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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IEC61158:2003《测量和控制数字数据通信 工业控制系统用现场总线》包括了10种现场总线

类型:
———类型1:IEC技术报告;
———类型2:ControlNet和Ethernet/IP;
———类型3:PROFIBUS;
———类型4:P-Net;
———类型5:FFHSE;
———类型6:SwiftNet;
———类型7:WorldFIP;
———类型8:Interbus;
———类型9:FFAL;
———类型10:PROFINET。
本标准化指导性技术文件修改采用IEC61158:2003《测量和控制数字数据通信 工业控制系统用

现场总线 类型2:ControlNet和EtherNet/IP规范 第4部分:网络和传输层》。
由于IEC61158系列标准将10种现场总线技术混合在一起进行编写,不便于国内的工程技术及相

关人员对各种总线技术的阅读和理解,因此全国工业过程测量和控制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在采用国际标

准时,只采用了其中在国内有广泛应用的类型2:ControlNet和EtherNet/IP规范的相关技术内容,并
根据技术开发人员的习惯将其分为10个部分进行编写。在技术内容上与国际标准没有差异,为方便我

国用户使用,在文本结构编排上进行了适当调整,并按GB/T1.1的要求进行编写。
GB/Z26157《测量和控制数字数据通信 工业控制系统用现场总线 类型2:ControlNet和Ether-

Net/IP规范》分为如下10个部分:
GB/Z26157.1 一般描述;
GB/Z26157.2 物理层和介质;
GB/Z26157.3 数据链路层;
GB/Z26157.4 网络层及传输层;
GB/Z26157.5 数据管理;
GB/Z26157.6 对象模型;
GB/Z26157.7 设备行规;
GB/Z26157.8 电子数据表;
GB/Z26157.9 站管理;
GB/Z26157.10 对象库。
本指导性技术文件为第4部分。
本指导性技术文件由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提出。
本指导性技术文件由全国工业过程测量和控制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SAC/TC124)。
本指导性技术文件起草单位:机械工业仪器仪表综合技术经济研究所、清华大学、西南大学、北京钢铁

设计研究总院、中国仪器仪表协会、中国机电一体化技术应用协会、上海自动化仪表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工

业自动化仪表研究所、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集团)有限公司、罗克韦尔自动化研究(上海)有限公司。
本指导性技术文件主要起草人:郑旭、梅恪、陈开泰、王锦标、彭瑜、刘枫、包伟华、夏德海、董景辰、

阮于东、李百煌、王春喜、王玉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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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网络和传输层的任务是建立和维护连接。可以将连接比作电话线路。在要求通话时,电话系统根

据你的拨号选择路径并设置路径中的每一个切换站。在通话继续时,这个虚拟的通道一直保持开放以

实现数据或话音的传送。在电话系统中,一次通话可以经过多个不同类型的链路,并且数据的格式可随

不同链路变化,但出现在会话者和接收通话者面前的连接是同一个。一端进入的声音即时另一端输出

的声音。
一个有连接的报文先前已经商定了信源、目的地和所有中间传送点的资源和参数。这些资源是与

唯一的标识符相关的,并不需要包含在每个报文中,在报文中只需要标识连接ID就可表明相关的参数,
这使报文的效率得到明显的提高。

未连接报文提供一种与先前未商定资源的目标对象通信的方法,所以报文应携带所有目标ID的详

情,内部数据说明,如果需要应答还应包含源ID的详情。未连接报文用于建立连接。
标准的这一部分所制定的连接和未连接协议合起来称为控制和信息协议(C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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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和控制数字数据通信
工业控制系统用现场总线

类型2:ControlNet和EtherNet/IP规范
第4部分:网络层及传输层

1 范围

本指导性技术文件规定了在确定的控制网络上的一个节点的网络和传输层的要求。
本指导性技术文件适用于确定的控制网络的网络和传输层对应于符合GB/T9387的七层ISO模

型的层3和层4。图1表示网络和传输层在OSI模型内的位置。
注:网络和传输层的大部分术语和模型来自ISO/IEC8802-4:1990或 GB/T15629.3—1995。使用的数据类型在

第5部分数据管理中说明。

图1 与ISO/OSI模型的关系

2 未连接报文管理器(UCMM)

2.1 概述

UCMM应当提供未连接请求/响应报文服务,这个服务只用于支持多个未完成处理报文的单个链

路。要求的未完成处理报文数目是由实现特定的。所有节点都应具有UCMM,并至少支持一个未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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