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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基于 Ｍｏｄｂｕｓ协议的工业自动化网络规范》分为三部分。

———第１部分：Ｍｏｄｂｕｓ应用协议；

———第２部分：Ｍｏｄｂｕｓ协议在串行链路上的实现指南；

———第３部分：Ｍｏｄｂｕｓ协议在ＴＣＰ／ＩＰ上的实现指南。

第１部分描述了 Ｍｏｄｂｕｓ事务处理；第２部分提供了有助于开发者在串行链路上实现 Ｍｏｄｂｕｓ应

用层的参考信息；第３部分提供了有助于开发者在ＴＣＰ／ＩＰ上实现 Ｍｏｄｂｕｓ应用层的参考信息。

ＧＢ／Ｔ１９５８２—２００８包括两个通信规程中使用的 Ｍｏｄｂｕｓ应用层协议和服务规范：

———串行链路上的 Ｍｏｄｂｕｓ

Ｍｏｄｂｕｓ串行链路基于ＴＩＡ／ＥＩＡ标准：２３２Ｅ和４８５Ａ。

———ＴＣＰ／ＩＰ上的 Ｍｏｄｂｕｓ

ＭｏｄｂｕｓＴＣＰ／ＩＰ基于ＩＥＴＦ标准：ＲＦＣ７９３和ＲＦＣ７９１。

串行链路和ＴＣＰ／ＩＰ上的 Ｍｏｄｂｕｓ是根据相应ＩＳＯ分层模型说明的两个通信规程。下图强调指出

了ＧＢ／Ｔ１９５８２—２００８的主要部分。深色方框表示规范，浅色方框表示已有的国际标准（ＴＩＡ／ＥＩＡ和

ＩＥＴＦ标准）。

本部分从实施之日起代替ＧＢ／Ｚ１９５８２．２—２００４；ＧＢ／Ｚ１９５８２．２—２００４并于该日起予以废止。

本部分的附录Ａ、附录Ｂ是资料性附录。

本部分由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提出。

本部分由全国工业过程测量和控制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第四分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部分起草单位：机械工业仪器仪表综合技术经济研究所、西南大学、上海自动化仪表股份有限公

司、北京交通大学现代通信研究所、北京机械工业自动化研究所、国家继电器质量监督检验中心、中国四

联仪器仪表集团有限公司、中海石油研究中心、西北工业大学、施耐德电气（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王玉敏、柳晓菁、刘枫、包伟华、孙昕、刘云男、唐济扬、贺春、刘渝新、徐伟华、

欧阳劲松、何军红、华、王勇。

ＧＢ／Ｚ１９５８２．２首次发布时间为２００４年９月２１日，本部分第一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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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ＧＢ／Ｔ１９５８２—２００８是对ＧＢ／Ｚ１９５８２—２００４《基于 Ｍｏｄｂｕｓ协议的工业自动化网络规范》的修订，

修订的依据是ＩＥＣ６１１５８ＣＰＦ１５（ＦＤＩＳ）２００６ 实时 以 太 网 ＭｏｄｂｕｓＲＴＰＳ。本 部分 的结 构与

ＧＢ／Ｚ１９５８２．２—２００４基本一致，但在技术内容上对ＧＢ／Ｚ１９５８２．２—２００４进行了补充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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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犕狅犱犫狌狊协议的工业自动化网络规范

第２部分：犕狅犱犫狌狊协议在串行链路上的

实现指南

１　范围

Ｍｏｄｂｕｓ是ＯＳＩ模型第７层上的应用层报文传输协议，它在连接至不同类型总线或网络的设备之

间提供客户机／服务器通信。它还将串行链路上的协议标准化，以便在一个主站和一个或多个从站之间

交换 Ｍｏｄｂｕｓ请求。

本部分的目标是提出串行链路上的 Ｍｏｄｂｕｓ协议，以便系统设计者在实现基于串行链路的 Ｍｏｄｂ

ｕｓ协议时使用。

本部分将促进使用 Ｍｏｄｂｕｓ协议的设备之间的互操作性。

本部分还是对ＧＢ／Ｔ１９５８２．１—２００８的补充，具体见图１。

在第９章中定义了“Ｍｏｄｂｕｓ串行链路”的不同实现等级。等级的规定是设备能够属于某个等级而

必须遵守的全部要求。

图１　犕狅犱犫狌狊协议文本的概述

２　协议概述

本部分描述串行链路上的 Ｍｏｄｂｕｓ协议。Ｍｏｄｂｕｓ串行链路协议是一个主—从协议。该协议位于

ＯＳＩ模型的第２层。

主—从类型的系统有一个主节点（主站），它向某个从节点（从站）发出显式命令并处理响应。从站

在没有收到主站的请求时并不主动地传输数据，也不与其他从站通信。

在物理层，串行链路上的 Ｍｏｄｂｕｓ系统可以使用不同的物理接口（ＲＳ４８５、ＲＳ２３２）。最常用的物理

接口是ＴＩＡ／ＥＩＡ４８５（ＲＳ４８５）二线制接口。作为附加选项，该物理接口也可以使用ＲＳ４８５四线制接

口。当只需要近距离的点对点通信时，也可以使用ＴＩＡ／ＥＩＡ２３２Ｅ（ＲＳ２３２）串行接口作为 Ｍｏｄｂｕｓ系

统的物理接口（见第７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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