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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C S7-300超详细硬件组态实验过程超详细硬件组态实验过程

实验要求：实验要求：

1、组态s7-300站。
2、系统要求：CPU315-2DP，1个16点DI（数字量输入），一个16点DO（数字量输出），一个8点AI（模拟量输入），一个4点
AO（模拟量输出），需要分配IO地址。
3、描述组态过程。
4、描述DP地址分配和IO地址分配。

一、组态一、组态S7-300站站

（1）打开STEP7软件，新建一个项目，输入项目名称，如图所示为PLC第三次实验PLC—test03

(2) 项目上右键选择插入新对象—>SIMATIC 300 站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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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双击SIMATIC 300站点，找到硬件双击进入，开始硬件组态

（4）先插入导轨（所有模块的安装都是基于导轨的），选择SIMATIC 300—>选择RACK-300—>双击Rail—>插入导轨



（5）之后开始按顺序与实验要求插入各个模块，PS电源模块，CPU模块，以及四个SM信号模块，其中信号模块有（DI、DO、
AI、AO）。先插入PS电源模块，实验并没有对电源模块进行特殊要求，我选择的是PS 307 5A电源模块。

（6）第二个位置我们选择CPU，实验要求选择CPU315-2DP，我选择的是CPU315-2DP目录下的6ES7 315-2AF01-0AB0，插
入到第二个槽中。



（7）插入过程中让选择地址，先不管选择系统默认点击确定就OK

（8）第三个位置我们空出来，作为接口模块插入 连接其他导轨，因为毕竟一个导轨上最多也只能插入8个信号模块，再进行大
型项目时是远远不够的。

（9）接下来组态信号模块，数字量输入DI，根据实验要求需要1个16点DI，先找到SM-300目录，可以很快的找到DI-300目录，
点开之后可以发现有非常多的DI选项，我们随便选一个16点的（满足题目要求）DI双击插入第四个槽位就OK，我选择的DI是SM
321 DI16xDC24V。

（10）第五个插槽我们插入DO（数字量输出0)模块，实验要求也是16点DO，在DO-300模块里我们可以选择组态一个16个输出
点的输出模块，我选择的是SM 322 DO16xDC24V/0.5A双击插入如图。



（11）接下来我们来组态AI（模拟量输入）模块，实验要求是一个8点AI，在AI-300目录下选择一个8通道的AI模块，我选的是
SM 331AI8x16bit双击插入如图所示。

（12）第七个槽位我们来插入AO模块（模拟量输出模块），题目要求是插入一个4通道的，在AO-300目录下选择一个4通道的
AO模块插入，但是我找了找没有发现4通道的AO模块，思路都是一样的我就选择插入了SM 332 A04X0/4 to 20mA Ex,如图所
示：



（13）现在我们已经将硬件组态好了，接下来就是进行地址分配了。

二、地址分配二、地址分配

（（1））  先打开一个DI模块，点击地址如图：

分析描述；分析描述；

First: 可以看到下面有一个系统默认的可勾选项，选上之后系统会自动的给我们分配我们所需要使用的地址，默认地址开始是
0，结束是1，也就是说从I0.0开始，结束的时候在第一字节I1.7。显示的只是所在的首字节和末子节的地址，不告诉我们具体那
一位。我们可以将系统默认选项给去掉。之后就可以任意修改了。

Second: 硬件如何和地址进行关联，DI模块是一个16点的，也就是说有16个输入点的DI模块，我们输入起始地址位0，结束地址

自动分配位1。从0.0开始在1.7结束，一个有16个点。0.0地址与我们DI模块的第一个通道是关联的。0.2就是和我们模块的第二
个通道相关联的。最后以此类推我们的1.7就是和第16个通道进行关联的。这就是我们如何将我们硬件的点位与我们实际的地址
跟我们分配的地址进行关联的。



如果此处开始不用0换一个其他的也可以按照以上分析进行推算，举一个例子吧，如果我们将起始的改为3、结束默认自动就会
变成4了。如图

这样我们编程第一个地址I点就变成3.0了，第二点位输入点就变成了3.1，以此类推最后一个点位是4.7。



（（2））  对DO模块地址进行分配，同样双击DO模块进入地址栏，如图所示。

系统默认的起始地址是Q4.0，结束的首地址是5。在这里我想使它与输入I相对应就把他的起始地址也改为了0，默认地址首字节
就自动变成了1如图所示



（（3））  继续分配AI八通道的模拟量输入模块，每一个通道（bit）都占我们16个位的地址，先来看一下默认地址，如图所示

开始地址是288，结束地址是303，AI同为我们的输入模块在我们的输入区I区。与DI共享同一块区域，只不过AI每一个通道
（bit）占16位的地址，DI每一个位只占一个位地址。在这里DI模块用到了0和1，在这里我就把AI的起始地址改为2，结束地址就
是17。

也就是说我们的AI模块第一个通道占用的地址就是Iw2.0到Iw3.7,以此类推的话最后一个通道占用的地址是I16.0到I16.7。



（（4））  最后分配我们的A0模块，AO模块与AI模块类似。与DO模块一样占用的是Q区，一样一个通道占16个位的地址。我将AO

模块的起始地址也改为2.0，如下图所示

（（5））  当我们的地址选用冲突时即AO模块与DO模块占用地址相同时，会有提示，说我们的输入地址无效，提示我们重新输入，

如图所示

（（6））  这样我们的硬件就完整的组态好了。地址也分配完毕且进行了分析。最后可以进行保存和编译，编译就是将我们硬件组态

中的看是否有错误，如果有错误会有提示可以进行修改。和C语言一样，没错误的话直接就会保存。实验圆满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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