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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网指南

首先感谢您选择物联网平台，在您使用本平台提供服务之前，请花一点宝贵的时间认真阅读本指南，它将有助于您在后续使用过程中获取到及

时的帮助。

您可以选择性的阅读本指南的任何部分。

或者直接下载本指南的PDF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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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步：平台访问

您可以通过电脑浏览器和手机浏览器来访问平台，直接进入：打开

您可以直接输入地址访问，也可以用手机浏览器或者微信扫描以下的二维码直接打开平台。

打开平台之后，首次需要注册账号才能登录进入系统。请参照注册和登录。

手机APP正在开发中，敬请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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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步：漫游平台

以PC浏览器为例进行展示：

您打开网站之后是登录界面

以管理员身份登录平台之后，首先显示平台的概要信息

地图展示功能，可以展示当前登录用户可以管理的素有设备的地理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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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列表界面

设备列表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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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集设备的数据的变量定义清单

实际的变量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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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控变量报警清单

实际报警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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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器定义

报警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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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监控设备信息

设备监控信息数据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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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组态展示1

设备组态展示2

10



采集的历史数据展示

历史数据曲线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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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的报警历史记录

在安装有视频监控的场景中可以实时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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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定义的可写变量支持写入设备

支持通过二维码扫描和URL进行设备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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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C浏览器直接打开分享的设备

手机浏览器或者微信扫码打开的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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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步：功能说明

功 能 服务商 最终用户 访 客

用户管理 ● ○ ○

设备管理 ● ○ ○

变量定义 ● ○ ○

报警定义 ● ○ ○

设备监视 ● ● ●

设备信息 ● ● ●

实时数据 ● ● ●

组态流程 ● ● ●

历史数据 ● ● ●

报警记录 ● ● ●

实时报警 ● ● ●

现场视频 ● ● ●

写入数据 ● ● ○

设备分享 ● ● ●

分享授权 ● ● ○

组态工具 ● ○ ○

设备配置 ● ○ ○

*若最终用户需要具备服务商的接入能力，请申请为服务商接入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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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指引：注册

在平台登录页面，点击马上注册。

进入注册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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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按照界面输入提示，输入注册信息，提供手机号码后点击获取验证码，将手机接受短信中的验证码填写到验证码输入框中，最后点击立即注

册。成功会进入成功提示页面，否则会提示输入错误问题，按照提示修改重新注册即可。

注册成功的用户默认为服务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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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指引：登录

在登录页面输入账号和密码即可登录平台。

若没有账号，请转到注册页面。或者请向你的服务商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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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指引：用户管理

用户管理功能仅管理员和服务商可以使用。

功能说明：

管理员可以添加服务商和最终用户的账号。

服务商可以添加最终用户的账号。

管理员可以管理所有的账户。

服务商只能管理创建的最终用户的账户。

新增的用户可以直接登录平台。

用户添加的界面

选择用户对应的角色，填写正确的资料即可添加成功。

其中已购短信条数是指，该客户购买的短信数量，一般是在短信充值之后会变增加条数，在发送报警短信之后扣减条数。在已购短信条数为零

时，会额外发送一条短信用尽的提示，通知最终过客户尽快充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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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指引：设备管理

设备管理功能仅管理员和服务商可以使用。

功能说明：

此功能用于设备接入。

此功能会对服务商开放，其中部分的数据会在设备出场之前录入系统。

guid是设备的唯一识别号，平添自动生成。

服务器请选择DTU设备上标明的服务器名称。

设备名称可以根据实际情况任意填写。

设备编号是设备的通信识别号，必须唯一，请填写设备铭牌上的设备编号。

行业和设备类型可以任意填写，此处是为将来行业特色展示模板预留的功能。

所有者请选择最终用户的账号，若此设备隶属服务商，直接选本服务商账号即可。

安装地点和GPS坐标经纬度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录入，此信息会展示在地图上。

视频链接是指在现场安装有视频直播设备，并且可以发布m3u8格式的视频流的情况下，可以将直播地址填入此位置，在设备监控展示模块可以

查看现场直播视频。若没有填写此视频地址，在设备展示界面上就不显示此视频播放功能。

组态名称填写用组态工具制作的组态界面的名称。若没有填写此组态名称，在设备展示界面上就不显示此组态功能。

授权码是用于将设备授权给访客查阅的情况下使用的。若没有设置授权码则所有访客都可以查看此设备；若设置了授权码，只有拥有此授权码

的访客才能查看此设备。设备的隶属最终用户是可以随时调整此授权码的。

存储月数用于设置设备的历史数据存放多少个月，可以查询在存储时间内的历史数据。

采集间隔是配置设备采集数据的时间间隔，即多少秒采集一次数据。

存储间隔是配置设备存储数据的时间间隔，即多少秒存储一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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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指引：设备管理：变量定义

变量定义是指设备的采集的数据点的定义。

因为改功能使用需要一定的技术能力，因此该功能仅对服务商开放。

变量编号是用于关联在DTU端定义的tag的，规定的格式为：服务器ID:设备ID.TAG。举例：接在S01服务器上的设备DEV0001,需要采集

TG56001变量的值，将此变量定义为：S01:DEV0001.TG5600。若任意填写会获取不到任何数据。

该定义好的变量编号用于组态界面设计中数据关联使用。

变量名称可以任意填写。

变量类型目前支持开关量和模拟量，选择类型之后界面调整为开关量和模拟量的配置界面，按照实际填写即可。

是否存储是设置是否要将采集的数据保存到历史数据库中，若保存的话可以查看历史数据，绘制曲线和导出数据。

是否显示是设置是否要将改变量获取的实时数据展示在设备实时数据展示页面上。

读取指令用于对PLC读写数据的定义。需要了解MODBUS协议方能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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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取公式是指，在取得解析的数据之后，可以对该数据进行进一步的计算，产生新的计算结果。支持的公式参照：

若定义的该变量支持写入的话，在监控界面可以写入新的数据。并且也支持写入公式，就是输入的改写数值可以通过此公式经过进一步的计算

形成新的数值写入设备。支持的公式通读取数据的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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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指引：设备管理：报警定义

报警是在采集数据的基础上定义的出发规则来产生的，产生的报警信息会保存在报警数据列表中，同时会根据定义的通知方式向目标手机或者

电子邮箱发送通知信息。

定义报警的界面：

变量是从定义的变量列表中选择的，若没有定义采集变量就不能设置报警。

报警的触发规则有5种，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选择使用。

报警内容可以表达此报警触发之后，想用户发送通知消息的内容。若发送短信的话最好不要超过20个汉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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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指引：实时报警

在报警定义完成之后，数设备据上传过程中，一旦触发报警规则，平台就会自动向最终用户和报警定义的手机号码、电子邮箱发送报警信息。

若连续触发相同的报警信息，平台仅发送三条，后续不会持续发送，等到触发饱和周期之后重新触发才会重新发送。

发送短信时会查询设备所属用户的已购短信条数，若用尽的话，不在发送报警短信。但是会发送一条提醒短信配额用尽的提示。

报警产生的数据都会存储在数据库中备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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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指引：服务器管理

这个功能仅管理员可以使用。

功能说明：

定义可以接入的解析服务的模板。

本平台采用可配置的插件模式，对任何一种接入dtu设备只要按照既有的通信模式进行定制开发，可以快速上线。

通信涉及的底层与PLC通信由dtu实现，dtu与服务器之间的通信、数据解析由插件处理。

涉及的通信业务包含：

1）数据传输：握手、心跳、透明传输

2）上行数据处理：解析、入库

3）下行数据处理：打包、下发

4）远程配置：读取数据配置的下发

添加服务器的界面

填入正确的信息，主要是IP地址和端口号，选择服务器类型，提交即可。

目前支持的服务器类型有：

更多的服务接入类型正在开发中。

此处新增的服务器即可用于设备的接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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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指引：报警记录

用户可以查看所属设备的报警记录。

对于尚未处理的报警，在处置之后可以点击确认，改变其状态为已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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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指引：组态工具

组态工具是用于构建图形化和动态展示的工具，可以将定义的采集变量绑定到组态界面，实时展示设备运行状态。

此功能仅对服务商开放。

服务上打开组态工具之后显示的界面如下：

组态工具的特性：

1）标准HTML5技术，直接在浏览器进行画面组态

2）与依云数据采集服务器对接

3）软件小巧，功能强大 ，适配智能手机

组态创建流程：

1、新建组态

2、选择左侧的控件加入画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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鼠标点击控件，按住左键，拖到画布中放开左键，此时控件就创建在画布中，可以对控件进行配置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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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数据显示关联，需要选中组态控件中的控件，拖到画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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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在控件属性的C组态中输入变量名称，该名称和设备定义的变量保持一致，将设备ID换成DEVICE即可.

举例:定义变量S03:DEV0002.40021，此处填写S03:DEVICE.40021。

变量值输入获取实时数据之前显示的数据值。

4、导入背景图片

在弹出的上传窗口内选择上传文件，设置为背景文件，点击上传。

将上传的背景图片设置为画布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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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中弹出的对话框中的上传好的图片即可。

形成的画布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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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可以设置一下组态的运行参数：

5、按照2-3步骤将所有的显示要素添加到画布上，配置好所有的参数，保存即可。

6、可以在系统可以正常获取数据的情况下，直接点击运行可以查看执行效果，有不满意的地方随时可以调整，直至完全满意为止。

7、将此组态界面的名称填写到设备的组态名称框内，即可在浏览设备展示信息时在组态流程页中打开此组态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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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件指引：设备种类

依云物联网平台支持多种设备和网络形式的接入。

1、组态软件

目前支持北京杰控的Fameview组态软件接入。

2、支持自研DTU接入，采用MQTT协议

实际模块

产品特点：

1)多种硬件规格支持，满足客户的需求（处理器、串口、网口、WIFI、2G/3G/4G）

2)Modbus工业通信协议、多种上传协议和方式

3)本地协议解析、数据缓存、断线续传

4)时间戳保障数据质量

5)数据云端解析计算、配置告警规则等

6)数据采用时序数据库保存

7)3rd协议的定制化支持

模块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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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种设备有多种通信模式可供选择：GPRS/4G/LTE/WIFI/ETHERNET。

每种通信模块的参数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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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线端子介绍

GPRS和4G模块需要插入SIM卡

WIFI/ETHERNET模块

40



设备和电脑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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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件指引：配置工具

操作步骤：

1、给DTU装配好SIM卡，上电

2、用串口线连接PC

3、启动配置软件

4、按照手册进行操作，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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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指引：访客

访客不必登录平台，只需要打开设备所有者颁发的分享链接即可打开设备展示页面。

若需要授权访问的，需要输入询问的授权码才能进入展示页面。

访客访问只能查看设备的基本情况和实时数据、组态和视频等，不能修改数据。

打开的界面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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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指引：最终用户

最终用户是指平台接入设备的直接用有人，一般不关心如何接入平台，只关心设备运行状态。

账号可以有系统管理员或者服务商创建，用户直接登录平台即可。

1、基本信息维护

用户登录平台之后可以修改基本信息。

打开用户信息维护界面：

最终用户除已购短信条数不能修改之外，其余的信息都可以调整。

2、查看设备的地图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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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查看设备列表

4、通过地图或者设备列表都可以打开设备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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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设备信息栏中可以输入授权码，用于限制访客的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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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指引：服务商

第一步：注册成为平台的服务商。

第二步：开拓业务，帮助最终客户构建物联网平台。

服务商协助最终客户入网指南：

1、设备选型：根据最终客户的使用场景，选择适合的通信方式，联系平台购买相应的设备。

2、设备对接：从平台采购的设备一般会做好基础配置，服务商无需做太多的工作即可是设备上线。

3、为最终用户创建账号。

4、完善设备的基本资料，建立与最终用户的对应关系。

5、定义现场数据和远端数据的对应关系，在平台的设备中进行变量定义，设置好需要写入的变量。

6、进行报警定义，填写接受报警的手机号码和邮箱地址。

7、进行设备联调，测试所有定义变量和报警的定义是否正确，在实时信息界面查看。

8、用组态工具制作设备的组态流程，若是同一批相同设备，只需要制作一个组态流程即可。

9、需要搭建实时视频直播的话，需要购置视频直播设备，获取直播网址，填入设备信息中。

10、引导最终用户登录平台，查看入网的设备，指导用户操作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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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指引：管理员

因此手册面向服务商、最终用户和访客，管理员的指引功能不对外提供，敬请谅解。

请移步：服务商指引，最终用户指引，访客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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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简介

敏捷团队倾情打造，简便易用。

兼容95%以上设备，快速上云。

专注设备上云，远程实时监控。

客户评价

某冷水机厂家 在2018年秋天，我们接触到这个物联网平台，工作人员非常热心的为我们讲解平台功能，按照最优化配置和成本最少原则为我们

选型接入设备，并在极短时间内让首批5台使用设备上线，并为我们建立了完备的设备交付技术手册。如今我们的每台设备都能实时传回数据，

为我们对设备的监控、管理和维护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环保监测 平台的工程师们不仅为我设计了现场数据采集的功能，还为展示大屏提供实时数据开发了数据交换接口。如今数据直接上传到云端，

不仅保证我们能够随时随地的获取设备监测数据，而且可以将这些数据展示给其它相关的人员查看，操作也非常简单，只需要简单的扫一个二

维码就可以实现。平台高效、易用，设备上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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