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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区县环保局,滨海新区环境局： 

为促进我市挥发性有机物污染防治工作，提高污染源精细化

管控水平，规范固定污染源挥发性有机物连续监测系统的安装联

网工作，市局组织编制了《天津市固定污染源挥发性有机物连续

监测系统安装联网技术要求（试行）》，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 

 



 
 

照执行。 

 

 

 

2016 年 6 月 21 日 

（联系人：市环境监测中心 蒙海涛 

联系电话、传真：87671976） 

（此件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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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促进我市挥发性有机物污染防治工作，提高污染源精细化管控

水平，贯彻《污染源自动监控管理办法》，规范固定污染源废气挥发

性有机物连续监测系统的安装、联网，特制定本技术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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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适用范围 

本技术要求规定了固定污染源废气挥发性有机物连续监测系统的组

成、主要技术指标、安装要求和联网要求。 

本技术要求适用于天津市辖区内固定污染源废气挥发性有机物连续

监测系统的安装和联网。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技术要求内容引用了下列文件中的条款。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其有效版本适用于本技术要求。 

GB/T 16157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颗粒物测定与气态污染物采样方法 

HJ/397       固定源废气监测技术规范 

HJ/75        固定污染源烟气排放连续监测技术规范（试行） 

HJ/76        固定污染源烟气排放连续监测系统技术要求及检测方 

法（试行） 

HJ/T212      污染源在线自动监控（监测）系统数据传输标准 

HJ477        污染源在线自动监控（监测）数据采集传输仪技术要求 

HJ 732       固定污染源废气挥发性有机物的采样气袋法 

DB12/524    天津市工业企业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控制标准 

GB50057     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 

GB50205     钢结构结构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GB50093     自动化仪表工程施工及质量验收规范 

GB50168     电气装置安装工程电缆线路施工及验收规范 

GB4208      外壳防护等级(IP 代码) 

GB13306     标牌 

GB29812     工业过程控制分析小屋的安全 

GB3836      爆炸性环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技术要求。 

非甲烷总烃 

除甲烷以外的碳氢化合物（其中主要是 C2～C8）的总称，这里指本

技术要求规定的条件下，用氢火焰离子化检测器所测得的除甲烷以外的碳

氢化合物及其衍生物的总量，以碳计。 

挥发性有机物 

在 293.15K 条件下蒸气压大于或等于 10Pa，或者特定适用条件下具

有相应挥发性的全部有机化合物（不包括甲烷），简称 VOCs。 

挥发性有机物连续监测系统 

挥发性有机物连续监测系统指连续监测固定源废气中挥发性有机物

排放浓度和排放量所需的全部设备。 

按照监测对象的不同，分为用于挥发性有机物总量监测指标的非甲烷

总烃（NMHC）连续监测系统和分组分挥发性有机物监测连续监测系统。 

零点漂移 

在测定前后，仪器对相同零气的测定结果的偏差与校准量程的百分比。 

量程漂移 

在测定前后，仪器对相同标准气体的测定结果的偏差与校准量程的百

分比。量程漂移测定优先选择校准量程 80%的标准物质。 

示值误差 

仪器对标准物质的测定结果与标准物质体真值的相对误差。标准物质

查核优先选择校准量程 40%～60%的标准物质。 

维护周期 

不需要进行任何外部手动维护，系统能够满足规范技术要求的最小维

护间隔。 



 

实时值 

指监测到的挥发性有机物质量浓度实时值。 

有效小时均值 

指 1 小时内的有效数据的算术平均值。 

有效日均值 

1 日内不少于固定污染源运行时间（按小时计）的 75%的有效小时均

值的算术平均值。 

月平均值 

1 月内不少于固定污染源运行时间（按小时计）的 75%的有效小时均

值的算术平均值。 

数据有效采集率 

数据有效采集率是在监测时段内实际采集的有效数据的个数与理论

上应采集数据的个数之比的百分数： 

%100
N

n
Act

 

式中：n—在监测时段内实际采集的有效数据的个数； 

N—在监测时段内理论上应采集数据的个数。 

4  系统组成与技术要求 

4.1 系统组成 

固定污染源挥发性有机物连续监测系统由挥发性有机物采样及预处

理子单元，挥发性有机物监测单元，数据采集、传输和处理单元，网络通

讯单元及其他辅助设备等组成。 

4.1.1 挥发性有机物采样及预处理子单元 

挥发性有机物采样及预处理子单元对固定污染源中产生的挥发性有

机物进行连续自动采样、稀释及浓缩预处理等。 



 
 

4.1.2 挥发性有机物监测单元 

挥发性有机物监测单元测量样气中挥发性有机物浓度、样气参数（温

度、压力、流速或流量、湿度等）。 

4.1.3 数据采集、传输和处理单元 

数据采集、传输和处理单元采集、存储各种监测数据，同时计算样气

中挥发性有机物的排放速率和排放量，显示和打印各种参数、图表。并按

后台服务器指令定时向后台服务器传输连续监测数据和设备的工作状态。 

4.1.4 网络通讯单元 

网络通讯单元实现与环保部门监控平台网络实时通讯功能，具有包括

接收并响应来自监控平台网络远程采样、数据交互、启动分析以及网络校

时、系统重启等操作指令。 

4.1.5 其他辅助设备 

其他辅助设备包括现场显示屏幕、供电电源、连续监测系统安装基础

等。 

4.2 外观要求 

4.2.1 固定污染源挥发性有机物连续监测设备应在醒目处应标识产品铭牌，

铭牌标识应符合 GB/T 13306 的要求。同时，应在仪器醒目位置标识分析

流路图。 

4.2.2  软件显示界面应为中文，且字符均匀、清晰，能根据显示屏提示进

行全程序操作。 

4.2.3 固定污染源挥发性有机物连续监测设备机箱外壳应由耐腐蚀材料制

成，密封性良好。 

4.2.4 固定污染源挥发性有机物连续监测设备各部件组装应坚固、零部件

无松动，各操作按键使用灵活，定位准确。 

4.2.5 固定污染源挥发性有机物连续监测设备主要部件都应具有相应的标



 

识和编号。 

4.3 工作环境要求 

连续监测设备在以下环境中应能正常工作 

（1）室内环境温度：（15～35）℃；室外环境温度（-20～50）℃； 

（2）相对湿度：≤85%； 

（3）大气压：90～105kPa； 

（4）工作电压：单相（220±20）V，频率为（50±0.5）Hz。 

4.4 基本功能要求 

4.4.1 应具有时间设定、校对、显示功能。 

4.4.2 应具有记录、存储、显示、传输、打印各类参数、数据、图谱、图

表等功能。 

4.4.3 应具有接收并响应网络远程控制的功能，包括外部触发采样、数据

交互、启动分析以及网络校时、系统重启等功能。 

4.4.4 应具备手动或者自动进行零点漂移和量程漂移校准功能。 

4.4.5 应具有安全管理功能，具备二级以上管理权限，进行用户名和密码

验证后，才能进入系统，所有操作均能自动记录并持久存储，同时支持智

能检索并支持数据导出为文本及 EXCEL 报表。 

4.4.6 应具有净化功能，能克服烟气压力，保持采样探头，采样管道等系

统清洁并易于检修维护。 

4.4.7 采用氢火焰离子化检测器的监测系统，须具有通过自动火焰检测功

能检测到火焰熄灭故障状态后，自动点火，恢复仪器正常运行或者启动熄

火保护的功能。 

4.5 主要技术指标 

4.5.1 零点漂移：24h 零点漂移不超过校准量程的±5%。 

4.5.2 量程漂移：24h 量程漂移不超过满量程的±5%。 



 
 

4.5.3 示值误差：相对误差不超过 15%。 

4.5.4 分析周期：非甲烷总烃分析仪应小于 5 分钟。 

组分分析仪应小于 40 分钟。 

4.5.5 维护周期：大于等于 168 小时。 

4.6 流速主要技术指标要求 

参照 HJ/T 75 中指标要求。 

4.7 温度主要技术指标要求 

参照 HJ/T 75 指标要求。 

4.8 湿度主要技术指标要求 

参照 HJ/T 75 指标要求。 

5 设备安装要求 

5.1 一般要求 

5.1.1 位于固定污染源排放控制设备的下游。 

5.1.2 不受环境光线和电磁辐射的影响。 

5.1.3 烟道震动幅度尽可能小。 

5.1.4 安装位置应避免烟气中水滴和水雾的干扰。 

5.1.5 安装位置不漏风。 

5.1.6 安装连续监测系统的工作区域必须提供永久性电源，以保障监测设

备的正常运行。 

5.1.7 采样或监测平台易于人员到达，有足够的空间，便于日常维护和对

比监测，当采样平台设置在离地面高度≥5 米的位置时，应有通往平台的 Z

字梯/旋梯/升降梯，当采样平台设置在离地面高度≥20 米的位置时，应有

通往平台的升降梯。具体要求参照 HJ/T 75 中烟气 CEMS 安装要求。 

5.2 具体要求 

5.2.1 依据产品生产工艺流程及排污节点图和烟气治理工艺流程图确定安



 

装点位，绘制连续监测系统安装布置图。 

5.2.2 安装点位于气态污染物混合均匀的位置，测得的气态污染物浓度或

者排放速率能代表固定污染源的排放，应优先选择在垂直管段和烟道负压

区域，测定位置应避开烟道弯头和断面急剧变化的部位。具体要求参照

HJ/T 75 中烟气 CEMS 安装要求。 

5.2.3 固定污染源排放废气中含强腐蚀性气体时，样气经过的器件或管路

需选用耐腐蚀性材料。 

5.2.4 如样气中粒状物含量过高，应设置过滤器，必要时需安装高频高压

自动反吹装置。 

5.2.5 如在防爆区安装，设备需具有防爆安全性并通过防爆安全检验认证

或安装在符合现场安全管理的防爆房间内。监测系统的防爆等级应能达到

安装环境的危险场所的分类等级。 

5.2.6 采样探头、采样管线、仪表回路所用的材质为低吸附性和低气体渗

透率，不释放干扰物，所监测的目标VOCs 在气路中能稳定保存。材质选

择可参照HJ 732-2014附录A 中的实验验证结果。 

5.2.7 应具备全系统校准功能，即能够完成从样品采集和传输装置、预处

理设备和分析仪器的全系统校准；同时应具备近端校准功能。 

5.2.8 采取抽取式采样法，采样管线走向优先为垂直向下走向，如达不到，

应保证走向向下倾斜度大于 5°，管路无低凹或凸起，最小弯曲半径不小

于 30cm。 

5.2.9 采取抽取式采样法，样品传输管线应长度适中；样气湿度较大时，

应使用加热传输管线或者稀释法。加热传输管线应温度均匀稳定、保温性

能良好，加热传输管线温度设置应大于样气露点温度或者样气温度 10℃，

不能有露珠凝结。其实际温度值应能够在机柜或系统软件中显示查询。 

5.2.10 固定污染源烟气净化设备设置有旁路时，连续监测系统探头应安装



 
 

于混合排气筒，同时应在旁路内安装流量连续计量装置。 

5.2.11 若一个固定污染源排气先通过多个烟道后进入该固定污染源的总

排气管时，应将连续监测系统安装在该固定污染源的总排气管上。不得只

在其中的一个烟道上安装一套连续监测系统，将测定值的倍数作为整个源

的排放结果。 

5.2.12 如采用连续监测系统数据计算末端处理装置去除率，应在处理装置

前后各安装连续监测系统。 

5.3 安装施工要求 

5.3.1 施工应满足 GB 50205、GB 50093、GB 50168 的规定。 

5.3.2 施工单位应熟悉连续监测系统的原理、结构、性能，编制施工方案、

施工技术流程图、设备技术文件、设计图样、监测设备及配件货物清单交

接明细表，施工安全细则等有关文件。 

注：设备技术文件应包括资料清单、产品合格证、机械结构、电气、仪表

安装的技术说明书、装箱清单、配套件、外购件检验合格证和使用说明书

等。 

注：设计图样应符合技术制图、机械制图、电气制图、建筑结构制图

等标准的规定。 

5.3.3 设备安装前的清理、检查及保养： 

a) 按交货清单和安装图样明细表清点检查设备及零部件，缺损件应

及时处理，更换补齐； 

b) 运转部件如：取样泵、压缩机、监测仪器等的滑动部位均需清洗、

注油润滑防护。 

5.3.4 参比方法采样孔内径应≥80 mm，并安装法兰。 

5.3.5 烟气流速采用皮托管法测量的设备，安装时全压口应正对烟气流向，

静压口背向烟气流向，与气流方向的偏差角度最大不得超过±5º。 



 

5.3.6 从探头到分析仪的整条采样管线的铺设应采用桥架方式，管线倾斜

度不得小于 5º，防止管线内积水，在每隔 4 m～5 m 处装线卡箍。 

5.3.7 电缆桥架安装应满足最大直径电缆的最小弯曲半径要求。电缆桥架

的连接应采用连接片联结。配电套管应采用钢管和PVC 管材质、配线管，

其弯曲半径应满足最小弯曲半径要求。 

5.3.8 电缆的敷设应将动力电缆与信号电缆分开敷设，保证电缆通路及电

缆保护管的密封，自控电缆敷设应符合输入、输出分开，数字信号、模拟

信号分开的配线和敷设的要求。 

5.3.9 安装精度和连接部件坐标尺寸应符合技术文件和图样规定。 

5.3.10 各联接管路、法兰、阀门封口垫圈应牢固完整，均不得有漏气、漏

水现象。 

5.3.11 所有的管路、气路阀门、排水系统安装后应畅通和启闭灵活。连续

监测系统空载运行 24h 后，无渗漏现象。 

5.3.12 连续监测系统应满足设计承压要求，采用模拟试验检验，管路不得

出现脱落、漏气、漏水、振动强烈现象。 

5.3.13反吹系统应进行耐压强度试验，试验压力为常用工作压力的 1.5 倍。 

5.3.14 在防爆等区域安装施工、检查和维护应符合 GB3836 标准中相关要

求。 

5.4 监测站房要求 

5.4.1 监测站房的基础荷载强度≥2 000 kg/m
2，其面积应≥2.5m×2.5m，空

间高度应≥2.8 m，站房建在标高≥0 m 处。 

5.4.2 监测站房内应有空调和冬季采暖设备，空调安装不能正对设备吹扫，

室内温度应保持在 10℃～30℃，湿度应≤60%，空调应具有来电自动重启

功能，站房内应安装排风扇。 

5.4.3 监测站房内配电功率能够满足仪表实际要求，功率不少于 8 kW，至



 
 

少预留三孔插座 5 个、稳压电源 1 个、UPS 电源一个。 

5.4.4 监测站房的防雷系统除符合 GB 50057 的规定外，还应符合以下要

求： 

a) 系统仪器设备的工作电源应有良好的接地措施，接地电缆应采用

大于 4 mm
2 的独芯护套电缆，接地电阻小于 4Ω，且不能和避雷接地线共

用； 

    b) 平台、监测站房、交流电源设备、机柜、仪表和设备金属外壳、

管缆屏蔽层和套管的防雷接地，可利用厂内区域保护接地网，采用多点接

地方式。厂区内不能提供接地线或提供的接地线达不到要求的，应在监测

站房附近重做接地装置； 

    c) 电源线和信号线设防雷装置； 

    d) 接地线和零线不得共用，主机柜外壳和可导电的金属外壳要可靠

接地； 

    e) 电源线、信号线与避雷线的平行净距离≥1 m，应避免交叉； 

f) 由烟囱或主烟道上数据柜引出的数据信号线要经过避雷器引入监

测站房，应将避雷器接地端同站房保护地线可靠连接； 

e) 信号线为屏蔽电缆线，屏蔽层应有良好绝缘，不可与机架、柜体

发生摩擦、打火，屏蔽层两端及中间均需做接地连接。 

5.4.5 监测站房仪器应排列整齐，监测仪器顶平直度和平面度应不大于 5 

mm，监测仪器牢固固定，可靠接地。二次接线正确、牢固可靠，配导线

的端部应标明回路编号。配线工艺整齐，绑扎牢固，绝缘性好。 

5.4.6 监测站房的安装和设施配置要符合现场安全管理需要，在防爆等区

域建设应参照GB29812的相关规定，结构和建设符合区域安全管理要求。 



 

6 数据管理要求 

6.1 数据采集和控制 

数据采集系统能实现定时采样、随机采样、实时采样、直接采样、

事件触发采样功能；能完成与数据处理与远程通讯子系统进行双向数据交

换的功能，系统代码参照附录 C.4 系统编码表执行，挥发性有机物代码参

照附录C.5 监测参数编码表执行；能记录测定数据和仪器运行状态数据，

根据运行状态按 HJ/T212 的要求给出相应的状态标记，包括工作正常、电

源故障、仪器故障、设备维护、设备校准、数据超标、数据补传等状态，

详见表 6-1。 

表 6-1 数据标识符 

标识符 含义 

N 监测仪器工作正常 

F 监测仪器停运 

C 设备校准 

D 设备故障 

P 电源故障 

M 设备维护 

T 设备通讯故障 

S 手工输入的设定值 

L 超仪器量程范围下限 

H 超仪器量程范围上限 

- 超数据设定范围下限 

+ 超数据设定范围上限 

A 报警类型数据 

M 监测仪器处于维护期间产生的数据 

A 报警类型数据 

S 手工输入的设定值，非连续监测仪器测试数据 

D 监测仪器故障 

C 监测仪器处于校准状态 

T 监测仪器与数据采集仪通讯异常 

6.2 数据处理系统 

数据处理系统应随时接收现场数据采集系统发来的各种信息，进行处

理、存储、显示相应数据和报警信息。数据处理系统应能存储 3 年以上实



 
 

时数据和网络上报数据，数据存储空间不小于 4G 字节。同时系统应提供

数据智能检索操作，具备将检索数据导出为文本及 EXCEL 格式的功能，

且可对分析谱图进行处理、存储、显示。 

数据处理系统有相应的人机接口和对应的输入输出设备，应能够图文

显示监测数据和报警等其它信息，通过本系统可以在现场进行数据和报警

等信息查询、系统参数配置和测量仪器的检查校准等工作，具有计算污染

物排放浓度和排放量的功能（数据计算参照 HJ/T 75 及 DB12/524 相关要

求）。系统能够生成并保存《挥发性有机物排放连续监测小时平均值日报

表》、《挥发性有机物排放连续监测日平均值月报表》、《挥发性有机物

排放连续监测月平均值年报表》，其格式见附录 A1、A2 和 A3。 

6.3 安全管理 

设备应具有安全管理功能，具备二级以上管理权限： 

系统管理员：可以进行所有的系统设置工作，如设定操作人员密码、

操作级别、设定系统设备配置等。 

一般操作人员：只进行日常例行维护和操作，不能更改系统的设置。 

6.4 异常情况自动恢复功能 

实现系统时钟同步，具备自检及完善的断点自保护和死机自动恢复功

能，故障前数据能存储并可方便地读取。当受外界强干扰、意外断电后又

送电等情况发生时，造成程序中断，系统应能实现自动启动，自动恢复运

行状态并记录出现故障时的时间和恢复运行时的时间。 

7 联网要求 

7.1 网络通讯系统技术要求 

7.1.1 网络通讯系统随时接收数据采集和处理系统发来的各种信息，进行

处理、存储、显示相应数据和报警信息，达到 HJ477 各项指标要求，通

讯包数据结构定义详见附录 C.1 通讯包结构组成，C.2 数据段结构组成，



 

C.3 数据区说明。 

7.1.2 网络通讯系统应参照附录 C.4 系统编码表进行标识，挥发性有机物

监测项目参照C.5 监测参数编码表进行编码，系统应具备数据定时上传、

应答补录和网络反控功能，需要实现附录 C.6 命令列表所规定的网络交互

各项指令，并按附录 C.7 请求返回表、C.8 执行结果定义表，C.9 数据标

识定义表进行应答，确保监管平台能准确完整地接收到数据。 

7.1.3 网络通讯系统能够至少存储 3 年监测和运行数据，至少具备普通用

户、特权用户两级权限并提供安全的密码认证机制，禁止对网络通讯子系

统内部存储的历史监测数据作任何篡改。 

7.1.4 应具有定时自检功能以及意外掉电后来电自动重启和故障自动恢复

功能。 

7.2 通讯网络接入方式 

固定污染源挥发性有机物连续监测设备采用 GPRS、CDMA、ADSL、

光纤、3G 网络(WCDMA、TD-SCDMA、CDMA2000)、PLC、4G 网络

(TD-LTE、FDD-LTE)、WIMAX 等方式，实现与监控平台安全数据交换。 

7.3 联网管理要求 

7.3.1 固定污染源挥发性有机物连续监测设备完成现场安装，并正常运行 

168 小时后，可向环保管理部门指定的技术部门提交“入网申请单” （具

体格式见附录 B）。 

7.3.2 联网通讯协议参照 HJ/T212 和本技术要求中附录 C 的相关规定执行，

网络通讯包示例参见附录 C.10。如遇该协议升级或改版，应能适时兼容

或按照新的传输协议修改现场数据采集软件，以保证数据正常传输。 

7.3.3 固定污染源挥发性有机物连续监测系统应保证数据采集率达到 75%

以上。 

7.3.4 固定污染源挥发性有机物连续监测设备应具备向两个及以上监控平



 
 

台同时上传数据功能，且满足以下条件： 

a) 数据一致性：连续监测系统应与各监控平台的数据保持一致； 

b) 通讯独立性：连续监测系统均可以接受各监控平台的反控指令，

单个平台的通讯故障不影响其他平台数据通讯； 

c)采用 HJ/T212 中规定循环冗余校验（CRC）算法(见附录 D)； 

7.3.5 如连续监测系统不具备本规范 6 和 7 的功能，应安装符合要求的环

保数据处理和通讯系统，实现上述功能。



 

附录 A          

 A1    挥发性有机物排放连续监测小时平均值日报表 

排放源名称：                      排放源编号：                      

连续监测设施编号：                监测日期：      年    月    日 

时间 
监测项目 标态流量 

m
3
/h 

流速 

m/s 

含氧

量% 

温度 

℃ 

水分含

量% 
备注 

mg/m
3
 kg/h 

0～1         

1～2         

2～3         

3～4         

4～5         

5～6         

6～7         

7～8         

8～9         

9～10         

10～11         

11～12         

12～13         

13～14         

14～15         

15～16         

16～17         

17～18         

18～19         

19～20         

20～21         

21～22         

22～23         

23～24         

平均值         

最大值         

最小值         

样本数         

日排放总

量（t） 
        

日排放总量单位：×10
4
m

3
/d。 

 

上报单位（盖章）：                负责人：  

报告人：                          报告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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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    挥发性有机物排放连续监测日平均值月报表 

排放源名称：                         排放源编号：                      

连续监测设施编号：                    监测日期：            年       月 

时间 
监测项目 标态流量 

×10
4
 m

3
/d 

流速 

m/s 

温度 

℃ 

水分含

量% 
备注 

mg/m
3
 t/d 

1日        

2日        

3日        

4日        

5日        

6日        

7日        

8日        

9日        

10日        

11日        

12日        

13日        

14日        

15日        

16日        

17日        

18日        

19日        

20日        

21日        

22日        

23日        

24日        

25日        

26日        

27日        

28日        

29日        

30日        

31日        

平均值        

最大值        

最小值        

样本数        

月排放总量

（t） 
       

月排放总量单位：×10
4
m

3
/m。 

 

上报单位（盖章）：                负责人：  

报告人：                          报告日期： 年  月  日



 

 

A3    挥发性有机物排放连续监测月平均值年报表 

排放源名称：                      排放源编号：                      

连续监测设施编号：                 监测日期：             年  

时间 
监测项目 标态流量 

×10
4
 m

3
/m 

流速 

m/s 

温度 

℃ 

水分含

量% 
备注 

mg/m
3
 t/m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8 月        

9 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平均值        

最大值        

最小值        

样本数        

年排放总量

（t） 
       

年排放总量单位：×10
4
m

3
/a。 

 

 

上报单位（盖章）：                负责人：  

报告人：                          报告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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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固定污染源挥发性有机物连续监测设备入网申请单 

企业基本信息 

企业名称  

企业地址  经纬度  

法人代码  法人代表  

行业类别 □石油化工□制药□电子□涂装□涂料□其它                  

环保联系人  联系电话  

控制类别 □国控   □市控  □区控  □其它 

排污设施信息 

设施名称  

环保治理设施类型 □回收 □吸附 □焚烧 □其它               

环保治理设施型号  

环保设施投运日期  

排气筒位置  经纬度  

排气筒高度  排气筒口径  

连续监测设备安装点位位

置 
 经纬度  

连续监测设备型号  生产厂家  

通讯系统信息 

MN号  启用日期  

传输类型 □GRPS□宽带□3G□4G SIM（UIM）卡号  

上报IP地址  上报端口号  

测量参数  

设备型号  生产厂家  

 

 

上报单位（盖章）：            填报人：                    填报日期：  



 

附录 C   

C1 通讯协议数据结构及代码定义 

C.1 通讯包结构组成 

名称 类型 长度 描述 

包头 字符 2 固定为## 

数据段长度 十进制整数 4 数据段的 ASCII 字符数例如：长 255，则写

为“0255” 

数据段 

（见 A.3） 

字符 0≤n≤1024 变长的数据 

CRC 校验 十六进制整数 4 数据段的校验结果，如 CRC 错，即执行超时 

包尾 字符 2 固定为<CR><LF>（回车、换行） 

 

C.2 数据段结构组成 

名称 类型 长度 描述 

请求编号QN  

 

字符 20 精确到毫秒的时间戳:QN=YYYYMMDDHH 

MMSSZZZ，用来唯一标识一个命令请求，用

于请求命令或通知命令。 

总包号
PNUM   

字符 4 PNUM 指示本次通讯中总共包含的包数。 

包号PNO  字符 4 PNO 指示当前数据包的包号。 

系统编号 ST 字符 2 ST=系统编号,系统编号见 A.4。 

命令编号 CN 字符 4 CN=命令编号,命令编号见 A.8。 

访问密码 PW 字符 6 PW=访问密码。 

设备唯一标

识 MN 
字符 14 或 24 

MN=监测点编号,这个编号下端设备需存储

到相应存储器中，用作身份识别。推荐采用

RFID 产品电子代码编码体系EPC-96 编码

结构，但不局限,同时适用标准HJ/T212-2005

中规定的MN 编号（14 位），其中后14 位为

MN 编号，前十位补零。字符为16 进制0~9，

A~F，字符长度为14位或24位。 

EPC-96 编码结构 

名称 标头 厂商

识别

代码 

对象

分类

代码 

序列

号 

长度

(比特) 

8 28   24 36 

 

拆分包及应

答标志 Flag 
整数（0-255） 3 

目前只用一个 Bit 

V5 V4 V3 V2 V1 V0 D A 

V0~V5：标准版本号；Bit：000000 表示标准

HJ/T212-2005，000001 表示本次标准版本

号。 

A：数据是否应答；Bit：1-应答，0-不应答 

D：是否有数据序号；Bit：1-数据包中包含

包序号和总包号两部分,0-数据包中不包含包

序号和总包号两部分示例：Flag=7 表示拆分

包并且需要应答。 

指令参数 CP 字符 0≤n≤951 CP=&&数据区&&，数据区定义见 C.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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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3 数据区说明 

C.3.1 结构定义 

字段与其值用“=”连接；在数据区中，同一项目的不同分类值间用“,”来分隔，不同项目

之间用“;”来分隔。 

C.3.2 字段定义 

C.3.2.1  字段名 

字段名要区分大小写，单词的首个字符为大写，其他部分为小写。 

C.3.2.2  数据类型 

C4：表示最多 4 位的字符型字串，不足 4 位按实际位数。 

N5：表示最多 5 位的数字型字串，不足 5 位按实际位数。 

N14.2：用可变长字符串形式表达的数字型，表示 14 位整数和 2 位小数，带小数点，带

符号，最大长度为 18。 

YYYY：日期年，如 2005 表示 2005 年 

MM：日期月，如 09 表示 9 月 

DD：日期日，如 23 表示 23 日 

HH：时间小时 

MM：时间分钟 

SS：时间秒 

ZZZ: 时间毫秒 

C.3.2.3 字段对照表（可扩充） 

其中：xxx：代表某个监测参数编号，见 C.4。 

字段名 描述 字符集 宽度 取值及描述 

SystemTime 系统时间 0-9 N14 YYYYMMDDHHMMSS 

QN 请求编号   见 A.2 

QnRtn 请求回应代码 0-9 N3 见 A.6 

ExeRtn 执行结果回应代码 0-9 N3 见 A.7 

xxxxxx-Rtd 监测参数实时采样

数据 

0-9 N14.2 “xxx”是监测参数代码 

xxxxxx-Min 监测参数指定时间

内最小值 

0-9 N14.2  

xxxxxx-Avg 监测参数指定时间

内平均值 

0-9 N14.2  

xxxxxx-Max 监测参数指定时间

内最大值 

0-9 N14.2  

xxxxxx-Flag 监测参数实时数据 

标记 

A-Z C1 N：正常、F：排放源停运、

M：维护、A：超标、S：

手工设定、D：仪器故障、

C:校验、T：通讯故障 

xxxxxx-RS 设备运行状态的实 0-9 N1 0：设备关，1：设备开 



 

字段名 描述 字符集 宽度 取值及描述 

时采样值 

xxxxxx-RT 设备指定时间内的

运行时间 

0-9 N14.2 0=n<=24 

xxxxxx-Ala 监测参数报警期间

内采样值 

0-9 N14.2  

xxxxxx-UpValue 污染物报警上限值 0-9 N14.2  

xxxxxx-LowValue 污染物报警下限值 0-9 N14.2  

AlarmTime 超标开始时间 0-9 N14 YYYYMMDDHHMMSS 

AlarmType 报警事件类型 0-9 N1 1：超标，0：回复正常 

PolId 监测参数的编号 0-9，
A-Z 

C3 见 A.5 监测参数编码表 

BeginTime 开始时间 0-9 N14 YYYYMMDDHHMMSS 

EndTime 截止时间 0-9 N14 YYYYMMDDHHMMSS 

DataTime 数据时间信息 0-9 N14 YYYYMMDDHHMMSS 

注:污染物实时值、最大值、最小值、平均值等根据实际的污染物监测范围及精度来决定

所上传字符的宽度，同时污染物(折算)实时值、(折算)最大值、(折算)最小值、(折算)平

均值的计量单位应该保持一致。 

 

C.4 系统编码表（可扩充） 

系统名称 系统编号 描述 

挥发性有机物污染源 40  

系统交互 91 用于现场机与上位机的交互 

 

C.5 监测参数编码表（可扩充） 

参数名称 编码 计量单位 数据类型 备注 

非甲烷总烃 v00001 mg/m
3 

N7.3  

烟气流速 v00002 m/s N5.2  

烟气温度 v00003 
0
C N3.1  

烟气压力 v00004 MPa N3.2 静压（表压） 

烟气湿度 v00005 % N3.1  

烟道截面积 v00006 m
2 

N3.2  

热态烟气流量 v00007 m
3
/h N14.2  

丙烯 v00008 mg/m
3 

N7.3  

二氯二氟甲烷 v00009 mg/m
3 

N7.3  

氯甲烷 v00010 mg/m
3 

N7.3  

二氯四氟乙烷 v00011 mg/m
3 

N7.3  

氯乙烯 v00012 mg/m
3 

N7.3  

1,3-丁二烯 v00013 mg/m
3 

N7.3  

溴甲烷 v00014 mg/m
3 

N7.3  

氯乙烷 v00015 mg/m
3 

N7.3  

丙酮 v00016 mg/m
3 

N7.3  

三氯氟甲烷 v00017 mg/m
3 

N7.3  

异丙醇 v00018 mg/m
3 

N7.3  

1,1-二氯乙烯 v00019 mg/m
3 

N7.3  

二硫化碳 v00020 mg/m
3 

N7.3  

二氯甲烷 v00021 mg/m
3 

N7.3  

三氯三氟乙烷 v00022 mg/m
3 

N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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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称 编码 计量单位 数据类型 备注 

逆-1,2-二氯乙烯 v00023 mg/m
3 

N7.3  

1,1-二氯乙烷 v00024 mg/m
3 

N7.3  

甲基特二丁醚 v00025 mg/m
3 

N7.3  

乙酸乙烯酯 v00026 mg/m
3 

N7.3  

甲基乙基酮 v00027 mg/m
3 

N7.3  

顺-1,2-二氯乙烯 v00028 mg/m
3 

N7.3  

正己烷 v00029 mg/m
3 

N7.3  

氯仿 v00030 mg/m
3 

N7.3  

乙酸乙酯 v00031 mg/m
3 

N7.3  

四氢呋喃 v00032 mg/m
3 

N7.3  

1,2-二氯乙烷 v00033 mg/m
3 

N7.3  

1,1,1-三氯乙烷 v00034 mg/m
3 

N7.3  

苯 v00035 mg/m
3 

N7.3  

四氯化碳 v00036 mg/m
3 

N7.3  

环己烷 v00037 mg/m
3 

N7.3  

1,2-二氯丙烷 v00038 mg/m
3 

N7.3  

溴二氯甲烷 v00039 mg/m
3 

N7.3  

三氯乙烯 v00040 mg/m
3 

N7.3  

1,4-二恶烷 v00041 mg/m
3 

N7.3  

庚烷 v00042 mg/m
3 

N7.3  

顺-1,3-二氯丙烯 v00043 mg/m
3 

N7.3  

甲基异丁基酮 v00044 mg/m
3 

N7.3  

逆-1,3-二氯丙烯 v00045 mg/m
3 

N7.3  

1,1,2-三氯乙烷 v00046 mg/m
3 

N7.3  

甲苯 v00047 mg/m
3 

N7.3  

甲基丁基酮 v00048 mg/m
3 

N7.3  

二溴氯甲烷 v00049 mg/m
3 

N7.3  

1,2-二溴乙烷 v00050 mg/m
3 

N7.3  

四氯乙烯 v00051 mg/m
3 

N7.3  

氯苯 v00052 mg/m
3 

N7.3  

乙苯 v00053 mg/m
3 

N7.3  

间,对-二甲苯 v00054 mg/m
3 

N7.3  

溴仿 v00055 mg/m
3 

N7.3  

苯乙烯 v00056 mg/m
3 

N7.3  

1,1,2,2-四氯乙烷 v00057 mg/m
3 

N7.3  

邻-二甲苯 v00058 mg/m
3 

N7.3  

4-乙基甲苯 v00059 mg/m
3 

N7.3  

1,3,5-三甲苯 v00060 mg/m
3 

N7.3  

1,2,4-三甲苯 v00061 mg/m
3 

N7.3  

1,3-二氯苯 v00062 mg/m
3 

N7.3  

1,4-二氯苯 v00063 mg/m
3 

N7.3  

1,2-二氯苯 v00064 mg/m
3 

N7.3  

1,2,4-三氯苯 v00065 mg/m
3 

N7.3  

六氯-1,3-丁二烯 v00066 mg/m
3 

N7.3  

丙烯腈 v00067 mg/m
3 

N7.3  



 

参数名称 编码 计量单位 数据类型 备注 

未识别物质 v99999 mg/m
3 

N7.3  

(以下可扩充)     

 

C.6 命令列表（可扩充） 

表中“上位机”指监控平台，“现场机”指固定污染源挥发性有机物连续监测设备。 

C6.1 类别划分 

本代码从4 个不同的方面对命令编码进行分类。每个类目表示一种命令类型。 

C6.2 编码方法 

命令列表如下表所示。命令编码用4 位阿拉伯数字表示，其中： 

1000~1999 表示初始化命令和参数命令编码； 

2000~2999 表示数据命令编码； 

3000~3999 表示控制命令编码； 

9000~9999 表示交互命令编码。 

命令名称 

命令编号 

命令类型 描述 上位向

现场 

现场向

上位 

初始化命令 

设置超时时间与

重发次数 
1000  请求命令 

设置现场机给上位机发送数据的重发

次数和超时时间，参见表C8.3 

预留初始化命令    预留命令范围 1002-1010 

参数命令  

提取现场机时间 1011  请求命令 用于同步上位机和现场机的系统时间，

上位机提取现场机系统时间 

上传现场机时间  1011 上传命令 用于现场机上传自己的系统时间 

设置现场机时间 1012  请求命令 用于同步上位机和现场机的系统时间，

远程设置现场机系统时间 

提取实时数据间

隔 

1061  请求命令 用于上位机提取现场机设置的实时数

据间隔 

上传实时数据间

隔 

 1061 上传命令 用于现场机上传设置的实时数据间隔 

设置实时数据间

隔 

1062  请求命令 用于上位机远程设置现场机的实时数

据间隔 

提取分钟数据上

报间隔 

1063  请求命令 上位机提取现场机设置的分钟数据上

报间隔时间 

上传分钟数据上

报间隔 

 1063 上传命令 现场机上传设置的分钟数据上报间隔

时间 

设置分钟数据上

报间隔  

1064  请求命令 上位机远程设置现场机的分钟数据上

报间隔时间 

设置访问密码 1072  请求命令 用于上位机远程设置现场机的访问密

码 

预留参数命令    预留命令范围 1073-1099 

数据命令 

实时数据 

取监测参数实时

数据 

2011  请求命令 用于上位机通知现场机开始按照设置

的间隔发送实时数据 

上传监测参数实

时数据 

 2011 上传命令 用于现场机按照设置的间隔自动上传

实时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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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令名称 

命令编号 

命令类型 描述 上位向

现场 

现场向

上位 

停止查看实时数

据 

2012  通知命令 用于上位机告诉现场机停止发送实时

数据 

实时设备状态 

取设备运行状态

数据 

2021  请求命令 用于上位机告诉现场机开始按照设置

的间隔发送实时设备状态 

上传设备运行状

态数据 

 2021 上传命令 用于现场机按照设置的间隔自动上传

实时设备状态 

停止察看设备运

行状态 

2022  通知命令 用于上位机告诉现场机停止发送实时

设备状态 

取污染治理设施

运行时间日历史

数据 

2041  请求命令 用于上位机告诉现场机开始按照要求

时间发送保存的污染治理设施日历史

运行时间 

上传污染治理设

施运行时间日历

史数据 

 2041 上传命令

（平时为按

规定时间主

动上报日统

计运行时间

数据） 

用于现场机按照上位机的时间要求发

送保存的污染治理设施日历史运行时

间，该命令平时为主动上报，上报时间

为现场机设置的日数据上报时间参数，

主动上报上一日的日统计数据，同时也

可以响应上位机的采集命令。 

分钟数据（可以自定义分钟间隔数，目前统一定为 10 分钟） 

取监测参数分钟

数据 

2051  请求命令 用于上位机通知现场机开始按照要求

时间发送保存的分钟历史数据 

上传监测参数分

钟数据 

 2051 上传命令 

（平时为按

每个 10 分

钟段主动上

报该 10 分

钟段的统计

数据） 

用于现场机按照上位机的时间要求发

送保存的分钟历史数据。 

另外，该命令平时为主动上报，上报时

间为每个10分钟段上报一次该10分钟

段的统计数据，同时也可以响应上位机

的采集命令 2051。 

小时数据 

取监测参数小时

数据 

2061  请求命令 用于上位机告诉现场机开始按照要求

时间发送保存的小时历史数据 

上传监测参数小

时数据 

 2061 上传命令 

（平时为按

每个整点主

动上报该小

时的统计数

据） 

用于现场机按照上位机的时间要求发

送保存的小时历史数据。 

另外，该命令平时为主动上报，上报时

间为每个整点上报一次该小时的统计

数据，同时也可以响应上位机的采集命

令 2061。 

监测参数小时数

据记录 

2062  通知命令 用于上位机通知现场机已经收到监测

参数小时数据 

开关机数据 

上传现场机开关

机时间 

 2081 上传命令 用于现场机自动上报开关机时间。 

预留数据命令    预留命令范围 2082-2099。 

控制命令 

校零校满 3011  请求命令 用于上位机对现场机的一次仪表进行

远程校准。 



 

命令名称 

命令编号 

命令类型 描述 上位向

现场 

现场向

上位 

即时采样 3012  请求命令 用于上位机远程通知现场连续仪器立

即取样分析。 

启动清洗 3013  请求命令 对监控仪器进行设备清洗。 

对比采样 3014  请求命令 用于上位机远程通知现场连续监控仪

器进行比对采样。 

启动超标留样 3015  请求命令 当污染物的浓度超过规定的限值后，控

制采样器进行留样。 

停止超标留样 3016  请求命令 停止采样器进行超标留样。 

触发采样 3017  请求命令 当流量出现异常增量时，触发现场监测

仪器进行采样。 

校正时间 3018  请求命令 用于上位机通过数采仪对现场监测仪

器的时间校正。 

设置设备采样时

间周期 

3019  请求命令 用于上位机远程设置现场监控仪器、仪

表的取样分析时间周期。 

提取设备采样时

间周期 

3020  请求命令 用于上位机远程提取现场监测仪器、仪

表的取样分析时间周期。 

提取设备出样时

间 

3021  请求命令 用于上位机远程提取现场监测仪器、仪

表的污染物采样出数时间。 

提取现场端参数 3022  请求命令 用于上位机提取现场端参数。 

上传现场端参数  3022 上传命令

（现场端参

数变化时传

送） 

现场端有参数变化时触发参数上传。 

提取日志 3023  请求命令 用于上位机提取数采仪系统日志，连续

监测仪器的日志，门禁系统的日志。 

上传日志  3023 上传命令

（有日志产

生时主动传

送） 

有日志产生时则上传。 

提取连续监测仪

器状态 

3024  请求命令 用于上位机提取连续监测仪器的运行

状态。 

上传连续监测仪

器状态 

 3024 上传命令

（连续监测

仪器状态有

变化时上

传） 

上报连续监测仪器当前的状态。 

预留控制命令    预留命令范围 3025-3099。 

交互命令 

请求应答  9011  用于现场机回应上位机的请求。例如是

否执行请求 

操作执行结果  9012  用于现场机回应上位机的请求的执行

结果 

通知应答 9013 9013  用于回应通知命令 

数据应答 9014 9014  用于数据应答命令 

预留交互命令    预留命令范围 9015-9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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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6.3 超时重发机制 

C6.3.1 请求回应的超时 

一个请求命令发出后在规定的时间内未收到回应，认为超时； 

超时后重发，重发规定次数后仍未收到回应认为通讯不可用，通讯结束； 

超时时间根据具体的通讯方式和任务性质可自定义； 

超时重发次数根据具体的通讯方式和任务性质可自定义。 

C6.3.2 执行超时 

请求方在收到请求回应（或一个分包）后规定时间内未收到返回数据或命令执行结果，认为

超时，命令执行失败，结束。 

缺省超时定义表（可扩充） 

通讯类型 缺省超时定义（秒） 重发次数 

GPRS 10 3 

CDMA 10 3 

ADSL 5 3 

WCDMA 10 3 

TD-SCDMA 10 3 

CDMA2000 10 3 

PLC 10 3 

TD-LTE 10 3 

FDD-LTE 10 3 

WIMAX 10 3 

 

C.7 请求返回表（可扩充） 

编号 描述 

1 准备执行请求 

2 请求被拒绝 

3 密码错误 

4  MN 错误 

5  ST 错误 

6  Flag 错误 

7  开始时间大于结束时间 

8  QN 错误 

9  CN 不存在或者被设备不予处理 

10  CRC 校验错误 

100  未知错误 

 

 

C.8 执行结果定义表（可扩充） 

编号 描述 

1 执行成功 

2 执行失败，但不知道原因 

3 找到的数据错误 

4 与智能设备通讯超时 

5 系统繁忙不能执行 

6 系统故障 

7 没有数据 

 

 

 

 



 

C.9 数据标记定义表（可扩充） 

标识符 描述 

N 监测仪器工作正常 

F 监测仪器停运 

M 监测仪器处于维护期间产生的数据 

A 报警类型数据 

S 手工输入的设定值，非连续监测仪器测试数据 

D 监测仪器故障 

C 监测仪器处于校准状态 

T 监测仪器与数据采集仪通讯异常 

 

C.10 通讯过程示例 

C.10.1 初始化超时时间和重发次数 

类别 项目 示例/说明 

使用命令 

上位机 设置现场

机超时时

间和重发

次数 

##0107QN=20101110010101001;ST=40;CN=100

0;PW=123456;MN=010000A8900016F000169D

C0;Flag=5;CP=&&OverTime=5;ReCount=3&&6

840<CR><LF> 

现场机 请求应答 ##0094ST=91;CN=9011;PW=123456;MN=01000

0A8900016F000169DC0;Flag=0;CP=&&QN=20

101110010101001;QnRtn=1&&8581<CR><LF> 

现场机 返回操作

执行结果 

##0088ST=91;CN=9012;PW=123456;MN=01000

0A8900016F000169DC0;CP=&&QN=201011100

10101001;ExeRtn=1&&9C01<CR><LF> 

使用字段 QN 请求编号 

QnRtn 请求返回结果 

Overtime 超时时间 

ReCount 重发次数 

ExeRtn 请求执行结果 

执行过程 上位机发送设置现场机超时时间和重发次数命令后等待现场机应答，上

位机收到应答后通过判断应答代码中 QnRtn 值决定是否等待执行结果，

现场机执行设置时钟请求，返回执行结束命令，请求执行完毕。 

 

C.10.2 提取现场机系统时间 

类别 项目 示例/说明 

使用命令 

上位机 提取现场

机时间 

##0087QN=20101110010101001;ST=40;CN=101

1;PW=123456;MN=010000A8900016F000169D

C0;Flag=5;CP=&&&&D641<CR><LF> 

现场机 请求应答 ##0094ST=91;CN=9011;PW=123456;MN=01000

0A8900016F000169DC0;Flag=0;CP=&&QN=20

101110010101001;QnRtn=1&&8581<CR><LF> 

现场机 上传现场

机时间 

##0105ST=40;CN=1011;PW=123456;MN=01000

0A8900016F000169DC0;CP=&&QN=201011100

10101001;SystemTime=20101110010101&&0000 

现场机 返回操作

执行结果 

##0088ST=91;CN=9012;PW=123456;MN=01000

0A8900016F000169DC0;CP=&&QN=201011100

10101001;ExeRtn=1&&9C01<CR><LF> 

使用字段 QN 请求编号 

QnRtn 请求返回结果 

SystemTime 现场机上传的系统时间 

ExeRtn 请求执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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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项目 示例/说明 

执行过程 上位机发送提取现场机时间命令后等待现场机应答，收到应答后通过判

断应答代码中 QnRtn 值决定是否等待接收现场机时间，现场机执行请

求，返回执行结束命令，请求执行完毕。 

 

 

C.10.3 设置现场机系统时间 

类别 项目 示例/说明 

使用命令 

上位机 提取现场

机时间 

##0112QN=20101110010101001;ST=40;CN=101

2;PW=123456;MN=010000A8900016F000169D

C0;Flag=5;CP=&&SystemTime=2010111001010

1&&EB01<CR><LF> 

现场机 请求应答 ##0094ST=91;CN=9011;PW=123456;MN=01000

0A8900016F000169DC0;Flag=4;CP=&&QN=20

101110010101001;QnRtn=1&&B541<CR><LF> 

现场机 返回操作

执行结果 

##0088ST=91;CN=9012;PW=123456;MN=01000

0A8900016F000169DC0;CP=&&QN=201011100

10101001;ExeRtn=1&&9C01<CR><LF> 

使用字段 QN 请求编号 

QnRtn 请求返回结果 

SystemTime 上位机要设置的系统时间 

ExeRtn 请求执行结果 

执行过程 上位机发送设置现场机时间命令后等待现场机应答，上位机收到应答后

通过判断应答代码中 QnRtn 值决定是否等待执行结果，现场机执行设置

时间请求，返回执行结束命令，请求执行完毕。 

 

 

C.10. 4 提取实时采样数据上报间隔 

类别 项目 示例/说明 

使用命令 

上位机 提取实时

采样数据

上报间隔 

##0087QN=20101110010101001;ST=40;CN=106

1;PW=123456;MN=010000A8900016F000169D

C0;Flag=5;CP=&&&&DC41<CR><LF> 

现场机 请求应答 ##0094ST=91;CN=9011;PW=123456;MN=01000

0A8900016F000169DC0;Flag=4;CP=&&QN=20

101110010101001;QnRtn=1&&B541<CR><LF> 

现场机 上传实时

采样数据

上报间隔 

##0094ST=40;CN=1061;PW=123456;MN=01000

0A8900016F000169DC0;CP=&&QN=201011100

10101001;RtdInterval=30&&9241 

现场机 返回操作

执行结果 

##0088ST=91;CN=9012;PW=123456;MN=01000

0A8900016F000169DC0;CP=&&QN=201011100

10101001;ExeRtn=1&&9C01<CR><LF> 

使用字段 QN 请求编号 

QnRtn 请求返回结果 

RtdInterval 分钟数据上报间隔 

ExeRtn 请求执行结果 

执行过程 上位机发送提取实时采样数据上报间隔命令后等待现场机应答，收到应

答后通过判断应答代码决定是否接实时采样数据上报间隔，现场机执行

请求，返回执行结束命令，请求执行完毕。 

 

 

 



 

C.10. 5 设置实时采样数据上报间隔 

类别 项目 示例/说明 

使用命令 

上位机 设置实时

采样数据

上报间隔 

##0101QN=20101110010101001;ST=40;CN=106

2;PW=123456;MN=010000A8900016F000169D

C0;Flag=5;CP=&&RtdInterval=30&&F6C1<CR>

<LF> 

现场机 请求应答 ##0094ST=91;CN=9011;PW=123456;MN=01000

0A8900016F000169DC0;Flag=4;CP=&&QN=20

101110010101001;QnRtn=1&&B541<CR><LF> 

现场机 返回操作

执行结果 

##0088ST=91;CN=9012;PW=123456;MN=01000

0A8900016F000169DC0;CP=&&QN=201011100

10101001;ExeRtn=1&&9C01<CR><LF> 

使用字段 QN 请求编号 

QnRtn 请求返回结果 

RtdInterval 分钟数据上报间隔 

ExeRtn 请求执行结果 

执行过程 上位机发送设置实时采样数据上报间隔命令后等待现场机应答，收到应

答后通过判断应答代码决定是否等待执行结果，现场机执行设置请求，

返回执行结束命令，请求执行完毕。 

 

C.10. 6 提取分钟数据上报间隔 

类别 项目 示例/说明 

使用命令 

上位机 提取分钟

数据上报

间隔 

##0087QN=20101110010101001;ST=40;CN=106

3;PW=123456;MN=010000A8900016F000169D

C0;Flag=5;CP=&&&&D581<CR><LF> 

现场机 请求应答 ##0094ST=91;CN=9011;PW=123456;MN=01000

0A8900016F000169DC0;Flag=4;CP=&&QN=20

101110010101001;QnRtn=1&&B541<CR><LF> 

现场机 上传分钟

数据上报

间隔 

##0094ST=40;CN=1063;PW=123456;MN=01000

0A8900016F000169DC0;CP=&&QN=201011100

10101001;MinInterval=10&&3C00<CR><LF> 

现场机 返回操作

执行结果 

##0088ST=91;CN=9012;PW=123456;MN=01000

0A8900016F000169DC0;CP=&&QN=201011100

10101001;ExeRtn=1&&9C01<CR><LF> 

使用字段 QN 请求编号 

QnRtn 请求返回结果 

MinInterval 分钟数据上报间隔 

ExeRtn 请求执行结果 

执行过程 上位机发送提取分钟数据上报间隔命令后等待现场机应答，收到应答后

通过判断应答代码决定是否接实时采样数据上报间隔，现场机执行请求，

返回执行结束命令，请求执行完毕。 

 

C.10. 7 设置分钟数据上报间隔 

类别 项目 示例/说明 

使用命令 

上位机 设置分钟

数据上报

间隔 

##0101QN=20101110010101001;ST=40;CN=106

4;PW=123456;MN=010000A8900016F000169D

C0;Flag=5;CP=&&MinInterval=10&&A441<CR

><LF> 

现场机 请求应答 ##0094ST=91;CN=9011;PW=123456;MN=01000

0A8900016F000169DC0;Flag=4;CP=&&QN=20

101110010101001;QnRtn=1&&B541<CR><L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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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项目 示例/说明 

现场机 返回操作

执行结果 

##0088ST=91;CN=9012;PW=123456;MN=01000

0A8900016F000169DC0;CP=&&QN=201011100

10101001;ExeRtn=1&&9C01<CR><LF> 

使用字段 QN 请求编号 

QnRtn 请求返回结果 

MinInterval 分钟数据上报间隔 

ExeRtn 请求执行结果 

执行过程 上位机发送设置分钟数据上报间隔命令后等待现场机应答，收到应答后

通过判断应答代码决定是否等待执行结果，现场机执行设置请求，返回

执行结束命令，请求执行完毕。 

 

C.10.8 设置现场机访问密码 

类别 项目 示例/说明 

使用命令 

上位机 设置现场

机访问密

码 

##0096QN=20101110010101001;ST=40;CN=107

2;PW=123456;MN=010000A8900016F000169D

C0;Flag=5;CP=&&PW=654321&&B401<CR><L

F> 

现场机 请求应答 ##0094ST=91;CN=9011;PW=123456;MN=01000

0A8900016F000169DC0;Flag=4;CP=&&QN=20

101110010101001;QnRtn=1&&B541<CR><LF> 

现场机 返回操作

执行结果 

##0088ST=91;CN=9012;PW=123456;MN=01000

0A8900016F000169DC0;CP=&&QN=201011100

10101001;ExeRtn=1&&9C01<CR><LF> 

使用字段 QN 请求编号 

QnRtn 请求返回结果 

PW 上位机要设置的现场机访问密码 

ExeRtn 请求执行结果 

执行过程 上位机发送设置现场机访问密码命令后等待现场机应答，上位机收到应

答后通过判断应答代码中 QnRtn 值决定是否等待执行结果，现场机执行

设置时钟请求，返回执行结束命令，请求执行完毕。命令执行正确后，

以后将使用新的密码进行通讯，否则仍使用原来的密码。 

 

C.10.9 定时上传 

使用命令 项目 示例/说明 

2011-实时数

据 

现场机 每分钟定

时上传实

时数据 

##0198ST=40;CN=2011;PW=123456;MN=01000

0A8900016F000169DC0;CP=&&DataTime=2010

1110010101001;v00001-Rtd=1.1,v00001-Flag=N;

v00001-SampleTime=20101110010100900,v0000

2-Rtd=2.2,v00002-Flag=N,v00002-EFlag=A01;…

&&24C0<CR><LF> 

使用字段 QN 停止察看实时数据中的QN等于取污染物实时数

据中的QN 

xxxxxx-Rtd 污染物 xxxxxx 的实时采样数据 

xxxxxx-Flag 污染物 xxxxxx 的数据标记(可以没有此项，根

据实际情况确定) 

xxxxxx-EFlag 污染物 xxxxxx 连续监测仪器的附件设备标准，

标志所表示的意义，设备自定义。 

SampleTime 污染物采样时间(可以没有此项，根据实际情况

确定) 

DataTime 数据时间，精确到秒 



 

使用命令 项目 示例/说明 

QnRtn 请求执行结果 

执行过程说

明 

设备上电后，现场机每分钟定时上传 DataTime 对应时间点的采样数据（上

传时间间隔 1 分钟）。 

2051-分钟数

据 

现场机 十分钟定

时上传 

##0282ST=40;CN=2051;PW=123456;MN=01000

0A8900016F000169DC0;CP=&&DataTime=2010

1110111000;v00001-Cou=10.5,v00001-Min=16.4,

v00001-Avg=17.5,v00001-Max=20.1,v00001-Flag

=N;v00002-Min=7.1,v00002-Avg=7.5,v00002-Ma

x=7.8,v00002-Flag=N;v00003-Min=40.1,v00003-

Avg=40.1,v00003-Max=40.1,v00003-Flag=N;&&

0B40<CR><LF> 

使用字段 QN 请求编号 

DataTime 数据时间，时间精确到分钟，且以分钟为单位；

20101110090000 表示上报分钟时间段 2010 年

11 月 10 日 9 点到 2010 年 11 月 10 日 9 点 10 分

之间的历史数据。 

xxxxxx –Cou 总量累积，需要累加和计算，污染因子不再计算

排放量。 

xxxxxx –Min 污染物 xxxxxx 本小时内的最小值。 

xxxxxx—Avg 污染物 xxxxxx 本小时内的平均值。 

xxxxxx—Max 污染物 xxxxxx 本小时内的最大值。 

xxxxxx--Flag 污染物 xxxxxx 本小时内的数据状态 

执行过程说

明 

现场机每小时 0 分，10 分，20 分，30 分，40 分，50 分定时上传 DataTime

之后十分钟的均值数据。 

2061-小时数

据 

现场机 每小时定

时上传 

##0282ST=40;CN=2061;PW=123456;MN=01000

0A8900016F000169DC0;CP=&&DataTime=2010

1110110000;v00001-Cou=10.5,v00001-Min=16.4,

v00001-Avg=17.5,v00001-Max=20.1,v00001-Flag

=N;v00002-Min=7.1,v00002-Avg=7.5,v00002-Ma

x=7.8,v00002-Flag=N;v00003-Min=40.1,v00003-

Avg=40.1,v00003-Max=40.1,v00003-Flag=N;&&

0B40<CR><LF> 

使用字段 QN 请求编号 

DataTime 数据时间，时间精确到小时，且以整小时为单位；

20101110090000 表示上报分钟时间段 2010 年

11 月 10 日 9 点到 2010 年 11 月 10 日 10 点之间

的历史数据。 

xxxxxx –Cou 总量累积，需要累加和计算，污染因子不再计算

排放量。 

xxxxxx –Min 污染物 xxxxxx 本小时内的最小值。 

xxxxxx—Avg 污染物 xxxxxx 本小时内的平均值。 

xxxxxx—Max 污染物 xxxxxx 本小时内的最大值。 

xxxxxx--Flag 污染物 xxxxxx 本小时内的数据状态 

执行过程说

明 

现场机每小时整点定时上传DataTime之后1小时的均值数据。 

注:对于小时数据，以小时时间段的开始时间为上报的DataTime的时间，

例如20101110110000，上报的小时数据为2011年11月10日11时整至2011

年11月10日12时整时间段的数据。 

2041-日数据 现场机 每天定时

上传 

##0282ST=40;CN=2041;PW=123456;MN=01000

0A8900016F000169DC0;CP=&&DataTime=2010

1110000000;v00001-Cou=10.5,v00001-Min=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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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命令 项目 示例/说明 

v00001-Avg=17.5,v00001-Max=20.1,v00001-Flag

=N;v00002-Min=7.1,v00002-Avg=7.5,v00002-Ma

x=7.8,v00002-Flag=N;v00003-Min=40.1,v00003-

Avg=40.1,v00003-Max=40.1,v00003-Flag=N;&&

0F00<CR><LF> 

执行过程说

明 

设备上电后，现场机每天 23：59：59定时上传 DataTime 当天的日数据。 

 

C.10.10 应答模式下上传实时数据（2011 命令） 

类别 项目 示例/说明 

使用命令 

上位机 开始察看

染物实时 

数据 

##0087QN=20101110010101001;ST=40;CN=201

1;PW=123456;MN=010000A8900016F000169D

C0;Flag=5;CP=&&&&D701<CR><LF> 

现场机 请求应答 ##0094ST=91;CN=9011;PW=123456;MN=01000

0A8900016F000169DC0;Flag=4;CP=&&QN=20

101110010101001;QnRtn=1&&B541<CR><LF> 

现场机 上传污染

物实时数

据 

##0219QN=20101110010101001;ST=40;CN=201

1;PW=123456;MN=010000A8900016F000169D

C0;CP=&&DataTime=20101110010101001;v000

01-Rtd=1.1,v00001-Flag=N;v00001-SampleTime

=20101110010100900,v00002-Rtd=2.2,v00002-Fl

ag=N,v00002-EFlag=A01;…&&BB01 

上位机 停止察看

实时数据 

##0088QN=20101110010101001;ST=40;CN=201

2;PW=123456;MN=010000A8900016F000169D

C0; Flag=5;CP=&&&&81C1<CR><LF> 

现场机 通知应答 ##0079ST=91;CN=9013;PW=123456;MN=01000

0A8900016F000169DC0;CP=&&QN=201011100

10101001&&21C0<CR><LF> 

使用字段 QN 停止察看实时数据中的QN等于取污染物实时

数据中的QN 

xxxxxx-Rtd 污染物xxxxxx的实时采样数据 

xxxxxx-Flag 污染物xxxxxx的数据标记(可以没有此项，根据

实际情况确定) 

xxxxxx-EFlag 污染物xxxxxx连续监测仪器的附件设备标准，

标志所表示的意义，设备自定义。 

SampleTime 污染物采样时间(可以没有此项，根据实际情况

确定) 

DataTime 数据时间，精确到秒 

QnRtn 请求执行结果 

执行过程 上位机发送开始察看污染物实时数据命令后等待现场机应答，收到应答

后通过判断应答代码决定是否接收实时数据，接收需要的实时数据后发

送停止察看实时数据通知命令，收到现场机的应答后，结束实时数据采

集。 

 

C.10.11 应答模式下上传分钟数据（2051 命令-无应答、无拆分包） 

类别 项目 示例/说明 

使用命令 

 

上位机 

取分钟数

据 

##0134QN=20101110010101001;ST=40;CN=205

1;PW=123456;MN=010000A8900016F000169DC

0;Flag=5;CP=&&BeginTime=20101110111000,En

dTime=20101110151000&&C301<CR><LF> 



 

类别 项目 示例/说明 

现场机 请求应答 ##0094ST=91,CN=9011;PW=123456;MN=01000

0A8900016F000169DC0;Flag=4;CP=&&QN=201

01110010101001;QnRtn=1&&BB01<CR><LF> 

现场机 上传分钟

数据 

##0311QN=20101110010101001;ST=40;CN=205

1;PW=123456;MN=010000A8900016F000169DC

0;Flag=4;CP=&&DataTime=20101110111000;v00

001-Cou=10.5,v00001-Min=16.4,v00001-Avg=17.

5,v00001-Max=20.1,v00001-Flag=N;v00002-Min

=7.1,v00002-Avg=7.5,v00002-Max=7.8,v00002-Fl

ag=N;v00003-Min=40.1,v00003-Avg=40.1,v0000

3-Max=40.1,v00003-Flag=N;…&&90C1<CR><L

F> 

现场机 返回操作

执行结果 

##0088ST=91;CN=9012;PW=123456;MN=01000

0A8900016F000169DC0;CP=&&QN=201011100

10101001;ExeRtn=1&&9C01<CR><LF> 

使用字段 QN 请求编号 

QnRtn 请求返回结果 

BeginTime 采集数据的起始时间，精确到分钟信息 

EndTime 采集数据的结束时间，精确到分钟信息 

ExeRtn 请求执行结果 

执行过程说

明 

上位机发送取污染物分钟数据命令后等待现场机应答，收到应答后通过

判断应答代码决定是否接收污染物分钟数据，现场机把所有污染物每间

隔分钟数据作为一个数据包，直至发送完符合时间段内的所有包，发送

完指定的数据后，现场机返回执行结束命令，此时此次请求执行完毕。 

注1:对于分钟数据，以分钟时间段的开始时间作为上报的DataTime的时间，例如

20101110111000，上报的小时数据为2011年11月10日11时10分整至2011年11月10日11时

20分整时间段的数据． 

注2:字段解释与“上传污染物分钟数据”相同，相同指令的字段以下举例不再介绍 

 

C.10.12 应答模式下上传分钟数据（2051 命令-有应答、无拆分包） 

类别 项目 示例/说明 

使用命令 

 

上位机 

取分钟数

据 

##0134QN=20101110010101001;ST=40;CN=205

1;PW=123456;MN=010000A8900016F000169DC

0;Flag=5;CP=&&BeginTime=20101110111000,En

dTime=20101110151000&&C301<CR><LF> 

现场机 请求应答 ##0094ST=91;CN=9011;PW=123456;MN=01000

0A8900016F000169DC0;Flag=5;CP=&&QN=201

01110010101001;QnRtn=1&&B981<CR><LF> 

现场机 上传分钟

数据 

##0311QN=20101110010101001;ST=40;CN=205

1;PW=123456;MN=010000A8900016F000169DC

0;Flag=4;CP=&&DataTime=20101110111000;v00

001-Cou=10.5,v00001-Min=16.4,v00001-Avg=17.

5,v00001-Max=20.1,v00001-Flag=N;v00002-Min

=7.1,v00002-Avg=7.5,v00002-Max=7.8,v00002-Fl

ag=N;v00003-Min=40.1,v00003-Avg=40.1,v0000

3-Max=40.1,v00003-Flag=N;…&&90C1<CR><L

F> 

上位机 数据应答 ##0049ST=91;CN=9014;CP=&&QN=2010111001

0101001;CN=2051&&E041<CR><LF> 

现场机 返回操作

执行结果 

##0088ST=91;CN=9012;PW=123456;MN=01000

0A8900016F000169DC0;CP=&&QN=201011100

10101001;ExeRtn=1&&9C01<CR><L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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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项目 示例/说明 

使用字段 QN 请求编号 

QnRtn 请求返回结果 

BeginTime 采集数据的起始时间，精确到分钟信息 

EndTime 采集数据的结束时间，精确到分钟信息 

ExeRtn 请求执行结果 

执行过程说

明 

上位机发送取污染物分钟数据命令后等待现场机应答，收到应答后通过

判断应答代码决定是否接收污染物分钟数据，现场机把所有污染物每分

钟间隔数据作为一个数据包，直至发送完符合时间段内的所有包，发送

完指定的数据后，现场机返回执行结束命令，此时此次请求执行完毕。 

注 1：取污染物分钟数据中 QN 值由上位机生成，取污染物分钟数据中 QN 值与请求应

答及返回操作执行结果应答中的 QN 值保持一致。 

注 2：上传污染物分钟数据 QN 值由现场机生成，上传污染物分钟数据 QN 值与数据应

答中的 QN 值保持一致。 

 

C.10.13 应答模式下上传分钟数据（2051 命令-带数据应答的拆分包） 

类别 项目 示例/说明 

使用命令 

 

上位机 

取分钟数

据 

##0134QN=20101110010101001;ST=40;CN=205

1;PW=123456;MN=010000A8900016F000169DC

0;Flag=7;CP=&&BeginTime=20101110111000,En

dTime=20101110151000&&C181<CR><LF> 

现场机 请求应答 ##0098ST=91;CN=9011;PW=123456;MN=01000

0A8900016F000169DC0;Flag=4;CP=&&QN=201

01110010101001;QnRtn=1&&B3816FC0<CR><L

F> 

现场机 上传分钟

数据 

##0204QN=20101110010101001;ST=40;CN=205

1;PW=123456;MN=010000A8900016F000169DC

0;Flag=4;CP=&&DataTime=20101110111000;v00

001-Cou=10.5,v00001-Min=16.4,v00001-Avg=17.

5,v00001-Max=20.1,v00001-Flag=N;v00002-Min

=7.1,&&8341<CR><LF> 

 

##0195QN=20101110010101001;ST=40;CN=205

1;PW=123456;MN=010000A8900016F000169DC

0;Flag=4;CP=&&,v00002-Avg=7.5,v00002-Max=

7.8,v00002-Flag=N;v00003-Min=40.1,v00003-Av

g=40.1,v00003-Max=40.1,v00003-Flag=N;…&&

EDC1<CR><LF> 

上位机 数据应答 ##0049ST=91;CN=9014;CP=&&QN=2010111001

0101001;CN=2051&&E041<CR><LF> 

现场机 返回操作

执行结果 

##0088ST=91;CN=9012;PW=123456;MN=01000

0A8900016F000169DC0;CP=&&QN=201011100

10101001;ExeRtn=1&&9C01<CR><LF> 

使用字段 QN 请求编号 

QnRtn 请求返回结果 

BeginTime 采集数据的起始时间，精确到分钟信息 

EndTime 采集数据的结束时间，精确到分钟信息 

ExeRtn 请求执行结果 

执行过程说

明 

上位机发送取污染物分钟数据命令后等待现场机应答，收到应答后通过

判断应答代码决定是否接收污染物分钟数据，现场机把所有污染物每分

钟间隔数据作为一个数据包，直至发送完符合时间段内的所有包，发送

完指定的数据后，现场机返回执行结束命令，此时此次请求执行完毕。 



 

类别 项目 示例/说明 

注:拆分包时应注意同一组污染物数据应组相同的数据包,所有拆分包上报完后，上位机对

现场机进行数据应答 

 

C.10.14 应答模式下上传分钟数据（2051 命令-不带数据应答的拆分包） 

类别 项目 示例/说明 

使用命令 

 

上位机 

取分钟数

据 

##0134QN=20101110010101001;ST=40;CN=205

1;PW=123456;MN=010000A8900016F000169DC

0;Flag=6;CP=&&BeginTime=20101110111000,En

dTime=20101110151000&&C0C1<CR><LF> 

现场机 请求应答 ##0094ST=91;CN=9011;PW=123456;MN=01000

0A8900016F000169DC0;Flag=6;CP=&&QN=201

01110010101001;QnRtn=1&&A881<CR><LF> 

现场机 上传分钟

数据 

##0204QN=20101110010101001;ST=40;CN=205

1;PW=123456;MN=010000A8900016F000169DC

0;Flag=4;CP=&&DataTime=20101110111000;v00

001-Cou=10.5,v00001-Min=16.4,v00001-Avg=17.

5,v00001-Max=20.1,v00001-Flag=N;v00002-Min

=7.1,&&8341<CR><LF> 

 

##0195QN=20101110010101001;ST=40;CN=205

1;PW=123456;MN=010000A8900016F000169DC

0;Flag=4;CP=&&,v00002-Avg=7.5,v00002-Max=

7.8,v00002-Flag=N;v00003-Min=40.1,v00003-Av

g=40.1,v00003-Max=40.1,v00003-Flag=N;…&&

EDC1<CR><LF> 

现场机 返回操作

执行结果 

##0088ST=91;CN=9012;PW=123456;MN=01000

0A8900016F000169DC0;CP=&&QN=201011100

10101001;ExeRtn=1&&9C01<CR><LF> 

使用字段 QN 请求编号 

QnRtn 请求返回结果 

BeginTime 采集数据的起始时间，精确到分钟信息 

EndTime 采集数据的结束时间，精确到分钟信息 

ExeRtn 请求执行结果 

执行过程说

明 

上位机发送取污染物分钟数据命令后等待现场机应答，收到应答后通过

判断应答代码决定是否接收污染物分钟数据，现场机把所有污染物每分

钟间隔数据作为一个数据包，直至发送完符合时间段内的所有包，发送

完指定的数据后，现场机返回执行结束命令，此时此次请求执行完毕。 

 

C.10.15 应答模式下上传小时数据（2061 命令-无应答、无拆分包） 

类别 项目 示例/说明 

使用命令 

上位机 取小时数

据 

##0134QN=20101110150001001;ST=40;CN=206

1;PW=123456;MN=010000A8900016F000169DC

0;Flag=4;CP=&&BeginTime=20101110110000,En

dTime=20101110120000&&A141<CR><LF> 

现场机 请求应答 ##0094ST=91;CN=9011;PW=123456;MN=01000

0A8900016F000169DC0;Flag=4;CP=&&QN=201

01110150001001;QnRtn=1&&D941<CR><LF> 

现场机 上传分钟

数据 

##0311QN=20101110150001001;ST=40;CN=206

1;PW=123456;MN=010000A8900016F000169DC

0;Flag=4;CP=&&DataTime=20101110110000;v00

001-Cou=10.5,v00001-Min=16.4,v00001-Avg=17.

5,v00001-Max=20.1,v00001-Flag=N;v00002-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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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项目 示例/说明 

=7.1,v00002-Avg=7.5,v00002-Max=7.8,v00002-Fl

ag=N;v00003-Min=40.1,v00003-Avg=40.1,v0000

3-Max=40.1,v00003-Flag=N;…&&BB01<CR><L

F> 

现场机 返回操作

执行结果 

##0088ST=91;CN=9012;PW=123456;MN=01000

0A8900016F000169DC0;CP=&&QN=201011101

50001001;ExeRtn=1&&B101<CR><LF> 

使用字段 QN 请求编号 

QnRtn 请求返回结果 

BeginTime 采集数据的起始时间，精确到分钟信息 

EndTime 采集数据的结束时间，精确到分钟信息 

ExeRtn 请求执行结果 

执行过程说

明 

上位机发送取污染物分钟数据命令后等待现场机应答，收到应答后通过

判断应答代码决定是否接收污染物分钟数据，现场机把所有污染物每间

隔分钟数据作为一个数据包，直至发送完符合时间段内的所有包，发送

完指定的数据后，现场机返回执行结束命令，此时此次请求执行完毕。 

注1:对于小时数据，以小时时间段的开始时间作为上报的DataTime的时间，例如

20101110100000，上报的小时数据为2011年11月10日11时0分整至2011年11月10日12时0

分整时间段的数据． 

注2:字段解释与“上传分钟数据”相同，相同指令的字段以下举例不再介绍 

注3:上传小时数据处理方式同分钟数据处理相同，即是否带应答及拆分包多种形式与分

钟数据处理相同。 

 

C.10.16 应答模式下上传日数据（2041） 

类别 项目 示例/说明 

使用命令 

 

上位机 

取日数据 ##0134QN=20101110010101001;ST=40;CN=204

1;PW=123456;MN=010000A8900016F000169DC

0;Flag=5;CP=&&BeginTime=20101110000000,En

dTime=20101115000000&&C741<CR><LF> 

现场机 请求应答 ##0094ST=91;CN=9011;PW=123456;MN=01000

0A8900016F000169DC0;Flag=4;CP=&&QN=201

01110010101001;QnRtn=1&&B541<CR><LF> 

 

现场机 

 

上传日数

据 

##0169QN=20101110010101001;ST=40;CN=204

1;PW=123456;MN=010000A8900016F000169DC

0;CP=&&DataTime=20101110000000;SB1-RT=1.

1;SB2-RT=2.1;SB3-RT=1.1;SB4-RT=1.1;SB5-RT

=1.2;SB6-RT=2.1&&EE01<CR><LF> 

现场机 返回操作

执行结果 

##0088ST=91;CN=9012;PW=123456;MN=01000

0A8900016F000169DC0;CP=&&QN=201011100

10101001;ExeRtn=1&&9C01<CR><LF> 

使用字段 QN 请求编号 

QnRtn 请求返回结果 

BeginTime 采集数据的起始时间，精确到日信息 

EndTime 采集数据的结束时间，精确到日信息 

DataTime 数据时间，时间精确到日，且以整日为单位 

SB1-RT DataTime对应当天一日内运行时间的累计值 

SB2-RT DataTime对应第二天一日内运行时间的累计值 

ExeRtn 请求执行结果 

执行过程说

明 

上位机发送取污染治理设施运行时间日数据命令后等待现场机应答，收

到应答后通过判断应答代码决定是否接收污染治理设施运行时间日数



 

类别 项目 示例/说明 

据，现场机把所有污染治理设施每日运行时间数据作为一个数据包，直

至发送完符合时间段内的所有包，发送完指定的数据后，现场机返回执

行结束命令，此时此次请求执行完毕。 

注:污染治理设施运行时间日数据处理方式同污染物分钟数据处理，即是否带应答及拆分

包多种形式与分钟数据处理相同。 

 

C.10.17 校正设备运行时间 

类别 项目 示例/说明 

使用命令 

上位机 校正设备

运行时间 

##0112QN=20101110010101001;ST=40;CN=301

8;PW=123456;MN=010000A8900016F000169D

C0;Flag=5;CP=&&SystemTime=2010111001010

1&&6300<CR><LF> 

现场机 请求应答 ##0094ST=91;CN=9011;PW=123456;MN=01000

0A8900016F000169DC0;Flag=4;CP=&&QN=20

101110010101001;QnRtn=1&&B541<CR><LF> 

现场机 返回操作

执行结果 

##0088ST=91;CN=9012;PW=123456;MN=01000

0A8900016F000169DC0;CP=&&QN=201011100

10101001;ExeRtn=1&&9C01<CR><LF> 

使用字段 QN 请求编号 

QnRtn 请求返回结果 

SystemTime 上位机要设置的系统时间 

ExeRtn 请求执行结果 

执行过程 上位机发送校正时间命令后，现场机反控下端监测设备校正时间，然后

上位机等待现场机接收到应答，收到应答后通过判断应答代码决定是否

等待现场机的执行结果，现场机执行请求的动作，返回执行结束命令，

此次请求执行完毕。 

 

C.10.18 数采仪开机时间上报 

类别 项目 示例/说明 

使用命令 

现场机 上传数采

仪开机时

间 

##0115ST=40;CN=2081;PW=123456;MN=01000

0A8900016F000169DC0;CP=&&DataTime=2010

1110010101001;RestartTime=2010111001010100

1&&06C0<CR><LF> 

使用字段 RestartTime 数采仪开机或重启时间 

DataTime 数据时间，精确到秒 

执行过程 数采仪重新启动或者开关机后主动向上位机上报一条数采仪开关机时

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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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D        

循环冗余校验（CRC）算法 
 

CRC 校验（Cyclic Redundancy Check）是一种数据传输错误检查算法， CRC 码两个字

节，包含一 16 位的二进制值。它由传输设备计算后加入到数据包中。接收设备重新计算接

收到消息的 CRC，并与接收到的 CRC 域中的值比较，如果两值不同，则有误。 

具体算法如下： 

CRC 是先调入一值全‘1’的 16 位寄存器，然后调用一过程将消息中连续的 8 位字节各当

前寄存器中的值进行处理。仅每个字符中的 8Bit 数据对 CRC 有效，起始位和停止位以及奇

偶校验位均无效。 

 CRC 校验字节生成步骤如下： 

1） 装入一个 16 位寄存器，所有数位均为 1。 

2） 取被校验串的一个字节与 16 位寄存器的高位字节进行“异或”运算。运算结果放入

这个 16 位寄存器。 

3） 把这个 16 位寄存器向右移一位。 

4） 若向右（标记位）移出的数位是 1，则生成多项式 1010 0000 0000 0001 和这个寄

存器进行“异或”运算；若向右移出的数位是 0， 则返回 3）。 

5）重复 3）和 4），直至移出 8 位。 

6）取被校验串的下一个字节 

7）重复 3）-6），直至被校验串的所有字节均与 16 位寄存器进行“异或”运算，并移位 8

次。 

8）这个 16 位寄存器的内容即 2 字节 CRC 错误校验码。 

校验码按照先高字节后低字节的顺序存放。校验码按照先高字节后低字节的顺序存放。 

 

 

 



 

附录 E  

VOCs监测仪器(不带网络功能)和数据采集仪的通讯方式 

 

对于不带网络功能的挥发性有机物监测仪器，推荐采用RS-485 串行通讯标准与符合国

标HJ/T212要求的环保数据采集仪之间实现数据交互。 

E.1 数据采集仪和挥发性有机物监测仪器连接的电气标准 

推荐挥发性有机物连续监测仪器采用RS485 接口（可采用两线制），关于上述接口的电

气标准，参照 RS485 工业总线标准。RS485 接口应标示‘RS485+’，‘RS485-’，以指示

接线方法。 

 

E.2 串行通讯的数据结构 

E.2.1 采用RS485 通信的数据采集系统的结构 

数据采集传输系统为RS485组网形式的主从结构（见图E-1）。 
 

 

 

 

 

 

 

 

图 E-1 RS485 总线系统结构 

 

E.2.2 命令数据传输通讯协议 

本标准规定数据采集传输仪与挥发性有机物连续监控仪器仪表的通讯方式，即推荐采用

Modbus RTU 标准，MODBUS 协议定义了一个与下层通信层无关的简单协议数据单元

（PDU）。串行链路上的Modbus 帧如图E-2所示。 

 

 
 

 

 

 

 

 

图 11 串行链路上的 Modbus 帧 

 

——在Modbus 串行链路上，地址字段只含有从站地址。 

——功能码指示服务器要执行何种操作。功能码的后边是含有请求或响应参数的数据字

段。 

——差错检验字段是根据报文内容执行“冗余校验”计算的结果，采用CRC16 冗余校

验算法，字节高位在前。 

 

E.3 传输内容 

本标准规定数据采集传输仪与挥发性有机物连续监控仪器仪表的数据交互命令,详见表

E-1。 

 

 

 

现场监测仪器（从） 

 

RS485 总线 

--- 

数据采集仪（主） 

现场监测仪器（从） 

Modbus 串 行 链 路

PDU 

Modbus 串行链路 PDU 

ModbusPDU 

地址字段 功能码 数据 CRC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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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E-1 数据交互命令 

序号 命令 说明 

1 实时数据采集 采集现场VOCs连续仪器污染物瞬时数据，为主要传输内容 

2 仪器工作状态采集 采集现场VOCs连续仪器设备工作状态，为主要传输内容 

3 校正时间 对VOCs连续仪器工作时间进行校正，为主要传输内容 

4 设备清洗 对VOCs连续仪器进行设备清洗，根据具体仪器确定是否支持此操作 

5 超标留样 污染物超标，对超标VOCs污染物进行留样保存，根据具体仪器确定是

否支持此操作 

6 校零 对VOCs连续仪器进行校零功能的操作，根据具体仪器确定是否支持此

操作 

7 设置采样时间周期 设置VOCs连续仪器的采样时间周期，根据具体仪器确定是否支持此操

作 

8 提取采样时间周期 提取VOCs连续仪器的采样时间周期，根据具体仪器确定是否支持此操

作 

9 触发采样 VOCs污染物出现瞬时排放异常，根据具体仪器确定是否支持此操作 

10 比对 采用参比（标准）方法，与连续监测法在企业正常生产下实施同步采

样分析操作， 

根据具体仪器确定是否支持此操作 

11 校满 对VOCs连续监控仪器量程液校正，根据具体仪器确定是否支持此操作 

12 即时采样 只针对间隔采样的监测仪表 

13 提取设备出样时间 提取VOCs连续监测仪器污染物数据出样时间，根据具体仪器确定是否

支持此操作 

14 提取仪器参数 提取VOCs连续监测仪器参数 

15 提取仪器日志 提取VOCs连续监测仪器污染物日志，根据具体仪器检测方法和运行情

况记录得日志 

16 提取仪器状态 提取VOCs连续监测仪器状态，根据具体仪器确定是否支持此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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