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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DCS控制系统的自动化控制探讨

蔡成锐

河南化工技师学院 河南 开封 475000

在信息技术不断发展的背景下，计算机控制被广泛地应用于各行各业，尤其是在石油、化工等行业，因

其生产条件较为特殊，原料的使用与投入要求极为严格，所以应用更为广泛。而DCS控制系统是一种集计算机控制、

自动化控制与通信技术为一体的自动化系统，DCS控制系统在保障化工生产顺利开展的前提下，可以实现资源的合理

利用与优化配置，极具重要的价值意义。本文简要论述DCS控制系统的基本情况，探讨基于DCS控制系统的自动化控

制的实际应用，以期给予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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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现阶段，DCS控制系统是化工生产行业中应

用比较广泛的自动化系统，合理应用DCS控制系统一方

面有助于化工企业提升产量，另一方面能够有效降低生

产成本，提高产品质量，进一步使企业实现社会效益与

经济效益的双丰收。与此同时，化工企业应用DCS控制

系统，还可以最大限度地确保员工的安全，因此有必要

在化工企业生产过程中强化对DCS控制系统的研究，对

化工行业的生产过程进行更充分、更科学的控制，增强

化工生产的合理性与稳定性。*

1 DCS 控制系统简要概述

控制系统的含义

DCS控制系统（ ），指的是

分布式控制系统，同时也被称作集散式控制系统，它继

承了显示与控制技术、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和通信技

术等，具有较强的综合性能。DCS控制系统具备阅览操

作记录、分析处理报警信息与查看历史参数等功能，能

够监督操作员的实际操作情况，一旦出现事故就能够及

时对历史数据进行分析，并报告出解决问题的方法，防

止相关故障再次出现，减少不必要的损失。操作员按照

操作员站所显示的数据，能够第一时间调整生产过程中

的各种运行参数，如温度、液位、压力与流量等参数。

在控制系统当中，可搭建I/O系统服务面板，对现场各控

制点的数据进行收集，根据面板上显示的流程画面、数

据、单回路控制画面等变化情况，更好地观察与分析系

统的总体运行状况[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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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系统的优势特点

首先，在化工生产行业中，大部分化工产品皆需经

过化学反应，经过化学反应的不同原材料会对相关生产

设备造成不同程度的腐蚀或损坏。倘若无法及时发现与

解决故障，就会给企业造成较大的经济损失，甚至还会

造成重大安全事故。但是传统的控制系统，因其在传输

期间信号会受到干扰而丢失，导致操作员不能及时发现

设备故障，再者故障部位不容易查找，不仅对整个化工

生产的进度造成影响，还为化工企业埋下了巨大的安全

隐患[2]。应用DCS控制系统能够很好的解决上述问题，利

用数字传输现场接收信息与现场设备的实际工作信息，

操作员可以根据这些数据对设备故障做出准确判断，并

排查故障原因，进而提升总体化工生产质量与效率。其

次，DCS控制系统主要是利用二进制数字信号传输，不

但降低了信号传输期间受干扰的几率，而且有效提高了

数据传输的精准度。与传统的模拟信号相比，使数据在

传输期间的误差有所降低，还极大地提升了控制与测量

的准确性。此外，因DCS控制系统的结构比传统控制系

统结构更加简单、便捷，各个线路与相关程序也得到优

化，进一步增强了控制系统在化工生产过程中的可靠性

与稳定性。最后，DCS控制系统还采用标准化与模块化

的设计，系统中的计算机能够利用化工企业的以太网或

内网进行网络通信，这种具有标准化与模块化的设计使

得此类控制系统具有强大的开放性，方便各子系统实现

对控制系统的有效接入，而且还能够按照实际需求随时

从系统中卸载而不影响其他子系统[3]。

2 DCS 控制系统常见故障

干扰因素

DCS控制系统是利用计算机网络技术对传达指令进

行执行，在此期间可能会受干扰因素的影响，降低传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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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率与信息的准确性，如变频器对通信设备的干扰与电

磁绕组对模拟量的干扰等。在受到干扰因素的影响后，

会导致设备与控制系统的部分功能无法正常运转，不利

于化工生产的监管。因此应强化对相关设备的性能检查

力度，保证其在正常、稳定的运行状态中。同时还要设

置滤波器，这样可以有效降低变频器的载波频率，减少

干扰因素对DCS控制系统的影响。

操作故障

DCS控制系统本身就比较复杂，在操作过程中可能

会出现系统死机、操作异常与运行异常等情况，严重影

响着化工生产。具体故障原因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其

一、MCU容量设置的不合理或者长时间没有清理机箱

存储，致使系统内存占用过大、风箱故障，甚至还出现

机箱内接触不良等情况。其二、计算机系统受到病毒攻

击，致使系统网络产生延迟或者部分系统功能无法发挥

其有效作用。一旦DCS控制系统出现内部故障时，就会

引起系统死机、显示器蓝屏等问题，需要相关人员逐一

排查故障，找出故障原因并加以解决。要想防止DCS控

制系统在操作期间发生故障，还应强化日常维护管理工

作，如定期清理机箱磁盘、打扫与清洁风箱、安装强大

的杀毒软件、定期查杀病毒、科学地设置MCU容量，避

免出现容量过低或过高的问题，保证系统在安全的网络

环境下正常运行[4]。

3 基于 DCS 控制系统的自动控制方案设计

自动化控制平台设计

在DCS控制系统中，控制中心包含有主控制卡与控

制站等部分。自动化控制平台应包括组态软件与控制系

统设计。DCS控制站可以对化工生产起辅助作用，实现

信息采集等各项操作。主控卡可以进行数据分析等工

作，对化工生产现场的输入信息加以优化，提高化工生

产过程控制的精准度。同时DCS设备系统中的机柜采用

内置式结构，以拼装的形式组合而成，能够对自动控制

系统的线路进行部署与规划。操作站部分能够对不同的

信息与信号进行采集、分析，并完成相应的计算与控

制。例如，某操作站的自动控制系统软件通过先进的控

制算法与数据库，设置不同的报警参数，同时还结合图

形编程、I/O组态、监控软件等，搭建标准化用户界面，

这样操作人员就能够实时监控屏幕上的生产工艺参数，

并对所有的屏幕进行随意切换。要想确保自动化控制系

统能够可靠地运行，还需要按照化工企业的实际生产情

况，构建与之相适应的能力等级，比如工程师、特权人

员、观察员、技术人员、操作员等。根据这些不同的权

限许可，操作员能够提升化工系统的监控性能，技术人

员能够按照生产情况，对生产系统的运行参数进行调整

与优化，及时发现与纠正问题。而特权人员能够对某些

特殊设置进行更改[5]。

自动化控制系统设计

在进行化工自动化控制系统的设计工作时，应尽量

设计得简单一些，便于化工企业更好地管理。针对DCS

控制设备的化工自动化控制系统的设计，还应当充分考

虑到化工生产数据的信息与实时采集，保证数据计算的

可靠性与准确性。在设计过程中，应注意对温度信号、

压力信号与流量信号等信息的采集，经过认真分析后应

进行统一化管理。此外还需要遵循适用、有效、经济的

系统设计原则，必须确保系统的可扩展性与适用性，防

止自动化控制系统与未来化工扩容的需求不相符。

4 基于 DCS控制系统的自动化控制应用探讨

液位串级控制

在化工生产期间操作人员往往依靠串级控制对系统

进行均匀控制，并严密控制各个生产环节，例如后塔的

进料量、前塔液位的稳定性这几道工序，应确保控制器

所设置的理想值，以此代表液位控制的输出值。DCS控

制系统中的副回路，当塔内压力流动出现较大波动时，

就可以对其进行有效的对抗，从而确保系统运行的安全

性与可靠性。同时还极大地减少了系统运行过程中的干

扰因素，减少操作人员的工作量。

紧急停车系统控制

从化工生产的情况看来，紧急停车系统是化工生产

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此系统运行的稳定性与整个化

工生产系统的安全有着直接的关系，在企业生产期间，

要想确保生产的有效性与安全性，需要保证系统中不同

设备处于安全运行与高度稳定的状态，当发生异常情况

时，应立即停止相关操作，使安全事故的发生几率得到

降低。DCS控制系统中的紧急停车系统具备优质的应用

价值，可在紧急时刻做出判断或者对实物进行操作，提

升化工自动化生产控制的安全性。

连锁控制

所谓的连锁控制，即DCS控制系统中的自动运算功

能，保护设备安全的运行。化工企业在生产产品过程

中，并非只有一个环节，而是涉及到多个部分，且生产

环节非常复杂、繁琐。传统的化工生产不但需要耗费大

量的人力资源，还要求较高的计算精确度。要想确保一

线生产人员的生命安全，传统化工生产还需要重视各种

防护工具的使用。而DCS控制系统是一个自动化系统，

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减少劳动力，同时系统可以按照程序

要求对操作设备进行有效控制，从而方便按照程序自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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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生产。例如，对于液位控制，在系统运行的过程

中，当液位超过上限时，就会立刻发出指令切断开关连

接，使水泵自动停止运行。倘若液位依旧没有降低到规

范值以下，那么系统就会向其再次发出指令，重新启动

开关使电路闭合，这时水泵就会重新运转。DCS控制系

统联动控制功能的实施，需要提前编写连锁条件才能实

现相关功能。其不单单能够应用在电动机的关停和启动

方面，还能够被用于电磁阀的开关动作方面[6]。

反应器温度控制

传统化工生产期间所使用的反应器温度控制方式存

在明显的不足，如热效应较高、容量大、传热效果不佳

等。DCS控制系统控制反应器温度能够有效防止上述情

况的发生。其不但可以提升反应器的反应速度，而且能

够增强温度控制的准确性。在实际应用的过程中，当反

应器的温度超过限定值，DCS控制系统就会及时反应，

同时执行反应器温度相关程序。此外，有必要对故障检

测方法进行优化，优化故障检测方法能够提高故障检测

的准确率与效率，加快故障问题的解决速度，降低由故

障致使化工生产的不良影响。第一，采用电子控制的方

法，检查DCS控制系统的运行情况，一旦发现异常情况

立即报警，可以起到提示作用，提示相关人员对DCS控

制系统故障问题的处理。第二，采用信息检测的方法，

将信息收集器安装在DCS控制系统中，利用对大量信息

的收集和标准信息的比较分析，一旦出现超出合理范围

的差异情况，收集器就会向中央控制器传输报警信号，

使中央控制器报警，也可以及时提示相关人员对DCS控

制系统故障问题进行处理。

结语：综上所述，在化工行业飞速发展的背景下，

出现了不同种类与多种功能的化工产品，改变了社会群

体的生产生活。由于化工生产企业的特殊性与危险性，

要想确保其生产活动能够顺利、安全的开展，需要科

学地应用与改善DCS控制系统，真正实现化工自动化控

制，促使化工生产效率与质量得到提升，进而获得效益

的最大化。此外，还需要加强对DCS控制系统的研发投

入力度，促进化工行业的长远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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