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TP 调试软件使用说明书

V1.3

 非常感谢使用 TSV 系列伺服调整平台软件。

 使用前请阅读此手册，以确保正确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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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安全注意事项

 请确保在安全情况下插拔通信数据线，否则会导致设备故障。

 在修改伺服驱动器的参数时，请仔细阅读伺服驱动器的操作说明

书后再操作。

 在升级伺服驱动器的软件时，请仔细阅读伺服驱动器的操作说明

书后再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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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软件介绍

1.1 概述

STP软件主要功能有：

 与伺服驱动器建立通信，获取驱动器参数当前值，并在界面上显示。同时用

户可根据性能需求，在界面上修改单个或多个参数值，然后下传至驱动器中；

 由于驱动器参数种类及个数较多，除统一的参数列表管理界面外，根据参数

种类不同又分类管理及显示，如电机参数、电流环、位置环、速度环等界面，

方便用户查看及修改各分类中常用参数值；

 根据实时跟踪界面上的用户设置，读取伺服驱动器中的周期性反馈数据，并

在实时跟踪界面绘制波形曲线，便于用户分析检查伺服驱动器的相关性能。

 绘图功能是伺服调整平台软件一个十分重要的功能。为方便用户准确清晰的

分析图形，提供了图形处理工具条，具备如图形的缩放(整体缩放、局部缩放)、

图形平移、游标、导出、保存(图片保存、文本保存)等功能。

 伺服调整平台软件是一款辅助伺服驱动器使用的软件，为用户提供了简单的

图形用户界面，方便用户在伺服驱动器使用过程中读取、修改其参数，以及

观测伺服驱动的运行性能，给用户提供参数调整的依据。

1.2软件运行环境

操作系统：支持 windows XP及以上操作系统。

硬件环境：PC机一台、TSV 系列伺服驱动器一台、连接线缆。硬件连接示意

图如下：

图 1-1 驱动与 PC 连接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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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SVB 系列连接线缆如下如所示：

图 1-2 USB 转 RS232 线缆 图 1-3 USB3.0 转接线缆

图 1-4 TSVB 连接线缆

连接线缆是一根特制电缆，由一根USB转 RS232线缆串接一根USB3.0线缆。USB转 RS232

线缆是标准线缆，USB3.0 线缆需要再次加工，加工方式为线缆的一端插头减掉，再焊接 DB9

插头，焊线定义如下：

USB3.0 DB9 孔

引脚号 线缆颜色 定义 引脚号 定义

5 紫 TX 2 RXD

6 橙 RX 3 TXD

7 黑 GND 5 GND

表 1-1 转接线缆焊接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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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SVC 系列连接线缆如下如所示，线缆一端是常规 USB 插头，一端是 miniUSB 插头

图 1-5 TSVC 连接线缆

 TSVM 系列连接线缆如下如所示，线缆为常规双 USB 线缆

图 1-6 TSVM 连接线缆

1.3软件安装

1.3.1 应用程序软件安装

提供的压缩包解压后，双击“STP”图标即可打开软件，如下图所示：

图 1-7 软件文件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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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驱动程序安装

用户第一次使用 STP 应用程序时会提示串口驱动安装，大部分情况 PC会自

行安装，若安装失败可自行在网上下载驱动或联系本公司提供。

1.4 快速入门指南

1.4.1建立通信连接

双击 STP应用程序图标，软件打开后界面如下图所示：

图 1-8 程序初始界面

软件界面区域主要分为五部分，标题栏、工具条、窗口导航、中央窗口。

驱动器正常供电后用户按照如下图“1-9”按照 1--5数字的顺序操作，连接

成功后，STP软件的左边对话框会显示轴列表。若连接不成功，如下图“1-10”，

请尝试点击 按钮或检查设置是否有误，尤其是端口号是否正确选择，可在“计

算机—管理—设备管理器—端口”中查看相应的端口号，如下图“1-11”所示：

图 1-9 软件连接顺序

 按照实际的驱动型号选择“伺服驱动器版本”。

 波特率修改：TSVB 系列连接软件做修改参数等应用时波特率选择 115200，升级 FPGA

软件时，波特率选择 256000；TSVC 系列连接软件做修改参数等应用时波特率选择

115200，升级 FPGA 软件时，波特率选择 460800；TSVM-D6 系列连接软件做修改参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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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时波特率选择 460800；TSVM-D4 系列连接软件做修改参数等应用时波特率选择

115200。

图 1-10 串口连接状态提示框

图 1-11 查看 PC 串口状态示意图

 端口（COM 和 LPT）子菜单中没有 STM Virtual COM Port，则说明伺服驱动器断电或 USB

连接线损坏。需给伺服驱动器重新上电，或更换 USB 连接线。

 端口（COM 和 LPT）子菜单中有 STM Virtual COM Port，但有感叹号，则说明 USB 虚拟

串口驱动程序安装失败。需重新安装 USB 虚拟串口驱动程序或修复 USB 虚拟串口驱动程

序。

 STP 软件未连接驱动的情况下也可查看保存在 PC 中的参数或者波形文件，连接操作如

下图。

图 1- 12 离线连接顺序步骤图

1.4.2快速入门操作示例

用户实现功能操作的流程如下图“1-13”所示：

图 1-13 功能操作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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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用户在建立好通信连接的状态下需要进行修改伺服驱动器中速度环的

“速度比例增益”参数，操作流程如图“1-14”所示：

图 1-14 速度环界面修改参数流程图

速度环界面修改“速度比例增益”参数操作过程如图“1-15”所示：

图 1-15 参数操作过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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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界面及功能介绍

2.1 界面介绍

软件界面较多，用户主要通过在软件左侧窗口导航界面中选择单击不同树形

节点实现各界面的切换。通过文件夹结构，可以迅速的寻找目标和进行便捷的浏

览。

2.1.1工具栏

软件工具栏图标如下图所示：

图 2-1 标准工具栏

工具栏主要包括连接伺服、一键下载、切换当前轴、刷新所有参数、保存所

有参数、接通伺服使能、复位伺服软件等。

：连接/断开通信，软件连接正常时图标的上下插头相连，当通讯断开时，插头脱

离 。

：一键下载，此按钮可同时下载多个轴的参数，需注意的是在参数备份时文件名改

为“1”“2”“3”“4”等，并将备份的参数放到文件夹中，文件夹的名称不做要求，参数下

载时直接选择文件夹即可，软件会按照备份参数的名称分别下载到各轴中。此功能常用于多

合一驱动下载参数。

：切换轴号，切换轴。

：刷新参数，刷新实时参数。

：参数保存，参数修改后，需点击此按钮保存，此时驱动重启后参数不会还原。

参数一键下载后也需按此按钮，才能保存驱动中。

：软件复位，部分参数需保存重启后才生效，可以点击此按钮，需注意的是，当

驱动已连接上位机时，此时软件复位后，通讯会断开。

：使能按钮，驱动在匹配电机时通常用到此按钮，按钮显示灰表示使能断开，显

示蓝色表示使能打开，需注意的是，当驱动由上位机控制时，不要点击此按钮。

：模式切换，可切换位置、速度等模式。此按钮显示

时，才可选择模式。

：帮助按钮，可查看各型号伺服说明书，可切换语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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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窗口导航

窗口导航界面固定在屏幕左侧区域，也可关闭，当鼠标移动到左侧区域时显

示。窗口导航的关闭可通过右击窗口导航表头后弹出的右键菜单来选择实现。窗

口导航界面如下图“2-2”所示：

图 2-2 窗口导航

所有界面的名称构成了上图中的树形结构，单击每个树形节点能够跳转到对

应名称的界面。

 TSV 系列是多合一驱动，因此窗口导航中会显示多个轴的列表，每个列表显示内容一致。

2.2 功能介绍

2.2.1电机

用于电机参数匹配，TSV系列驱动对部分厂家的电机能自动识别电机参数，

对部分厂家的电机需通过代码来识别，这两种情况下不需再设置电机参数，若两

者都不满足则需通过此界面输入电机参数。

图 2- 3 电机参数表

 电机自动相位一般不需要修改；

 注意电机各参数的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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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限幅

按照实际情况设置数值，一般情况下用户无需修改限幅参数。

图 2- 4 限幅参数表

2.2.3电流环

可设置电流环相关参数。

图 2- 5 电流环参数表

 用户想修改限幅标签栏中参数时，可单击限幅下的图片，或者单击标签栏控件中的限幅

标签头，就会切换至如下图 2-6 所示界面，“速度环”和“位置环”功能一致。

图 2-6 切换至限幅标签页的电流环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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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速度环

可设置速度环相关参数。

图 2- 7 速度环参数表

2.2.5位置环

可设置位置环相关参数。

图 2- 8 位置环参数表

2.2.6监控

可监控驱动的运行状态，方便用户实时监控电机的位置、多圈、单圈等数值，

此列表参数不可修改。

图 2- 9 监控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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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7输入输出

可对驱动的 IO 进行配置，逻辑取反及强制，状态指示灯亮表示当前信号有

效，“功能”栏的下拉菜单可选择所需功能，使用时请务必结合现场情况修改。

图 2- 10 IO列表

2.2.8参数

用于查看及设置驱动参数，此界面可分别显示“PA运行参数”、“Fn 辅助参

数”、“DJ电机参数”、“Bn 参数”。如下图：

图 2- 11 参数列表

鼠标放在导航表头处，单击鼠标左键，可显示参数具体内容。如下图：

图 2- 12 详细参数列表

可对“参数值”列表下某参数值进行修改（部分参数需要密码权限），修改

后按 PC回车键，参数在线生效。若方框中的内容显示不全，可拉动表头如上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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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的红色方框提示。以下详细介绍参数修改保存的方法：

参数修改及保存

点击需要修改的参数，输入数值，按回车键，此时参数在线生效。若需长时

生效则需点击 STP软件的“下载”按钮，再点击菜单栏的“参数保存”按钮，再

点击菜单栏的“软件复位”按钮，参数即生效。

参数导出

此功能可将驱动参数保存到 PC中。

点击“导出”按钮，界面弹出如下对话框，选择保存路径，输入文件名，文

件默认为“txt”格式，点击“保存”按钮。

图 2- 13 参数导出界面

参数导入

此功能可将 PC中保存的参数导入 STP软件中。

点击“导入”按钮界面弹出如下对话框，选择文件所在路径，选择文件，点

击“打开”按钮。

图 2- 14 参数导入界面

 详细参数说明可打开右上角 中的“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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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参数界面按照如下步骤可修改并保存参数。如修改 PA5 数值，将光标移动到 PA5 的“参

数值”界面上，按下电脑“回车”，修改数值，再次按下电脑“回车”，点击“下载”按钮，

点击“保存”按钮，此时数码管界面出现“donE”参数保存成功。如下图 2-15:

图 2- 15 参数修改步骤

2.2.9示波器

实时跟踪界面即是获得驱动器数据后的绘图界面，为用户提供了一个进行性

能监控操作的舒适环境，通过用户希望的格式实现数据存储。STP 软件可最多支

持 8个参数通道。

图 2- 16 波形显示界面

以下详细介绍采集波形的使用方法：

采集波形

点击“通道”按钮，选择通道后弹出对话列表，选择所需的监控项，点击“开

始”按钮，STP软件开始采集波形，点击“停止”按钮，示波器停止采集波形，

此时将鼠标放在波形上点击鼠标右键或者移动鼠标滚轮，可对波形进行编辑。

波形导出

波形采集停止后可导出波形，点击“导出”按钮，弹出类似“图 2-13”对话

框，按照上述步骤可将波形文件保存到 PC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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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形导入

点击“导入”按钮，弹出类似“图 2-14”对话框，按照上述步骤可将 PC中

的波形文件导入 STP软件中。

波形编辑

光标停留在波形处，点击鼠标右键，弹出如下窗口，可对波形进行相应编辑。

图 2- 17 波形编辑菜单

常用的有“游标”如下图，可借助游标数值得到具体的性能指标。

图 2- 18 游标功能

 采集波形过程中若驱动报警，采集会暂停，界面保留报警时的波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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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介绍示波器常用到的几个功能

电机零点识别

将“参数”的 PA4改为 13（锁零模式）后保存重启，切换到“示波器”，再

把 PA38改为 26（零点偏移值，单位 0.1°），“通道”监控“用户设定 3（14）”，
点击“使能”按钮，点击“开始”按钮，驱动开始识别电机零点，STP 软件会生

成一条波形，此波形对应的纵坐标值为零点偏移值，带入公式计算后便可得到电

机零点，操作步骤如下图 2-19。

图 2- 19 电机零点识别步骤

电机零位计算方式如下：

电机零位=编码器线数/极对数*零点偏移/360

如图 2-19，假设电机编码器线数位 17 位，即 131072，极对数为 5，示波器监控零点偏

移值为 1789，由于单位是 0.1°，最终取 178.9，带入公式；

电机零位=131072/5*178.9/360=13027

将上述值输入 dJ 菜单的 12AOL、13AOH 号中（零点值=13AOH x 10000 + 12AOL），前者

是低位，后者是高位，即 12AOL 输入 3027，13AOH 输入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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惯量识别

使用 STP调试软件做惯量识别时，如下图步骤，在“增益参数”栏将 PA38
改为 17后在“通道”中选择“用户设动 3（14）”，在“惯量辨识”栏中将 Fn69
改为 3，再点击左上角的“使能”按钮，此时电机会正反往复运行，点击“开始”

按钮，示波器中会生成一条波形，待波形稳定后，将此波形对应的纵坐标值填入

“增益参数”栏的 PA29中。

图 2- 20 惯量识别步骤

 惯量识别时，电机会来回旋转 3~5 圈，请校核移动距离；

 惯量识别后在“增益参数”栏中修改 PA33 设置刚性等级，在点击“刷新”此时驱动会

自生生成一套增益参数；

图 2-21 刚性等级设置步骤

 PA33 数值越大刚性越强，以下为经验值可供参考：

推荐刚性等级 负载机构类型
4级到 8 级 一些大型机械
8级到 15 级 皮带等刚性较低的机械
15 级到 20 级 滚珠丝杠，直线等刚性较强的

机械
陷波识别

使用 STP调试软件测量陷波频率时，如下图步：

①按照如下顺序操作，在示波器界面的“通道”栏选择“指令电流”，点击“开

始”按钮，界面会出现电流波形，当出现震动时，电流会出现如第“4”步波形，

点击“停止”按钮，此时鼠标左键拖动可将波形放大，再右击鼠标弹出第“5”
步对话框，选择“FFT视图”。如下图 2-22

②此时界面弹出如下界面，如下图 2-23，点击“切换到 FFT 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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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此时界面弹出如下界面，如下图 2-24，拖动鼠标左键可放大波形，波峰对

应的横坐标数值就是陷波值，将此参数输入 Fn45中，保存重启。

图 5-22 震动电流采集步骤

图 5-23 FFT 视图显示界面

图 5-24 陷波频率显示界面

2.2.10报警

当驱动有报警时可在此界面查看，也可点击 STP软件右下角的“报警”按钮

查看，报警内容如下图“2-25”，鼠标左键点击某个报警时，界面下方会显示报

警解决方法如下图“2-26”，若方框中的内容显示不全，可拉动表头如下图“2-26”
的红色剪头提示。

图 2- 25 报警显示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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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26 报警处理方法

 TSVB、TSVC 系列报警代码只有两位数；

 TSVM 系列报警代码既有两位数也有三位数，两位数为公共报警，三位数报警如 124 表

示轴 1报警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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