息相符合。由于遗漏或疏忽可能造成

某些地方的错误，发现后请及时反馈给我们，我们会在后续版本中进行更正。 

 

安全指南  

手册包括应该遵守的注意事项，以保证人身安全，保护产品和所连接的设备免受损坏。

注意事项分为四类：“危险”、“警告”、“注意”和“提示”。 

危险：表示不正确的操作将导致危险情况发生，造成严重的人身伤害； 

警告：表示不正确的操作将导致危险情况发生，造成中度或轻微的人身伤害； 

注意：表示不正确的操作将导致产品无法正常工作，造成该部分功能无法实现或设备

损坏； 

提示：表示使用的操作方法能使控制器获得更好的性能或是对部分说明更详尽的补

充。 

 

手册用途 

手册提供了液体仪表的工作原理、技术指标、安装接线方法、产品功能、使用与操作

方法等。根据手册说明使用控制器，可减少因使用过程不当造成的损失。 

 

认证标准 

 CE认证： 

DCCE网络化可编程控制器符合 CE 认证标准 

 ROHS 认证： 

DCCE网络化可编程控制器符合 ROHS 认证标准 

 

相关专有名词 

 AIO：Analog Input Output，模拟量信号输入输出 

 DIO：Digital Input Output，数字量信号输入输出 

 DCCE：DUT Computer Control Engineering Co.LTD，大连理工计算机控制工程有

限公司 

 PLC_Config：可编程控制器编程软件，DCCE公司编写 

 



用户文档编写指南                

    共 18 页     第 2 页 

目录 

前言 ................................................................................................................................................................. 1 

目录 ................................................................................................................................................................. 2 

1 概述 ............................................................................................................................................................. 3 

2 工作原理 ..................................................................................................................................................... 3 

3 技术参数 ..................................................................................................................................................... 4 

3.1 MCI_PH1000 技术参数 ................................................................................................................ 4 

3.2 MCI_NA1000 技术参数 ................................................................................................................ 4 

4 产品结构与安装 .......................................................................................................................................... 4 

4.1 外观、尺寸 ................................................................................................................................ 4 

4.2 端子排列与布线......................................................................................................................... 5 

5 使用与操作 .................................................................................................................................................. 9 

5.1 使用前的准备和检查 ................................................................................................................. 9 

5.2 使用前和使用中的安全及安全防护说明 .................................................................................... 9 

5.3 使用中的操作程序、方法、注意事项及容易出现的错误操作和防范措施 ................................. 9 

5.4 停止使用时的操作程序、方法及注意事项 ................................................................................. 9 

6 故障分析与排除 .......................................................................................................................................... 9 

6.1 故障分析 ................................................................................................................................... 9 

6.2 原因分析 ................................................................................................................................. 10 

6.3 排除方法 ................................................................................................................................. 10 

7 出现故障时的处理程序和方法 ................................................................................................................. 10 

8 保养、维修 ................................................................................................................................................ 10 

8.1 日常维护、保养、校准 ............................................................................................................ 10 

8.2 运行时的维护、保养 ............................................................................................................... 10 

8.3 正常维修程序 .......................................................................................................................... 10 

8.4 长期停放时的维修、保养 ........................................................................................................ 11 

  

 

 

 

 

 

 

 

 



用户文档编写指南                

    共 18 页     第 3 页 

1 概述 

 

MCI_DD1000 液体仪表测量系统由电极信号调理板和传感器电导率电极、

EDC8000/PMC2000 可编程控制器、上位机（如显示设备）构成。可实现对水样的电导率

及温度的实时测量。 

 

 主要用途: 

适用于化工，炼油，冶金，制药，养殖及环保等领域的水质监测及分析。 

 型号的组成及代表的意义: 

 

MCI：Measure&Control Instrument，测量及控制仪表 

PH：H
+离子浓度 

NA：Na
+离子浓度 

1000：第一版 

 

2 工作原理 

如图 2-1 所示，为酸碱浓度测量系统的结构框图。酸碱浓度的测量采用电位法实现。

其主要原理为，采用玻璃电极充当 WE（Work Electrode）,采用银-氯化银电极充当 RE

（Reference Electrode）。并将 WE 和 RE一起封装在一个密闭的玻璃容器内部，构成一种

叫做“复合玻璃电极”的酸碱浓度传感器。如果将此种复合玻璃电极插入被测溶液中，在

被测溶液和电极构成的复杂电化学系统中将会产生一个原电池。被测溶液的 pH 值和当前

的溶液环境温度一起决定了原电池系统的输出电位。由此可见只要同时测量当前环境温度 

水样

上位机

EDC8000/PMC2000

MCI_PH1000

酸碱浓度电极（或钠离子电极）

酸碱浓度值（或
钠离子浓度值）

温度值

输出信号 温度信号

电压信号

 
图 2-1 系统结构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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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原电池反应系统的输出电位，就能够计算出被测溶液的 PH 值。MCI_PH1000 将酸碱浓

度电极的输出电位经处理后传输给 EDC8000/PMC2000 的模拟量输入通道，经过

EDC8000/PMC2000 的软件功能块运算就可以得到当前水样的酸碱浓度。 

测温功能可通过外接测温传感器来实现，有的电极上就带有测温传感器。通常

MCI_PH1000 用的测温传感器是 PT100。 

通过控制器 EDC8000/PMC2000 与上位机的连接，可以使用上位机软件读取

EDC8000/PMC2000 处理后的实时数值，而且还可以通过上位机软件对 EDC8000/PMC2000

进行一系列的控制，如校准、写入参数等，直到准确稳定的实时数据显示在上位机软件中。 

 

3 技术参数 

3.1 MCI_PH1000 技术参数 

 

MCI_PH1000 

测量范围 
pH值 0.00pH~14.00pH 

温度 0.0℃~60.0℃ 

分辨率 
pH值 0.01pH 

温度 0.1℃ 

精度 
pH值 ±0.05pH 

温度 ±0.3℃ 

 

3.2 MCI_NA1000 技术参数 

 

MCI_NA1000 

测量范围 
pNa值 0pNa~7pNa 

温度 0.0℃~60.0℃ 

分辨率 
pNa值 0.001pNa 

温度 0.1℃ 

精度 
pNa值 ±5.0%FS 

温度 ±0.3℃ 

 

4 产品结构与安装 

MCI_PH1000 使用塑封防水盒，防护等级达到 IP66，适用于温度范围为-40℃~+85℃

的各种工业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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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外观、尺寸 

4.1.1 外观 

液体仪表整体外观图 4-1-1 所示。（a）为防水盒上壳；（b）为防水盒下壳。①连接螺

柱：连接防水盒上下壳。②PCB 线路板：液体仪表信号调理板。③固定平头螺丝：将 PCB

板固定于防水盒下壳。④防水接头：PG7 标准防水接头，用于从防水盒向外引线。 

1 2

3

4
 

                 （a）防水盒上壳                         （b）防水盒下壳 

4-1-1 整体外观 

 

4.1.2 外形尺寸 

液体仪表外壳尺寸图 4-1-2 所示。长：110mm，宽：80mm，厚：45mm。 

 

110mm

80mm

45mm

 

图 4-1-2 外形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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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端子排列与布线 

4.2.1 端子定义 

如图 4-2-1 所示，为 MCI_DD1000 的实物图。外型端子位置排布如图 4-2-1 所示、端

子定义见表 4-2-1。电源端子分布于 MCI_DD1000 的左侧，输入输出端子分布于右侧。电

源端子及输入输出端子均为间距 3.81 的可热插拔端子。 

 

图 4-2-1 MCI_PH1000实物图 

 

V-

V+

A

B

C

Vo

GND

A

B

C

PH+

PH-

GND

MCI_PH100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图 4-2-1 MCI_PH1000/MCI_NA1000端子位置排布 

 

表 4-2-1 MCI_PH1000/MCI_NA1000端子说明 

端子

序号 

端子

名称 
描述 

端子

序号 

端子

名称 
描述 

1 V+ 供电电源正端 8 A PT100测温正端 

2 V- 供电电源负端 9 B PT100测温负端 

3 A PT100测温正端 10 C PT100测温公共端 

4 B PT100测温负端 11 PH+ 电极信号输入正端 

5 C PT100测温公共端 12 PH- 电极信号输入负端 



用户文档编写指南                

    共 18 页     第 7 页 

6 Vo 调理信号输出正端 13 GND 调理信号输出负端 

7 GND 调理信号输出负端    

 

4.2.2 线缆选择 

为了保证液体仪表能够正确工作，对产品使用的电缆和布线进行规定，液体仪表建议使

用的连线线缆如表 4-2-2所示。 

 

表 4-2-2 液体仪表线缆要求 

液体仪表接线 线缆类型 推荐规格 

测温端子接线（PT100、NTC） 屏蔽线 RVVP 3×0.5 mm
2
或2×0.5 mm

2
 

电极信号输入 屏蔽线 RVVP 2×0.5 mm
2
 

调理信号输出 屏蔽线 RVVP 2×0.5 mm
2
 

电  源 单芯软导线（BVR或 RV） 0.5~1.0 mm
2 

 

4.2.3 布线指导 

液体仪表的输入和输出都是电极信号和测量信号，其输入输出连线应根据现场情况，布

线时尽量远离干扰源。干扰源根据功率大小分为三个等级，为了保证液体仪表产品工作的稳

定性，布线时请将功率设备动力线与液体仪表输入输出线分开铺设，其间距应保证表 4-2-3

给出的间隔距离。 

表 4-2-3布线间距 

线槽种类 电缆布线的最小距离 干扰源强度 

金属线槽 

0.08m 低于 20A 负载电流功率设备 

0.15m 大于 20A 负载电流功率设备 

0.3m 功率大于 100KVA功率设备 

非金属线槽 

0.15m 低于 20A 负载电流功率设备 

0.3m 大于 20A 负载电流功率设备 

0.6m 功率大于 100KVA功率设备 

 

4.2.4 电源接线 

液体仪表的供电电源通过电源端子连接。V-端子为供电电源负极，V+为供电电源正极，

电源端子接线如图 4-2-2所示。电源线缆建议采用 0.5~1.5mm2规格的 BVR或 RV软导线，并使

用 6mm2以下压线钳制作针形冷压头，通过 2.0mm平口螺丝刀紧固电源端子。 

 

V-

V+ V+

V-

1

2
 

图 4-2-2 电源端子接线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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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5 测温端子接线 

测温端子接线电缆建议使用 0.5mm2的 RVVP屏蔽线，通过 2mm平口螺丝刀紧固相应端子。

对于 PT100测温形式，测温端子的 A端子为正极，B端子为负极，C端子为公共端；对于 NTC

测温形式，NTC+端子为正极，NTC端子为负极。不同类型传感器的接线方法如下： 

（1）PT100：采用三线制接线方式，分别连接 iA端子、iB端子及 iC端子，屏蔽线接

电源地。如图 4-2-3所示： 

A

B

C

PT100

 

图 4-2-3 PT100输入接线方法 

 

（2）NTC：为两线制接线方式，建议采用 0.5mm2规格的双芯屏蔽补偿导线，将 NTC热

敏电阻的正极和负极分别连接到 NTC+端子和 NTC-端子。屏蔽端连接电源地，如图 4-2-4。 

注意：请不要将电源地与测量地连接到一起。 

 

NTC+

NTC-
NTC

+

-

 

图 4-2-4 热电偶输入接线方法 

  

4.2.6 电极信号输入接线 

电极信号输入端子为 PH+与 PH-，接线电缆建议使用 0.5mm2的 RVVP 屏蔽线，通过 2mm 平

口螺丝刀紧固相应端子。其中，PH+接至酸碱浓度电极的正端，PH-接至电极的负端。 

 

PH-

PH+
电极
正端
电极
负端

11

12
 

图 4-2-5 电极信号输入接线 

 

4.2.7 调理信号输出接线 

调理信号输出端子为 Vo 与 GND，接线电缆建议使用 0.5mm2的 RVVP 屏蔽线，通过 2mm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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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螺丝刀紧固相应端子。其中，Vo 接至 EDC8000 的模拟量输入 A 端，GND 接至 EDC8000 的模

拟量输入 B端。 

 

GND

Vo
EDC8000
的iA端
EDC8000
的iB端

6

7
 

图 4-2-6 调理信号输出接线 

 

5 使用与操作 

5.1 使用前的准备和检查 

（1） 检查端子是否插牢。 

（2） 检查接线是否按照“端子排列与布线”中的方法正确连接。 

 危险： 

在更换设备之前，请确保产品型号的正确，同时还要确保安装的方向和位置是正确的。 

如果您安装了错误的产品或以错误的方式安装了产品，有可能会产生错误的功能，造

成不必要的经济损失和人身伤害！ 

5.2 使用前和使用中的安全及安全防护说明 

（1） 使用前检查是否有元器件的损坏，如：电容的脱落、变压器的损坏和跳线帽的

丢失等；并且查看是否有附着物附着在模块的表面。 

（2） 使用中防止导体接触模块，防止短路影响模块性能。 

5.3 使用中的操作程序、方法、注意事项及容易出现的错误操作和

防范措施 

（1） AI 输入时，请注意接入模块的正负端，否则会影响电压信号和温度信号的采

集，影响设备的运行。 

（2） 请注意确定端子上的端子贴，确保电源的正负，输入输出的正负都连接正确，

切勿将其反接。 

5.4 停止使用时的操作程序、方法及注意事项 

停止使用和改变接线时，请先将模块断电，再进行拆线或者改变接线。 

6 故障分析与排除 

6.1 故障分析 

（1） 上电后，电源指示灯没有点亮。 

（2） 状态符号表中监控不到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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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原因分析 

（1） 24V直流电源，正负接反。 

（2） 没有校准值。 

6.3 排除方法 

（1） 断电，更改接线后重新上电。 

（2） 重新校准或者恢复出厂设置。 

7 出现故障时的处理程序和方法 

（1） 有异味或出现不正常响声，请立即对模块进行断电处理。 

（2） 查看是否有短路现象存在，是否有元器件的损坏。 

（3） 如有短路现象存在，将短路物质去除后重新对模块上电，检查模块是否仍然能

正常工作，如不能正常工作，则需要返厂进行维修处理。 

（4） 如有元器件的损坏，则需要直接返厂进行维修处理。 

8 保养、维修 

8.1 日常维护、保养、校准 

（1） 防尘，防静电，防潮； 

（2） 定期除尘； 

（3） 可以通过恢复出厂设置，对模块进行校准（不建议）。建议每隔两个月就

对调理板的各个参数进行一次校准。 

8.2 运行时的维护、保养 

（1） 模块及调理板运行时，保证环境温度在-40℃~+85℃，湿度在 95%以下。 

（2） 模块及调理板运行环境尽量远离强电磁干扰。 

（3） 模块及调理板运行时需要和强电部分隔离，不能混合接线。 

（4） 模块及调理板运行时禁止灰尘附着在模块表面。 

（5） 尽量避免非正常情况下断电。 

（6） 定期对模块及调理板除尘。 

（7） 定期对系统连线进行排查，发现露铜或短路现象及时解决。 

（8） 如出现模块或调理板不能正常运行且无法在现场处理，则进入正常维修程

序。 

8.3 正常维修程序 

（1） 对于直接能判断出原因的问题（如接线错误或者粉尘较多造成短路），可以直

接在现场进行调整； 

（2） 因芯片长时间运行的内损，可能会造成模拟量采集的码值轻微偏移。可以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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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场写入“工程校准值”进行校准； 

（3） 如果现场无法判断模块问题，请联系客服部门协调解决；如需将模块寄回公司，

请注明模块错误信息，这样可以帮助维修员在最快时间内将模块维修好，以减少

您的损失。 

8.4 长期停放时的维修、保养 

（1） 如模块未接线但已安装在现场，则只需定期除尘和监控现场的温度湿度环境； 

（2） 如模块已接线但不通电，则除了以上一点外，还要检查连线是否有短路的危险，

如有则尽快排除； 

（3） 长时间停放的设备再次使用前需要根据接线图复查接线，并检查是否有露铜的   

线以免造成短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