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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指南概述 

  本快速指南介绍怎样使用采集插件 IND_OPC_CLIENT_DA以及 OPC 桥接程序，把OPC 

SERVER 数据同步到采集网关。 

第2章 应用架构 

 

 如上图所示为一个常用 OPC 桥接程序的拓扑架构，最终目标是采集器网关获取到 OPC

服务器的数据。其中服务器运行两个程序，一个是 OpcClientMgr.exe，另一个是

OpcClientBridge.exe。OpcClientBridge.exe 用来获取本地 OPC SERVER 数据，并通过 TCP 把数

据送至采集器；OpcClientMgr.exe 用来看护 OpcClientBridge.exe 的运行，另一方面提供 HTTP

服务，用来响应个人电脑配置所需要的服务；双击 OpcClientMgr.exe 后，即可自动把

OpcClientBridge.exe 启动起来；个人电脑配置完工程后，一方面要把配置传送至采集器，另

一方面需要送至 OPC 服务器，以确保采集器和服务器的配置是一样的，才能保证服务器和

采集器的数据严格同步。  

 桥接程序需要和网关的采集插件 IND_OPC_CLIENT_DA 结合使用。 



   

第3章 桥接程序 

下图为桥接程序文件夹内容，使用时需要把 opc_bridge 目录拷贝到服务器任意位置。 

 

 

其中 

1. log：为日志文件夹，分别记录看护程序、OPC 采集程序的日志 

 

日志中详细记录了桥接程序的运行记录，遇到问题可以随时查看日志以定位问题。 

 



   

2. servers：本地保存的和 OPC SERVER 服务相关的信息，由 OpcClientMaker.exe 手工创

建生成，这些信息被看护程序加载，并通过应答的形式送给客户客户端，比如 OPC SERVER

列表信息，OPC 全部点表信息，以方便客户端配置界面组态使用。 

3. tools：通用的 OPC 客户端扫点工具。 

4. config.xml：本地配置信息 

5. opc_db.xml：被 OPC 采集程序 OpcBrgClient.exe，加载，以此配置进行 OPC 采集。

该配置可以通过两种方式生成，第一种使用 OpcClientMaker.exe，第二种使用远程客户端创

建，并通过 HTTP 上载到本文件夹。 

6. OpcBrgClient.exe：OPC 核心采集程序。 

7. OpcClientMaker.exe：可实现两个功能，第一，生成 OPC 列表信息，以供客户端查

询使用，生成的列表在 servers 目录里面；第二，配置 OPC 点表，从而生成 opc_db.xml 文件，

配置完后，需要把 opc_db.xml 文件用优盘拷出，在网关组态对话框这加载。因为这个功能

操作起来稍微麻烦，基本不用这个功能来配置 opc_db.xml，而是通过网关的组态对话框，配

置，然后远程传至服务器。 

8. OpcClientMgr.exe：看护程序，主要实现两个功能，第一，看护采集程序

OpcBrgClient.exe；第二，通过 HTTP 服务，提供本地的 OPC 配置服务，比如传送 OPC SERVER

列表信息，OPC 全部点表信息。 

  



   

第4章 操作步骤  

整个配置过程分为四个步骤，以下为详细过程： 

1、使用 OpcClientMaker.exe 生成 OPC 服务列表和 OPC 的全部点表； 

2、启动看护程序 OpcClientMaker.exe（自动会把 OpcBrgClient.exe 启动）； 

3、使用网关配置软件配置 OPC； 

4、把配置传到 OPC SERVER 服务器。 

为了应对现场多种需求，本桥接软件可以通过两种方式配置选点工程： 

（1）方式一：在服务器上通过 OpcClientMaker.exe 先扫描到所有 OPC 服务列表及数据，

然后在个人电脑上远程配置选点工程。（注：采用该方式在服务器上操作步骤少，个人电脑

上操作步骤多） 

（2）方式二：在服务器上通过 OpcClientMaker.exe 直接配置选点，然后通过个人电脑获

取已经选点完的工程即可。（注：采用该方式在服务器上操作步骤多，个人电脑上操作步骤

少） 

一、通过方式一配置选点工程。 

1、服务器端的配置（第一种选点方式） 

a).双击OpcClientMaker.exe，弹出如下对话框，点击扫描保存OPC所有点按钮。 

 



   

 

 

b).更新OPC列表，可以看到在列表中列出了本地的所有OPC服务，在选择栏中，选中期

望要扫描的OPC SERVER，点击开始扫描并保存按钮，就完成了OPC列表及全点表的生成工

作。点击浏览已保存的文件，即可看到生成的配置文件，如下图。 

 

c).生成xml文件后，双击启动“ ”OpcClientMgr.exe看护程序，

它会自动带起“ ”OpcBrgClient.exe，到目前为止，服务器这端工作

已经完成，接下来只需在个人电脑上操作即可。  



   

2、个人电脑端的配置（第一种选点方式） 

a).打开HXGEBuild采集软件，创建工程 

 

 

b).在左侧服务导航下右击采集服务，新建通道，选择插件“OPC DA 客户端(桥接模式)”，

然后确定。 

 



   

 

c).创建完通道会提示是否添加设备，可以点击是，直接添加设备，也可以点击否，然后

右击“C1[通道1]”新建设备，可以到达相同的目的。 

 

d).手动输入服务器的IP地址:192.168.0.1，然后确定，这时提示“是否创建标签”，点击

否，不要创建，因为可以在线选点。 



   

 

e).开始选点操作：右击设备->扩展功能 远程OPC配置 

 

f). 弹出“配置OPC BRIDGE数据标签”窗口，右键左侧区域OPC SERVER列表节点，新建

服务，如下图： 

 

g).点击“选择OPC”,第一次选择会提示先下载OPC列表，是将服务器生成得列表文件获



   

取到本地，确定下载即可。 

 

h).选择对应的OPC SERVER的名称，点击确定。 

 

i).选择好服务后，右击新建GROUP。 

 

新建GROUP时，可以填写组名称、组描述、更新周期等。 



   

 

j).点击组名称后，在右侧窗口，右击可以在线选择点，弹出新的选点窗口：

 

第一次选点要先获取数据节点信息，点击获取OPC完整配置按钮，因为该OPC的所有点信

息还不在本地，需要远程获取一次。如果弹出下面对话框，说明该SERVER的信息没扫描，需

要用OpcClientMaker.exe，把该OPC的信息在OPC机器上扫描一次。 

 



   

 

 

 

如果多选可以右击删除，如下图： 

 

选完点之后，回到刚才的界面，将选完的点更新同步到服务器的桥接程序中 



   

 

点关闭提示保存，保存后成数据标签，待上传下载工程至采集器。 

 

第一种选点方式已完成，接下来上传下载工程请直接看 “第五章 上传工程”。 

 

 

 

 

 

 



   

二、 通过方式二配置选点工程 

1、服务器端的配置（第二种选点方式） 

打开OpcClientMaker，选择“配置OPC点表”。 

 

a).从上面第一步点击配置OPC点表，进入配置主页面，新建server，如下图： 

 

b).按照下图1->2->3->4步骤，选择需要的server。 



   

 

c).新建group，可以自定义组名称、描述、更新周期等参数。 

 

d).点击组，然后在右侧右击“Select tag online”在线选点。 

 

步骤：1选择树节点，中间一栏会显示此树节点下的所有点位信息，2选择点位，3添加点

位。 



   

 

点击OK后可以看到选择的点位已经到一下界面，点击关闭，会提示是否保存，保存即可。 

 

保存后可以看到生成一个最新的opc_db.xml文件，里边就是刚才选择的点位信息。 

 



   

e).打开 看护程序，会自动带起 ，打开主面板会看到

正在运行的采集信息，到目前为止，服务器端配置完毕，开始在个人电脑端获取工程。 

 

 

2、个人电脑端的配置（第二种选点方式） 

a).打开HXGEBuild采集软件，创建工程 

 



   

 

b).在左侧服务导航下右击采集服务，新建通道，选择插件“OPC DA 客户端(桥接模式)”，

然后确定。 

 

 

c).创建完通道会提示是否添加设备，可以点击是，直接添加设备，也可以点击否，然后

右击“C1[通道1]”新建设备，可以到达相同的目的。 



   

 

d).手动输入服务器的IP地址:192.168.0.1，然后确定，提示创建标签点击否，不要创建，

可以在线选点。 

 

  



   

e).右击设备->扩展功能 远程OPC配置 

 

f).点击获取远程配置，选择“是”，就把刚才在服务器端配置的工程更新到了个人电

脑。 

 

 g)获取成功。如果未获取成功请检查服务端软件是否启动，服务端IP填写是否正确。 

 

 h).点击关闭按钮，弹出提示框将OPC配置保存在本地，选择“是”，保存。 

 

 i).生成数据标签，保存工程，待上传下载至采集器。 



   

 

第二种选点方式已完成，接下来上传下载工程请直接看 “第五章 上传工程”。 

  



   

第5章 上传工程 

无论是通过那种选点方式，最后生成在HXGEBuild的数据标签点位为最终的采集工程，

需要通过上传下载将做好的工程下载到采集器，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1、上传下载 

a).点击菜单栏的“上传下载”按钮。 

 

 b).如果采集器已连接个人电脑，点击IP切换，可以搜索到采集器的IP等信息，双击

IP。 

 

 c).双击IP后，这些按钮由灰色变成了可操作按钮，说明已经成功连接采集器，点击更

新工程至网关。 



   

 

d).弹出更新工程信息，一般默认即可，直接点击开始传送，工程下载完毕。 

 到目前为止，采集器已经开始采集opc服务的数据，可以通过远程监视一下数据采集情

况。 

2、远程监视 

a).点击菜单栏“远程监视” 

 

b).选择刚才更新进去的采集器 

 

c).查看采集到的数据和质量戳情况。 



   

 

d).右击通道可查看报文 

 

  



   

第6章 常见问题 

1、 第一种选点方式和第二种选点方式有什么相同之处和不同之处？ 

答：相同之处：目的相同，最终目的都是实现将所需的点位，正确的选择到HXGEBuid软件

的数据标签中，从而将这些数据标签信息下载至采集器中。 

 不同之处：第一种选点方式就是通过OpcClientMaker.exe把服务器上所有的点位信息

事先扫描下来，存放在我们的桥接软件目录下，然后启动桥接程序，通过远程的方式，在

个人电脑上选点，再将选好的点位信息同步更新到服务器上的OpcBrgClient.exe上，生成

opc_db.xml文件，实现同步数据采集，此方式的优点在于减少在服务器上的操作，以防误

改掉服务器其他程序。第二中选点方式是通过OpcClientMaker.exe在服务器上直接选点，

直接保存配置完的opc_db.xml文件，在远程电脑直接获取工程即可，此方式的优点在于，

减少个人电脑端的操作步骤，减少连接服务器的次数。 

2、 个人电脑在线选点过程中，选择server时提示错误？ 

答：原因1：可能个人电脑没有安装OPC运行环境，尝试安装opc-core-componentsx64.msi

后再重新操作,如果需要安装可以联系我们技术人员。 

 原因2：可能是服务端的桥接程序OpcClientMgr.exe没有启动，检查是否启动此程序。 

 原因3：可能是设备层服务器IP配置错误，检查服务器IP是否填写正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