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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本用户手册提供云南航天工程物探检测股份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生产的数字采集无线传

输终端（以下简称“数字采集终端”）介绍、设备安装、使用操作等说明，以便用户可快速

熟练使用本系统；在使用本数字采集终端前请仔细阅读本手册并敬请妥善保管，以便随时翻

阅。

2 系统简介

航天检测数字采集终端可通过 RS485 接各类数字式传感器，通过用户配置指令下发至传

感器并采集传感器回复数据，将多通道传感器采集数据汇总通过移动网络（采集终端内部集

成通信模块）上报软件平台，并通过物联网实现数据云端一体化，可应用与裂缝计、倾角计

和静力水准仪等数字式传感器采集。

图 系统框架示意图

3 系统特点

3.1 集成度高、兼容性好

航天检测数字采集终端集采集和无线传输一体，单设备可直接与软件平台实现数据传

输，已适配国内大部分主流厂家 RS485 数字式传感器，有较好的兼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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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通道配置灵活

航天检测数字采集终端支持平台远程配置采集参数，或通过本地 TF 卡导入配置参数，

设备开机运行即可按 TF 卡配置参数采集传感器数据。

3.3 数据查看方便

航天检测数字采集终端上报平台数据不仅可通过监测云物联网 WEB 页面实时查看，也可

通过 APP 或小程序灵活查看。

4 系统组成

4.1 系统硬件

数字采集终端系统硬件主要含数字采集终端和电气箱，用户可独立使用终端或搭配电气

箱使用。

4.1.1采集终端

数字采集终端型号为 AGI-RTU，带尾缀型号 AGI-RTU-G 中“-G”代表该采集终端为移动

网络无线通信，支持移动、电信和联通全网通（后续扩展支持其它无线通信方式）。数字采

集终端还集成 RJ45 网口，也可支持以太网有线通信。

图 数字采集终端俯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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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数字采集终端侧视图

（一）功能特点

（1）支持 2G/3G/4G 全网通传输。

（2）支持传感器采集指令通过 TF 卡文本文件导入。

（3）支持参数远程配置。

（4）支持 9-36V 宽电压供电。

（5）适配市售大多数主流厂家 RS485 传感器。

（二）技术参数

序号 功能 说明

1 通信方式 移动网络全网通

2 通信协议 航天物联网协议

3 通道数 4 路硬件 RS485 通道

4 采集频率 可配置（支持远程下发），最高 2 分钟/次

5 供电电压 DC 9-36V

6 峰值功耗 ＜4W

7 工作温度 -40℃ ~+70℃

8 防护等级 IP65（装于电气箱）

9 主机外壳 铝合金

10 主机尺寸 207*207*80mm（含安装底板侧耳）

11 主机重量 <2Kg

4.1.2电气箱

数字采集终端安装可搭配航天检测配套电气箱（型号：AGI-RTU-DG）使用，也可自备电

气箱，电气箱内部主要集成市电输入防雷模块、电源断路器、直流电源转换模块和接线端子

等，各部件均为导轨安装。电气箱背部四角配有金属挂耳，可通过膨胀螺丝或抱箍安装固定

电气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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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数字采集终端电气箱效果图

技术参数：

序号 功能 说明

1 供电电压 100-240V AC

2 输出电压 12V DC/36W

3 工作温度 -40℃ ~+70℃

4 防护等级 IP65

5 电气箱尺寸 517*512*235mm

6 电气箱重量 <6Kg（电气箱自重）

4.2 系统软件

航天检测数字采集终端相关软件平台主要含监测云物联网、物联网 APP、监测云微信小

程序、监测业务应用平台等，监测云物联网平台主要负责采集终端上报数据对接、存储和原

始数据展示，业务应用平台（如桥梁、边坡监测预警平台）通过调用物联网平台数据进行设

备关联，可设置预警规则并根据设备上报数据分析，并根据条件触发和推送预警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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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监测云物联网平台

图 监测业务应用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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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监测云物联网 APP 图 监测云物联网小程序

5 设备安装使用

5.1 采集终端接口

数字采集终端接口主要有前、后面板接口，前面板接口主要有电源输入、按键和网口等

接口，后面板接口为传感器接口。

图 数字采集终端前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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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数字采集终端后面板

5.1.1电源接口

图 采集终端供电接口

如上图所示虚线示意框内可插拔端子为采集终端电源输入接线端（4P 电源端

子靠外侧 2P 端子接线有效，极性按正负号指示），终端支持直流 9-36V 宽电压

输入，带电源符号按键为电源开关（自锁式），按钮按下则设备上电运行且按键

内指示灯亮，按键弹起电源关断且指示灯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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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传感器接口

图 采集终端传感器接口

采集终端后面板有 4路 RS485 接口（如上图所示），各通道接线含电源 V+、

电源 V-、485-A、485-B 和接地线共 5 根接线，接地线接传感器线缆屏蔽线（如

传感器无屏蔽线可不接）。4个硬件通道可点对点接传感器，也可通过总线型连

接传感器（单通道最多可接 10 个同类传感器）。通道电源输出电压可支持直流

12V/24V/36V 硬件可调（电路板跳线选择，四路共用同一电源）。

5.1.3其它接口

图 采集终端其它接口

前面板接口中还有手动采集按键（非自锁自弹式），用于启动手动单次采集；

RS232 接口为 DB9 接口，用于本地调试配置；LAN 口（RJ45 网口）用于有线通信，

可通过有线网络和软件平台通信；“4G”SMA 天线端子接 4G 天线，LoRa 天线端

子暂不用（预留接口）；TF 卡为传感器采集配置接口，可在电脑端写入多通道

传感器采集指令文本文件，并插入卡槽，上电后可按配置文件采集传感器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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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设备安装

5.2.1电气箱安装

数字采集终端电气箱背部四个角有安装挂件（如下图所示），可通过膨胀螺

丝固定安装（建议采用 10#膨胀螺丝），也可采用抱箍安装（如杆件安装）。

图 数字采集终端电气箱

5.2.2采集终端安装

如用户订购了和采集终端配套的电气箱，则出厂已将采集终端主机安装与电

气箱中，只需进行外部接线即可。如用户只单独订购采集终端，可通过采集终端

底部有 4个安装孔（M4 螺丝孔）固定。

图 采集终端主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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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设备接线

5.2.3.1 采集终端接线

航天检测数字采集终端集成 4通道 RS485 硬件接口，可支持点对点连接或单

通道总线型连接 RS485 传感器，总线型连接方式单通道可支持 10 个以上传感器

接入，数字采集终端各硬件通道可单独为传感器供电，供电电压支持直流

12V/24V/36V 可调(硬件调节)。数字采集终端内集成 4G 通信模块，传感器采集

数据可直接上报软件平台并实现与平台双向交互。数字采集终端可搭配航天检测

自主软件平台联合使用。

图 数字采集终端

5.2.3.2 电气箱接线

电气箱左下角接线端子为 220V 交流电供电输入接口，左下角有接地排（接

外部接地线），机箱左上角空开为供电开关，电气箱底部为出线孔（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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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采集终端电气箱

电气箱底部有出线孔（如下图所示），外部电源输入，传感器接线和天线等

可出线。

图 电气箱出线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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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参数配置

数字采集终端参数配置主要分为 RS485 传感器采集指令配置和主机参数配置（如服务器

地址、数据采集频率等）。

5.3.1主机参数配置

主机参数通过前面板串口发送命令行配置，串口命令行各参数之间用空格分隔，末尾以

回车换行结束（如用串口工具中勾选回车换行），串口通信波特率 9600bps。

命令行配置示例如下：

（一）设置服务器地址

串口发送指令：setip routerl.hardware. aeroiot.cn

说明：可配置域名也可发送 IP 地址；数字采集终端数据上传平台协议采用“航天检测

物联网设备接入协议”。默认配置服务器地址为航天检测服务器，如用户使用第三方平台，

可重新配置服务器地址并对接设备协议获取上报数据。

（二）设置服务器端口号

串口发送指令：setport 21703

（三）设置采集频率

串口发送指令：setfreg 10

说明：单位为分钟，即 10 分钟采集和上传一次数据，数据上传完成后进行休眠。

（四）重启设备

串口发送指令：rebo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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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传感器采集参数配置

在实际项目应用中因数字采集终端可能接的传感器种类和数量都不同，因此数字采集终

端通过 TF 卡导入传感器采集指令配置文件方式配置各通道采集参数。

（一）配置文件命名

在 TF 卡根目录下每个传感器对应一个配置文件，文件命名规则如下：

CHx-n.txt x 表示通道号，取 0~3（0 对应 CH1，3 对应 CH4）；

n表示该通道总线方式读取的次序，十进制，占两位，00~99 表示 RS485 地址 0 至 99。

图 配置文件命名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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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发送指令定义

在传感器配置文件中编辑传感器采集参数，参数定义和说明如下（红体字说明）：

最后一行为备注信息，以#号打头，备注信息不会被读取，仅作维护时方便查阅之用，

支持中文。前面各行均为键值对，每个键值对独占一行，行末以分号结尾，所有字母、符号

及数字都为英文半角。

5.4 数据查看

AGI-RTU 数字采集终端数据可通过物联网平台端或微信小程序查看，可查看实时数据、

历史数据。

5.4.1物联网平台

登录航天监测云（https://hardware.aeroiot.cn）后，通过检索设备编号（机身铭牌唯一

设备编码，如：4854020101221101）可查看设备上报数据（说明：不同权限账号可见的内

容可能不同）；数据列表如：“4854020101221132:1”的数据为采集终端通道 1 外接传感器

数据（平台显示传感器数量跟现场实际数量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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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传感器数据列表

说明：设备上传数据物联网平台默认存储 30 天，如需延长存储时间，请联系说明。

图 采集终端机身铭牌

5.4.2监测云 APP

在各应用程序应用市场搜索“监测云物联网”并下载 APP。

图 监测云物联网 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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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 APP 后可用手机号注册账户并登陆（短信收取验证码），登陆后也可以绑定钉钉

或微信第三方账户方便后续登陆，登陆后可搜索设备编码查找设备。

图 监测云账号注册流程

5.4.3微信小程序

在微信小程序“监测云物联网”并账户登录后，在搜索框输入设备编号也看查看设备上

报数据。

图 物联网小程序设备数据



航天检测 数字采集终端用户手册-V2.3

18

5.5 其它操作

5.5.1修改设备名称

为便于设备或传感器管理，可在物联网平台修改设备名称，点击物联网平台传感器列表

右侧“管理”按钮。

图 物联网平台设备信息管理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设备名称”输入需要修改的名称后点击确定即可。

图 物联网平台修改设备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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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2数据查看或导出

可在监测云物联网平台中导出设备历史数据，在设备数据列表页面点击选择要查看的设

备通道进入通道数据页面，并在该页面右上角选择“历史数据”按钮进入历史数据界面，可

选择查看历史数据时间段，点击“导出”按钮提示下载表格对话框，下载文件即可。

图 物联网平台导出历史数据

说明：数据导出功能仅可在 WEB 页面操作。

5.5.3移除设备

如设备从现场拆除或不再使用，则可从物联网平台移除设备，在物联网平台通过“设备

编码”查找到设备后，通过设备列表界面设备右侧“更多”菜单点击“移除设备”可从物联

网平台移除设备。

图 物联网平台移除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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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 服 热 线：400-770-0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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