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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简介  

1.1 免责声明 

在指南发行后，蒙特因为生产以及其它原因，保留对设备规格、数量和规模大小等内容进行

更改的权力。本使用维护指南由蒙特公司的专家进行编写。尽管我们相信手册的内容准确完

整，但蒙特公司不对任何特定的目的进行承诺。蒙特公司希望手册中的内容能够帮助用户正

常使用、维护设备，忽视指南提供的指导和警告所带来的风险由用户自行承担. 

1.2 介绍 

恭喜，您选择购买了猪管家Trio，这是一个极好的选择! 

为了实现产品的所有功能，设备需以正确方式进行安装、调试以及运行。在安装或使用风扇

之前，用户需仔细阅读该手册。手册应妥善保管，以备不时之需。该手册提供关于蒙特控制

器的安装、调试和日常运行的相关信息。 

1.3 备注 

发布日期: 012020 

蒙特公司无法保证通知用户新的内容变动、或将新的手册分发给用户。 

版权所有。没有蒙特公司的书写许可文件，不可转载手册中的任何信息。该手册的内容会在

没有通知的情况下进行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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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猪管家TRIO触摸屏的使用 

• 图标 
• 控制面板 

2.1 图标 

 

 
返回上一界面 

 
查看主菜单 

 
选择语言 

 
网络设置 

 
查看警报 

 
返回主界面 

 设置图标 

 编辑参数 

 将仪表板电池更换为标准的 3V 电池. 

手机App应用 

 单击包含用户名的圆圈以编辑个人首选项，

如语言、单位、名称等。 



 

 © Munters AB, 2021 9 

 当 Trio 控制两个或更多房间或农场中有两个

或更多房屋时，发送到所有人可以在多个房

间或房屋中编辑某些选择功能。编辑设置，

单击发送给所有人，然后选择所需的 Trio。
所选房间或房屋的设置被更新。注意：发送

给所有人不会出现在每个屏幕上。 

2.2 控制面板 

通过控制面板可查阅所有TRIO功能。 

 

• 点击不同的部分可进入对应控制页面。  
• 点击通风、温度或设备按钮，可查看对应功能的快捷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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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设置 

实体设备安装结束之后的初始步骤在下文中说明。 

• 定义通用设置 
• 批次设置 
• 定义预期的动物体重 
• 调整动物数量 
• 查看猪管家TRIO版本 

3.1 定义通用设置 

• 定义偏好参数 
• 定义时间/日期 
• 定义房间设置 

3.1.1 定义偏好参数 

1. 进入系统 > 常规设置 > 用户界面 。 

 

2. 设定单位：共有两个选项 
• 将所有的单位定义为公制或英制。 
• 定义所有单位。点击编辑 > 自定义，然后进行定义 

o 温度（摄氏度或华氏度） 
o 压力（帕斯卡/英寸水柱） 
o 体重（千克/磅） 
o 空气流量：立方米/小时或立方英尺/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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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启用/禁用识别码访问：识别码访问是一种安全措施措施。用户必须拥有识别码,才可

对设置进行编辑。   

 

3.1.2 定义时间/日期 

1. 进入系统 > 常规设置 > 时间和日期界面 。 

 

2. 定义： 
o 时间 

 自动调整日期和时间：启用此选项可自动更新日期和时间 

 设置日期和时间：手动输入日期和时间。 

o 时区：从下拉列表中选择时区。 

注意  如果启用自动日期和时间，要设置时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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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定义房间设置 
选择系统 > 常规设置 > 房间，选择房间模式。  房间模式基于动物的成长阶段。用户可更改

成长周期的具体阶段。 

 

• 定义： 
o 成长阶段 

 妊娠期：怀孕周期（114天） 

 分娩期：从仔猪出生到第21天（断奶时）。 

 哺乳期：仔猪与母猪分离。 
 育期：将猪从哺乳室转移到育肥，持续115 - 120天 
 生长期：与育肥期相同 
 公猪：用于繁殖的公猪。 

 母猪：用于繁殖的母猪。 

 断奶期：与哺乳期相同 

 配种：后备母猪 

 人工授精 

 诱情 

o 房间编号 
注 房间1的菜单栏为蓝色。房间2的菜单栏为绿色。点击箭头可切换房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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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批次设置 

批次设置进行畜群数据定义。  在成长周期开始时定义这些设置。批次设置包括： 

• 生长天数（用于各种系统算法） 
• 通过批次编号可追踪各畜群的产量。 
• 定义批次设置参数 
• 定义批次设置 

3.2.1 定义批次设置参数 
• 手动设置 
• 批次设置向导 

3.2.1.1 手动设置 

1. 进入批次 > 批次设置界面。 

 

2. 定义： 
o 成长天数：该参数用于定义动物年龄。午夜过后，成长天数自动加一（1）。  

编辑成长天数时，该数值只能增加，不能减少。猪管家TRIO的成长天数会在

每天午夜时增加。范围：0至999 
o 动物数量：在批次开始时设定动物数量。 

注 如出现动物死亡，用户可对动物的数量进行编辑。请参见第59页“动物数量的调整”。 

o 批次编号：各畜群的独有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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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间模式：在房间模式下可启用或禁用常规功能。如选定正常模式，所有功能均将

启用。成长天数的管理方式如上所示。  如果用户将房间模式切换为其它模式，成

长天数不会增加，只能够启用特定的具体功能。 
o 正常 
o 清空 

 根据通过热量和通风设定的输出量进行通风。 
 停止增加成长天数。 
 停止水位警报器 - 即使警报功能已启用。 

o 预加热：动物进驻之前对养殖设施进行预加热。 
o 预清洗/清洗：在各批次之间通过预清洗和/或清洗的方式清洁养殖设施。 

 根据通过热量和通风设定的输出量进行通风。 
 停止增加成长天数。 

3.2.1.2 批次设置向导 

Trio 版本5.0.11 新增了简单易用的设置向导以设置在养或预加热模式。通过向导可以定义负

的养殖天数（用于预加热模式）。当在Trio中新建养殖批次时： 

o 删除历史数据 
o 将日龄清零 

o 将养殖批次号累加进一 
o 记录此批次新建事件 

1.   按下 “新建批次”按键 

 

2. 定义批次号并点击 “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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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选择在养模式或预加热模式后进入下一步 
o 在养模式 

 

定义日龄（0或更高），期初入栏数 
o 预加热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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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义： 
o 日龄数（-7或更小；默认值为-2） 

o 期初入栏数 
o 进入在养模式的事件（进入在养模式的0日龄的具体时刻） 
o 期初体重 

3.2.2 定义批次设置 
如果这些房间未处于正常模式，通过“批次设置”设定页面设定房间的基本参数。  所有其它模

式参数均与此相同。 

1.  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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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定义： 
o 通风输出量：定义最大通风输出量。 
o 热量输出：定义最大热量输出量。 
o 警报：启用或禁用 
o 高温/低温警报：设定温度上限/下限值，超出此温度范围时，控制器将激活温

度警报。 
o 计时器：启用或禁用表示激活房间模式的时间。 
o 定时器:启用或禁用。这将激活房间模式。(设定一个计时器来启用该功能)。 

3.3 定义预期的动物体重 

如果选择根据体重通风模式，通过动物体重计算所需空气量（第 34  页）。可在此界面下设

定成长周期内的预期动物体重。猪管家TRIO能够提供可编辑的默认图表。 

• 仔猪：1.5千克至2.0千克 
• 仔猪：母猪带仔时间21至42天（20千克） 
• 出栏设施：最多75至100千克 

 

• 动物体重主界面 
• 动物体重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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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 动物体重主界面 
1. 进入批次 > 动物体重界面。 

 

2. 定义： 
注 猪管家TRIO能够提供默认生长曲线。用户可在必要时对成长天数和动物体重进行编
辑。 

o 天数：表示达到预期体重的成长天数。  范围：0至999 
o 动物体重：设定预期的动物体重。范围：0至2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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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动物体重曲线 

点击查看体重曲线 . 

 

3.4 调整动物数量 

畜群中减少或增加动物之后，编辑动物的数量。 

1. 进入批次 > 动物管理界面。此界面可显示动物的死亡率数据。 

 

2. 点击增加死亡率，编辑（增加或减少）减少或增加的动物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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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查看猪管家TRIO版本 

进入系统  > 常规设置  > 关于界面 ，能够查看设备的相关信息。  用户在与技术支持人

员沟通时，需要提供此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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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饲喂管理 

• 饲喂模式总结 
• 饲喂模式设置 

4.1 饲喂模式总结 

饲料储存在舍外的料塔里。螺旋钻将饲料输送到漏斗。在螺旋钻和料斗上安装传感器，以确

保适量进料。饲喂线根据从料斗发送的信号将饲料从料斗输送到给料盘。TRIO接收来自螺旋

钻和漏斗的输入，能够控制饲料分配(启动和停止信号)。此外，如果运行时间超过定义的参

数，用户将可以启动报警。 

 饲喂继电器必须布线、设置和映射 

 饲喂线和饲喂数字感应器必须布线、设置和映射 

4.2 饲喂模式设置 

根据用户设计的时间表，使用进料界面来开启/关闭螺旋钻和进料机。所有上料和下料机都

按照时间表运行和工作。 

1. 进入控制>饲喂 

 

2. 点击 . 

3.设置 
o 日选项：此选项可设置直到下一个所定义日期的料线运行状态，最多可设置8

组。 
o 饲喂开始时间：设置每次饲喂开始的时间。根据需要可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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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饲喂运行时间(min.):定义饲喂运行的持续时间。 

o 饲喂线传感器最长延迟时间(分钟)：设置从饲喂开始时间到TRIO产生警报的最

长时间 

4. 如需设置告警，请进入控制> 饲喂> 设置。启用警报。 

 

5. 点击并设置饲喂器 
o 警报时间框架：设定饲喂器和螺旋钻的工作时间，一天24小时或特定的时间

框架。 
o 警报开始日期：控制器开始发送警报的成长日。 

o 运行时间过长/过短:如果进料机和螺旋钻的运行时间分别大于或小于这个时间

，控制器就会发出警报。 

 进料机超时报警：当最后一盘饲料发出信号时，进料机开始饲喂。饲料

分配继续进行，直到盘子装满。如果饲喂线工作超过设定时间，感应器

则发出报警。 

 进料器在工作时间内：进料器在时间下如果没有工作将发出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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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温度设置 

• 关于温度曲线 
• 配置温度曲线 
• 紧急温度控制 

5.1 关于温度曲线 

随着动物成长阶段的变化，所需的气温也会发生改变。  猪管家TRIO启用温度图表设置功能，

用户可通过此功能设置（最多）成长周期中10天内的目标温度。目标温度是猪成长周期内的

理想环境温度。  确定目标温度和成长天数之后，猪管家TRIO会生成一条曲线，其中目标温

度会自动逐渐调整。  随着成长天数的增加，目标温度也会逐渐降低至下一个设定值。 

例如，如果第1天的目标温度为95℉，第5天的目标温度为86℉，TRIO将调整第2至4天的目

标温度，以便接近第5天的设定值。 

 

图 1: 温度曲线示例 

此外，温度曲线还具有其它功能： 

• 设定实际温度降至目标温度（加热）以下时的起始供暖时间。 
• 设定供暖终止时间。 
• 定义温度过低时的报警时间（低温警报） 
• 设定温度过高时的报警时间（高温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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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配置温度曲线 

• 定义温度曲线参数 
• 定义温度曲线设置 

5.2.1 定义温度曲线参数 
1. 进入环境条件 > 温度曲线界面。 

 

2. 最多可对曲线中的 10 个点进行配置。 
3. 定义： 

o 天数：设定具体温度设定环境中的成长天数  每一天的编号都不得重复。范围

：0至999 
o 目标：目标温度为猪舍所需温度。所有通风计算都基于此规范。范围：-40℃

至+90℃ 
o 区域加热：此参数为区域加热器的启动设定值。   
o 冷却：此参数为冷却设备的启动设定值。如果目标温度更改，此数值也将相

应变化。范围：目标温度至+90℃ 
o 隧道：此参数为启用隧道通风的设定值。如果目标温度更改，此数值也将相

应变化。范围：目标温度至+90℃ 
  只有继电器设定为区域加热器或冷却继电器时，才能够出现区域加热和冷却按钮（Refer to 
the Installation Manual）。有在通风设置界面下启用隧道通风之后，隧道按钮才会出现（第 54 
页）。 

o 低温/高温警报：此参数为猪管家TRIO发出警报时的温度与目标温度之间的差

值。范围： 
 低温警报：-40℃至目标温度 
 高温警报：目标温度至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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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 定义温度曲线设置 

 

1. 点击。  
2. 定义： 

o 目标偏移量：通过此数值可调整所有温度曲线。用户可通过此参数值临时上

调或下调特定环境对应的所有温度。偏移量适用于表格中的所有参数。 
o 温度低于传感器下限温度警报：如果温度低于此数值，系统发出“传感器低温”

警报。此数值为差值  范围：0.0°至10.0° 
o 温度高于传感器上限温度警报：如果温度高于此数值，系统发出“传感器高温”

警报。此数值为差值  范围：0.0°至10.0° 
o 外部温度偏移值：高温设定值 = 外部温度测量值 + “外部温度偏移值”范围[0.0°

至10.0°] 
o 绝对高温：设定临界温度（最高许可温度）。 

5.3 紧急温度控制 

如果猪管家TRIO长时间未接收温度传感器发出的信号，将触发警报。在猪管家TRIO停止接

收信号的时间内，如果系统警报已触发，将保持当前通风等级。警报已触发时： 

• 如果有外部温度传感器， 
o 调整通风的强度。 
o 通风等级不会低于最低通风模式 

• 如果无外部温度传感器， 
o 保持已知的上一次正输出量（故障之前） 
o 关闭负输出量 
o 冷却设备停机同时停止空气质量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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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通风简介 

蒙特猪管家TRIO通风定义，由三个要素组成： 

• 定义最小和最大通风量: 定义最小和最大通风量定义了任何特定生长日需要的空气

量。  根据这些要求，猪管家TRIO确定运行的风机。 

• 定义风机/通风策略:  定义风机/通风确定风机提供的空气量以及提供空气的风机。   

• 此外，猪管家TRIO控制进气口和隧道门。有两种方法可以控制进气口和隧道门。 
o 静态压力：根据内外气压差，猪管家TRIO不断计算进气口/门的开口位置。  当

进气口/门更改到其他级别时，在风机增加/减少到该级别前，猪管家TRIO计算

开口位置。  请注意，猪管家TRIO使用分配给进气口/隧道门级别的位置作为最

小开口位置。 

o 位置控制：用户可以按级别定义进气口、出气口和隧道门的开口位置。  注意

，当进气口/门要更改到其他级别时，在风机增加/减少到该级别前，进气口/
门先一步达到该级别。 

o 在第48页进风和湿帘通风中详细说明进气口控制。 

6.1 定义最小和最大通风量 

在设置环控 > 最小/最大通风量屏幕中，用户定义生长周期内的通风下限和上限：每个生长

日允许的最小和最大通风换气量。 

• 系统以最小通风量运行时，可确保进入系统的清洁空气量充足，同时保持空气温度

接近目标温度。 
• 上限确保禽/畜在任何特定生长阶段均不会遭受过多空气。   
• 如果温度超出目标温度很多，通风量将会有所提升。如果提高通风量无法降低温度

，则通风量会一直上升，直到达到该生长日定义的最大量。 
• 如果温度下降到用户定义点，打开加热器。在此温度下，通风将处于最低级别。 
• 选项： 
• 仅限生长日曲线。 
• 动态通风：该选项可以根据室外温度增加或减少最小/最大通气量。 

o 动态最小值：控制器根据室外温度的冷暖设定值调整冷暖设定值之间的最小

值。 

o 动态最大值：控制器根据室外温度的冷暖设定值调整冷暖设定值之间的最大

值。 

• 欲了解更多信息，请参考第 定义动态通风模式 页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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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重量通风：用户根据禽类累计重量定义供给禽类的空气量。欲了解更多信息，请

参考第 根据体重进行通风 页 34。 

• 曲线：猪管家TRIO计算生长日曲线；日间增长稳定。如果没有启用曲线，通风量

会在下个定义生长日增加。欲了解更多信息，请参考第 添加曲线 页35。 

6.2 定义风机/通风方案  

猪管家TRIO可以通过三种不同的方法定义供气量： 

• 基础（必选）。 
• 额外(选项)。 
• 隧道(选项)。 

6.2.1 基本通风 

基础通风提供极其精确的通风级别。  通风级别最多为10级（如果需要，用户定义级别可以

少于10级）。每级代表通风量增加10%，猪管家TRIO精确调整风机速度和组合方式，以确保

精确提供空气量。用户定义每个级别的风机组合，提供所需的通风量。   进入下个级别

前，风机能够提供当前级别的最大空气量。   

• 根据已安装风机类型，基础通风支持开关风机、可变风机和高效风机。此外，风机

可以循环运行（选项）。 
• 如果基础通风以100%（定义的最高空气量）运行，并且温度继续上升，猪管家

TRIO会切换到额外或隧道通风系统（如果启用）。   
下图中，基本通风以30%运行（定义的最小值）。最大通风量设置为95%。此外，通风以最低

限度运行且温度低于目标温度，加热以10%运行。 

详细信息请参考第  基本通风 页 39。 

 



 

 © Munters AB, 2021 28 

6.2.2 额外通风 

如果启用，额外通风作为过渡阶段。在下列情况下运行额外通风： 

• 基础通风无法提供足够的空气，无法将温度降至目标温度 
• 温度仍然低于隧道设定值。 

• 猪管家TRIO只有在温度比目标温度高0.5⁰的情况下才会进入额外通风（这是最小值

；可以设置更大差值）。 
• 可以为每个级别设置差值，确保仅在需要时增加通风量。 
• 额外通风级别最多为10级。按照基础通风的方式定义每个级别所用风机，然而，级

别之间没有曲线。   
在下例中，额外通风运行级别为15级。该生长日最低级别为3级（30%），最高级别为T1级
（隧道通风1级）。 

 

• 详细信息请参考第 额外通风 页 52。 

6.2.3 隧道通风 

如果启用，一旦温度达到隧道设定值，猪管家TRIO就会打开隧道风机，并打开隧道门。按照

基本通风的方式定义每个级别所用风机，然而，级别之间没有曲线。   

• 即使已启用额外通风，如果温度高于隧道设定值，猪管家TRIO将直接进入隧道模

式（跳过额外通风）。 
• 可以为每个级别设置差值，确保仅在需要时增加通风量。 

在本例中，隧道风机级别为T6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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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细信息请参考第 隧道通风 页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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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最大最小通风模式 

根据成长天数配置最小和最大通风级别的方式将在下文中说明。  如果温度超过目标温度，

猪管家TRIO将增加风机转速、周期时间，同时打开进气口等，逐渐提升通风的等级。 

• 建筑结构概要 
• 定义基本通风模式 

• 测量风机 

7.1 建筑结构概要 

在一种典型的模式下，猪群都在猪舍内活动，其中所有房间都连接至中央通风系统。每个房

间都有控制进风量的进气口。集中控制的风机通过进气口将空气送入房间。   

系统将外部空气送入阁楼，控制器保持空气导管中的压力达到所需的数值。可通过调整各房

间的进气口，可独立控制进风量。随着温度的提升，进气口会越开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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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定义基本通风模式 

1. 进入系统 >控制策略 > 通风设置界面  。 

 

2. 确认动态最小/最大通风模式和最小通风模式已禁用。 
3. 进入环境条件 > 最小/最大通风界面。 

 

4. 点击。  
5. 定义： 

o 天数：设定所需最小/最大设定值对应的成长天数。每一天的编号都不得重复。

最多可添加十行。 
o 最小/最大百分比:设置最小和最大通风百分比。TRIO会随着温度的变化自动调

节通风 

额外/隧道最小通风：当天气炎热需要额外的最小通风时，额外/隧道最小通风可以提供最小

的通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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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在系统>控制策略>通风中 ，启用额外通风和/或隧道(参见第 101 页，设置额外

通风)。 

7. 进入气候>最小、最大通风，点击 . 

8. 将鼠标置于最小级别或最大级别会出现基本/额外/隧道图标。 

 

9. 点击相应的通风图标 

10. 按要求设置通风 

7.2.1 定义动态通风模式 

选择动态通风模式，可在极端温度环境中（由用户设定）提升或减少通风量。 

1. 进入系统 > Control Strategy >  通风设置界面  。 

 

2. 在最小/最大通风参数栏中启用下列功能： 
o 动态最小通风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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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动态最大通风或 
o 同时启用在此示例中，两个功能都已启用。 

3. 进入环境条件 > 最小/最大通风 > 设置界面。   

 

4. 定义： 
o 动态最小外部高温/低温：设定动态通风开始运行的低温。   
o 动态最大外部高温/低温：设定动态通风开始运行的高温。 

5. 进入环境条件 > 最小/最大通风界面。 

 

6. 定义： 
o 低温最小通风减少量：这个参数是外部温度达到动态最小外部低温时，最小

通风量的减少量。 
o 高温最小通风增加量：这个参数是外部温度达到动态最小外部高温时，最小

通风量的增加量。 
o 低温最大通风级别：如果外部温度达到动态最大外部低温，最小通风量不会

超过此等级。 



 

 © Munters AB, 2021 34 

o 高温最大通风级别：如果外部温度达到动态最大外部高温，最小通风量不会

超过此等级。 

7.2.2 根据体重进行通风 

• 如何按体重进行通风 
• 通过体重参数确定通风模式 

7.2.2.1 如何按体重进行通风 

根据体重通风模式中，可按照养殖设施内的动物数量、预期体重和外部温度确定通风量。猪

管家TRIO根据上述因素计算所需空气量之后，即可确定所需的通风供气量。只要有一个因

素改变，猪管家TRIO将重新计算通风量（以便防止通风量变更过于频繁，所有变更都必须

超过用户设定量）。 

• 如果使用循环风机，可通过所有通风量的最小和最大运行时间，确定最小和最大

CFM。如果当前通风模式下生猪的空气量（基于生猪的数量和体重）不足，猪管家

TRIO会发出警报。用户需要重新设定最小通风量。 
• 如果使用变速风机，最小和最大CFM取决于设定的百分比数值。但是，如果变速风

机以周期模式运行，风机的运行取决于周期时间，而不是用户设定的风机转速。 

7.2.2.2 通过体重参数确定通风模式 

1. 进入系统 > 通风设置界面 。 

 

2. 在最小/最大通风参数栏中，启用基于体重的通风功能。 
3. 进入环境条件 > 最小/最大通风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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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点击  
5. 定义： 

o 最小单位体重供气量：单位禽类体重所需的供气量。 
o 最大供气量：成长天数对应的最大通风量。 

注 如果已启用动态通风模式，点击设置，设定这些参数值。  请参见第66页“动态通风模
式的设定”。 

7.2.3 添加曲线 

以下将显示，您必须设置风扇，使其在增加曲线内，该曲线在最小最大通风屏幕中定义的天

数之间。 

1. 进入系统 > 通风设置界面 。 

 

2. 启用曲线状态  此时曲线中的通风量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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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测量风机 

测量风机测量房间内的空气流速。更确切地说，风机用于精确地确定实际输送的排气量。此

设备可用于： 

• 测量实时的空气流速 
• 如果空气流速不满足计算的最低通风要求，则启用通风补偿 

 定义 1 个传感器为测量风机。请参阅设备映射章节，请参阅安装手册。 

7.3.1 测量实时的空气流速 

在这个设置中，测量风机用于显示实时空气流速。 

1. 进入系统 > 设备和传感器界面。在测量风机端口： 

a.定义关联风机为无（None）。 

b.确认测量风机已启用。 

2. 进入系统 >  控制方法 > 控制策略界面 。 

 

3. 在“测量风机用途”参数中，将用途定义为监测器。 

注 测量风机最大补偿参数与此设置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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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2 通风补偿 

在该选项中，测量风机用于确保风量满足第36页“最小和最大通风”中定义的最小值。最小通

风功能定义风机必须提供的最小通风量。测量风机测量实际提供的通风量。如果实际通风量

小于所需的通风量，测量风机将增加指定风机的转速以补偿此差异。 

 定义 1 个传感器为测量风机。请参阅安装手册.。  

 将继电器或模拟端口定义为风机。必须定义此风机的风量。请参阅安装手册.。 

1. 进入系统 >设备和传感器界面，选择测量风机。 

2. 在相关风机参数中，定义指定的补偿风机。 

3. 确认传感器已启用。 

4. 进入系统 > 控制策略界面 。 

 

5.在“测量风机用途”参数中，将用途定义为实时补偿 

6.在“测量风机最大补偿”参数中，定义相关风机转速的最大增加百分比。范围 0-

100%。默认 10%。 

 



 

 © Munters AB, 2021 38 

8 通风级别 

• 基本通风设置的配置 
• 基本通风 
• 额外通风 

• 隧道通风 

• 进气口校准的配置 

• 搅拌风扇 

8.1 基本通风设置的配置 

 在开始前至少映射一个通风设备 

1. 进入环境条件 > 通风界面，然后点击...。  

 

2. 定义： 
o 最大效率：请参见风机有关内容（风机（高效风机）） 
o : Munters 建议保持这个功能设定为默认设定（否）。  

o : Munters 建议保持这个功能设定为默认设定（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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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基本通风   

基本通风级别表示各级别下最小通风级别对应的供气量。  随着温度的提升，最小通风模式

的供气量也会提升，以尽量使温度接近目标温度。 

• 定义基本通 
• 风机选项 
• 进风和湿帘通风 

8.2.1 定义基本通 
在这种配置环境中，猪管家TRIO可将最小通风量从一级的10%提升至10级的100%。不同级

别之间不存在曲线，通风量由低级别至高级别逐步提升。 

 根据第  页“输入输出设备的映射和设定”，根据需要将继电器和模拟输出端口映射至

风机、进气口和冷却风机。以下界面中只会显示已映射设备。 

1. 进入环境条件 > 通风界面。 

 

注 此时界面中不会显示风机。 

2. 点击。  
3. 点击需要激活的继电器控制风机。1) 风机周围将显示一个方框。2) 界面右上角将出

现风机的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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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点击右上角的风机图标。  两个风机图标都会变为蓝色。 

 

5. 根据需要确定风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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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例中，风机 1 按照根据温度和天数设定的级别运行，从 1 级开始。  风机最多可提供

10%的通风量。4 级模式下，风机 2 也开始运行，最多可提供 40%的通风量。 

每个级别显示最大可能的通风能力。在此示例中，每个风扇的容量为 5000 M3/h。在 

1 级，这意味着最大值为 50000 M3/h，在 4 级为 10,000 M3/h。 

 

8.2.2 风机选项 
在以下章节的实例中，通风周期中必须启用风机。 

• 模拟风机 
• 模拟风扇 
• 风机（高效风机） 
• 风机轮替 

8.2.2.1 模拟风机 

 根据第 31 页“输入输出设备的映射和设定”，根据需要将继电器和模拟输出端口映射

至风机、进气口和冷却风机。以下界面中只会显示已映射设备。 
1. 进入系统 > 通风设置界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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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定义: 
o 总周期时间（秒），表示最小通风周期时间。范围：60 - 999秒 
o 最小周期停机时间（秒）：如果使用周期时间，猪管家TRIO将自动调整主界

面中设定的开机时间。此参数表示最小停机周期。范围：0至600秒 

3. 进入系统   控制模式  通风 . 

 

4. 启用最小通风周期。   

5. 进入环境条件 > 通风界面。  界面上会出现风机启动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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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控制风机以周期模式运行： 

a 点击 . 

出现图标。  

b 点击 图标变为蓝色。  

c 在启动时间（秒）字段输入周期启动时间（进入设置界面以便确定停机时间） 

 

在此示例中，风机1在4级下以周期模式运行（100秒启动），风机2持续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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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2.2 模拟风扇  

1.单击模拟输出控制的风扇。  风扇周围出现一个框。  

 

2.输入风扇的输出。 

 

在 1 级（总风扇风量的 10% 输出），风扇 1 以 35% 的速度运行。在第 4 级（总输出的 40%
），速度下降到 20%，但风扇 2 也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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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2.3 风机（高效风机） 
1. 点击模拟输出端口控制的风机。1) 风机周围将显示一个方框。2) 界面右上角将出现

风机的图标。 

 

 
2. 点击右上角的风机图标。  两个风机图标都会变为蓝色。风机下方将显示百分比数值。 

3. 点击。  此图标和风机图标变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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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百分比字段输入风机最大转速（以百分比数值表示）。 

 

5. 在此示例中，风机 1 和风机 2 持续运行，风机 3 是高效电机，最大转速为风机最大

转速的 65%。 

通风量反映了效率风机的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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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2.4 风机轮替 

使用相同的风机或数量有限的专用风机会导致机械磨损，例如驱动皮带。 为了减少这种损

害，TRIO可以在风机之间“轮替”。 轮替功能将同一级别在不同风机之间切换 

激活风机轮替功能: 

1. 进入系统>控制策略>通风。 

 

2. 启用风机轮替和最小通风周期。   

3. 环控> 通风。 

 

4. 在激活风机轮替后，点击任意您想作为轮替的风机。  显示出来。 

5. 点击该图标。 重复其他想要同样设置的风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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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面的例子中，在级别 0 时，风机 1 与风机 2 轮替。 在第 2 级时，风机 1 与风机 2
轮替，而风机 3 始终运行在循环。  

 

8.2.3 进风和湿帘通风 

在基本通风系统中，TRIO可以使用以下两种方法来控制进气口 

• 风力控制 
• 静态压力 

注  出风口仅可通过风力控制 

选择进风口控制模式: 

1. 进入系统   控制模式   通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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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进入进风控制模式  选择风力或压力. 

8.2.3.1 风力控制 

1. 进入环境条件 > 通风界面。 

 

2. 点击。  

 

3. 点击所需的进风口/出风口，并通过单击出现的风扇符号启动。 
4. 设定各级别各进气口/隧道门的打开幅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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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3.2 静态压力 

如果设定为压力控制，静态压力（内部和外部之间的空气压力差值）可控制进气口打开或关

闭（用户可通过进气口和幕帘等级界面确定打开位置）。保持适当的压力，可确保空气以适

当的速度和方向进入室内，并确保有效的空气交换。请注意，只有在一个或多个风机运行时

，猪管家TRIO才会调整进气口的打开幅度。 

根据空气流量规范设定所需压力。  内外压力的差值越大，空气流量就越大。 

• 最小通风或额外通风模式的静态压力 
• 静态压力主界面 
• 静态压力设置界面 
• 高静压报警状态 

8.2.3.2.1 最小通风或额外通风模式的静态压力 

在最小/额外通风模式中，根据外部温度调整目标压力。猪管家TRIO根据低温和高温目标压

力设定值之间的曲线计算目标压力值。 

 

根据外部温度调整曲线，以便将压力保持在适当状态。如果外部温度高，大量空气会缓慢进

入室内（静态压力低）。如果外部气温低，通风主机调整进气口，使少量冷空气快速进入室

内（静态压力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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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3.2.2 静态压力主界面 

1. 进入环境条件 > 静态压力界面。 

 

2. 定义： 
o 区间：如果静态压力值超出这个范围，控制器必须关闭或打开进气口，以便

尽量减少或增加通风量。范围：0-20帕斯卡。 
o 目标压力：设定外部高温和低温对应的所需压力等级。 
o 外部温度：设定进气口打开或关闭的温度标准。（此参数需要配备外部温度

传感器） 
o 压力警报：设定系统发出警报的压力上限和下限值。 

8.2.3.2.3 静态压力设置界面 

 

• 定义： 
o 通风延迟：如果压力超出或低于所需级别，猪管家TRIO将在此参数设定的时

间值之后，开始调整进气口的打开幅度。  范围：0至999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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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低压警报下限压力值：如果压力低于此数值，系统禁用静态压力低警报。范

围：1至10帕斯卡 

8.2.3.2.4 高静压报警状态 

如果静态压力超出目标值，进气口继续打开，直到达到最大打开位置。如果静态压力超出目

标值，而且所有进气口均已打开，猪管家TRIO将进入静态压力高警报状态。如果出现这样

的情况： 

• 猪管家TRIO触发高压补偿事件，系统将记录在案。 
• 其它进气口打开10%如果压力仍未降低，可重复该步骤。 

• 即使静态压力降至警报设定值以下，系统也将继续发出静态道最小通风高警报，直

到用户重置警报。用户必须重置警报，确认警报或重启控制器不会将警报取消。 

8.3 额外通风 

启用此选项，可激活扩展布局，设定功率/渐变通风等级。 

 只有在启用额外通风功能后，这些功能才会在界面上显示。 

 配置额外通风时要求至少对应一台风机、一个进风口或一个隧道门. 

• 额外通风简介 
• 额外通风的设定 

8.3.1 额外通风简介 
在下列环境中可通过额外通风模式增加通风量： 

• 最大通风模式以100%功率运行 
• 温度未达到隧道的目标温度 
• 室温至少高于目标温度0.5℃但是用户可指定更高的差值。 

额外通风模式共有10个级别（11至20）。   

8.3.2 额外通风的设定 

1. 进入系统  > 通风设置界面 。 
2. 在通风参数栏中，启用额外通风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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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进入环境条件 > 通风界面，然后点击额外通风标签。 

4. 点击。  

 

5. 在各等级中设定： 
o 级别：只读 
o 温差：定义温度差值如果各级别温度超出目标温度的幅度达到此数值，额外

通风模式启动。  范围：0.0℃至10.0℃ 
注 所有差值均不得低于之前级别的差值。 

o 风机状态风机的配置方法参见以下章节： 
 定义基本通, 3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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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隧道通风 

启用之后，用户可以： 

• 设定通风程序中的隧道级别。 
• 确定通风程序中的隧道设定值。 
• 确定隧道压力设置。 
• 确定温度曲线中隧道温度的设定值（参见第 24 页温度曲线的配置）。 

 一个隧道门必须被设置，否则隧道通风将不被运行。 

 配置隧道通风需要对应至少一台风机一个隧道门。 

 只有在启用隧道通风模式后，该界面才会显示这些功能。 

• 隧道通风参数的设定 
• 定义隧道通风设置 
• 隧道门 

8.4.1 隧道通风参数的设定 

1. 进入系统  > 通风设置界面 。 
2. 在通风参数栏中启用隧道参数。 

 

3. 进入环境条件 > 通风界面，然后点击隧道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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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各级别中设定： 
o 级别：只读 
o 温差：定义温度差值如果各级别温度超出目标温度的幅度达到此数值，额外

通风模式启动。  范围：0.0℃至10.0℃ 
注 所有差值均不得低于之前级别的差值。 

o 风机状态风机的配置方法参见以下章节： 
 定义基本通, 39 页 

8.4.2 定义隧道通风设置 

 

• 定义： 
o 隧道滞后：此参数为差值。如果温度达到隧道温度减去此差值的水平，通风

量降低至额外通风（如启用）或最小通风模式级别。 
o 外部温度退出限制：此参数为差值。  如果外部温度达到隧道温度加上此差值

的水平，通风量将保持隧道模式级别。 



 

 © Munters AB, 2021 56 

o 隧道退出延迟（分钟）：如果猪管家TRIO通过计算决定退出隧道模式，系统

在退出此模式前会设置一个时间延迟（此参数规定的数值）。通过此参数可

防止TRIO过快进入和退出隧道模式。 

8.4.3 隧道门 

在隧道通风系统中，TRIO可以通过级别或静压控制来控制隧道门。控制方法和控制进风口相

同。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这些章节 

• 风力控制 
• 静态压力 

 

8.5 进气口校准的配置 

用户在安装过程中启用数字输出进气口的自动校准功能。如果进气口的移动次数达到启动校

准的标准，系统将自动进行校准。 

一次只能对一个进气口或隧道幕帘进行校准。 

• 如果目标位置为100%，继电器打开。 
• 当目标位置为0%时，继电器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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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进入系统  > Control Strategy > 通风设置界面 。 

 

2. 点击。  
3. 定义： 

o 启用校准：选择一天24小时，或设定具体时间框架。   
o 步骤数：用于设定步骤数量（移动次数）。 
o 接近边缘的程度：进气口将根据与边缘的接近程度打开或关闭。例如，如果

此参数设为10%，当幕帘打开幅度低于10%，幕帘将关闭；当打开的幅度超

过90%，幕帘将完全打开。 
o 关闭温度下限（外部）：如果外部温度达到这个设定值，进气口就会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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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搅拌风扇 

搅拌风扇混合房间内的空气。 要定义搅拌风扇功能： 

1. 将继电器或模拟端口定义为搅拌风扇（refer to the Installation Manual）。 

2. 定义搅拌风扇参数（refer to the Installation Manual）。 

3. 选项：定义搅拌风扇循环时间（参见 模拟风机，第 41） 

4 .如果通风风扇以循环运行，请转到"环控>通风>设置"。 

 

5. 定义搅拌风扇在循环开启或关闭时间内运行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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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冷却功能 

• 冷却原理 

• 选择降温模式 

9.1 冷却原理 

猪管家TRIO最多可控制两个制冷设备（喷雾器或湿帘）。设备可独立运行或同时运行。   

即使温度条件相同，相对湿度也可直接影响生猪散热的能力（如果相对湿度较高，生猪散热

能力降低，从而产生热应激反应）。必须注意，冷却过程会增加空气湿度，因此如果相对湿

度过高，冷却设备应停止运行。 

• 安装湿度传感器，可根据湿度对冷却设备进行控制。 
• 系统不会考虑无效的湿度传感器读数。 

猪管家TRIO通过下列原则避免动物在相对湿度较高时出现热应激反应： 

• 如果温度达到目标温度加上该温差，冷却装置启动，直到温度降至此设定值以下

（减去区间值）（图39）。 
• 如果湿度超出加湿限值参数设定值（加上湿度区间），冷却装置停机。 
• 冷却设备不会单独运行。 
• 如果最小停机时间为0秒，而且温度达到启动温度+渐变范围的水平，冷却设备持续

运行。 
• 设备以周期模式运行时，最小停机时间不会低于5秒。 

9.2 选择降温模式 

TRIO 支持以三种不同的模式运行降温设备： 

• 连续：激活后，降温装置连续运行。 
• 循环：激活后，降温装置根据用户定义的开/关循环运行。 
• 斜坡增减： 循环调制，频率取决于以°C为单位的误差，相对于降温设置（目

标）。 
1. 转到环控>降温>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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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定义： 
o 操作模式。 
o 要停止的湿度：定义降温停止的湿度水平。  

o 湿度区间：设置湿度区间，以便在由于高湿度水平而停止过程后重新启用降

温输出。 
o 填充时间：定义将水分配到湿帘上所需的时间量。 
o 启用降温：定义湿帘启用的时间、一天 24 小时或时间范围。 

3. 转到环控>降温.  屏幕的显示取决于所选的操作模式。 
 

• 连续\ 

• 循环 

• 斜坡增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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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1 连续 

 

• 定义： 
o 设置变化的生长天数（注意：使用中央排气管时，不定义生长天数）. 
o 启用：启用或禁用冷却设备。 
o 启动温度（差值）：用于设定与冷却温度（温度曲线）之间的差值，如果温

差达到此水平，冷却设备设备将启动。冷却设备启动温度计算可根据成长天

数进行调整。 
注 所有冷却设备都基于自身温度（温度设定）运行。 

o 停止冷却温度（差值）：用于设定与冷却温度（温度曲线）之间的差值，如

果温差达到此水平，冷却设备将停止工作。 
 冷却设备停机温度 = 目标冷却温度±停止冷却温度 

o 按通风级别启用：选择合适的级别（通风输出量），启用冷却设备。（默认1
） 

o 湿度限制：确保冷却设备在特定湿度水平停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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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2 循环 

 

• 定义： 
o 设置变化的生长天数（注意：使用中央排气管时，不定义生长天数） 
o 启用：启用或禁用冷却设备。 
o 启动温度（差值）：用于设定与冷却温度（温度曲线）之间的差值，如果温

差达到此水平，冷却设备设备将启动。冷却设备启动温度计算可根据成长天

数进行调整。 
注 所有冷却设备都基于自身温度（温度设定）运行。 

o 停止冷却温度（差值）：用于设定与冷却温度（温度曲线）之间的差值，如

果温差达到此水平，冷却设备将停止工作。 
 冷却设备停机温度 = 目标冷却温度±停止冷却温度 

o 按通风级别启用：选择合适的级别（通风输出量），启用冷却设备。（默认1
） 

o 开/关时间：分别描述循环周期处于开和关的时间量。   
o 湿度限制：确保冷却设备在特定湿度水平停机。 

 



 

 © Munters AB, 2021 63 

9.2.3 斜坡增减 

 

• 定义： 
o 设置变化的生长天数（注意：使用中央排气管时，不定义生长天数） 

o 启用：启用或禁用冷却设备。 
o 启动温度（差值）：用于设定与冷却温度（温度曲线）之间的差值，如果温

差达到此水平，冷却设备设备将启动。冷却设备启动温度计算可根据成长天

数进行调整。 
注 所有冷却设备都基于自身温度（温度设定）运行。 

o 停止冷却温度（差值）：用于设定与冷却温度（温度曲线）之间的差值，如

果温差达到此水平，冷却设备将停止工作。 
 冷却设备停机温度 = 目标冷却温度±停止冷却温度 

o 按通风级别启用：选择合适的级别（通风输出量），启用冷却设备。（默认1
） 

o 开机时间：定义循环周期为开的时间量。 

o 斜坡增减的最大/最小关断时间（秒）： 定义降温设备在开启时间内运行后保

持关闭状态的最长和最小关断时间。 
o 渐变范围温度：设定冷却设备周期调整的温度范围。 
o 湿度限制：确保冷却设备在特定湿度水平停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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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喷淋 

喷淋基于外部温度运行。如果为配置外部温度传感器，或温度传感器故障，喷淋将停止运行

。 

喷淋在用户设定的时间段内运行。喷淋以周期模式运行，启停时间符合特定曲线： 

• 最小停机时间由外部高温定义。 
• 最大停机时间由外部低温定义。 

 

• 定义喷淋参数 
• 定义喷淋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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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定义喷淋参数 

在喷淋程序中，用户最多可为每天设定四个喷淋周期。根据外部的温度，喷淋以不同的时间

间隔进行喷淋。   

 

• 定义： 
o 时间：设定喷淋启动的时间长度。  00：00至00：00表示喷淋24小时不间断

运行。 
o 启动（秒）：设定设备运行的时间（取值范围0至999，默认值0）   
o 低温停机（分钟）：设定设备因外部低温停机之后再次启动之前的等待时间，

单位是分钟（取值范围999，默认值0） 

o 高温停机：设定设备因外部高温停机之后再次启动之前的等待时间，单位是

秒 

10.2 定义喷淋设置 

 

• 定义： 
o 外部低温：设定喷淋最大停机时间对应的低温。 
o 外部高温：设定喷淋最小停机时间对应的高温。 
o 停机外温：如果温度低于此数值，设备会停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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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供暖功能 

猪管家TRIO最多支持四（4）个启停加热设备和可变加热器。猪管家TRIO由两个不同的控

制供暖的程序，一个用于保持整个养殖设施内部的温度，一个用于控制独立的供暖区域。  
对于后者，每个加热器都设有专用的传感器和目标温度。   

• 定义中心加热器参数 
• 区域加热器 

11.1 定义中心加热器参数 

随着温度的下降，猪管家TRIO将通风量降至最低设定值。如果温度低于目标温度，猪管家

TRIO继续以最低通风量运行。  同时，如果温度降至用户设定的温度（滞后时间），系统会

开始供暖。 

 Define relays and/or analogue output ports as heaters. Refer to the Installation Manual. 
 配置开关加热器需要映射一个风扇、进风口、出风口或通道门。 

1. 进入环境条件 > 通风 > 设置界面。 

 

2. 定义：  

o 供暖启动滞后：此数值为差值。如果温度低于目标温度减去此数值的水平，

系统会开始供暖。 
o 加热循环：激活中央式加热器按照循环时间运行。 
o 总周期时间（秒）：对于设定为周期加热器的加热器，确定周期运行时间。 
o 最小周期启动时间（秒）：对于设定为周期加热器的加热器，确定最小运行

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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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区域加热器 

至少设定一个加热器作为区域加热器。 请参阅安装手册。. 

• 定义非可变区域加热器 
• 可变区域加热器的设定 

11.2.1 定义非可变区域加热器 
1. 进入环境条件 > 区域加热器界面。 

 

2. 点击。  
3. 定义：   

o 启动温度差值：此数值为差值。温度达到目标温度减去此数值的水平后，系

统会开始供暖。 
o 停机温度差值此数值为差值温度达到目标温度减去此数值的水平后，系统会

停止供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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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2 可变区域加热器的设定 
1. 进入环境条件 > 区域加热器界面。 

 

2. 点击。  
3. 定义：   

o 启动温度差值：此数值为差值。温度达到目标温度减去此数值的水平后，系

统会开始供暖。 
o 停机温度差值此数值为差值温度达到目标温度减去此数值的水平后，系统会

停止供暖。 
o 大供暖温度：设定加热器最大输出功率运行的温度标准。 
o 最小/最大输出：设定最小和最大电压输出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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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空气质量 

确保空气质量意味着要对猪管家TRIO的相对湿度、二氧化碳和氨传感器进行配置。  这些因

素是彼此独立，且需要传感器。  如果上述因素之一超出用户设定的水平，猪管家TRIO将通

过增加通风速率或增加供暖量的措施进行补偿。 

• 只有在系统正在进行通风时，才能够开始补偿。 
• 如果上述因素之一超出用户设定的水平，则补偿启动。如果不低于两个的上述因素

超出用户设定的水平，系统继续进行补偿，直到超出正常范围的因素恢复正常水

平。 
• 用户设定补偿类型。 
• 系统进行补偿时，猪管家TRIO继续检查传感器的测量结果。如果相对湿度、二氧

化碳或氨测量值超出用户设定的水平（每30秒检查一次），通风量或供暖量增加

2%。 
• 如果测量值低于设定数值，系统将通风量或供暖量降低2%， 猪管家TRIO继续检查

传感器测量值（每30秒一次）。补偿处理持续进行直到达到停止的数值标准。 
 

• 定义空气质量参数 
• 定义空气质量参数 

12.1 定义空气质量参数 

1. 进入环境条件 > 空气质量界面。注  

 

2. 设定“空气处理”的启动标准值，如果数值超过此标准，系统将启动空气处理，这些数

值可根据成长天数调整（无曲线）。 
3. 定义： 

o 天数：设定成长天数值，以便确定所需的相对湿度、二氧化碳和氨气设定值。

范围：0-999 
o 湿度：设定空气处理的启动标准值，如果数值超过此标准，系统将启动空气

处理。范围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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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二氧化碳：设定空气处理的启动标准值，如果数值超过此标准，系统将启动

空气处理。范围：0-5000 ppm 
o 氨气：设定空气处理的启动标准值，如果数值超过此标准，系统将启动空气

处理。范围：0-100 ppm 

12.2 定义空气质量设置  

 

• 定义： 
o 运行模式：此设置下，定义如何补偿空气质量。 

 不使用 

 通过通风 

 通过加热 

 以室外温度为依据 

o 室外温度用于加热器控制策略： 当室外温度低于目标温度减去此温度后，控

制器将自动调整加热器输出以补偿空气质量。此设定值范围为 -40°to +90° 
o 最大额外通风量（%）：最大通风增量（最大补偿量）。范围：1%至100%   
o 最大额外供暖量（%）：最大供暖增量（最大补偿量）。范围：1%至100%   
o 相对湿度停机差值（%）：如果湿度低于此标准，系统将停止湿度处理。范围：

0%至10%    
o 相对湿度高警报阈值（%）：湿度超出此数值时，猪管家TRIO将会发出警报。

范围：0%至100%    
o 二氧化碳停机差值（ppm）：如果二氧化碳含量超出目标值的幅度达到该水平，

将停止所有二氧化碳处理工作。范围：0至500 p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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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二氧化碳含量上阈值（ppm）：如果二氧化碳含量超出该数值，猪管家TRIO
将会发出警报。范围：0至5000 ppm     

o 氨气停机差值（ppm）：如果氨含量低于目标值的幅度达到此水平，所有氨处

理都停止。范围：0 ppm至10 ppm 
o 氨气含量上阈值（ppm）：氨含量超出该数值时，猪管家TRIO将会发出警报。

范围：0至100 p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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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计时器 

 

计时器是另一种控制继电器设备的方式，可设置设备运行时间表。除时间表外，猪管家

TRIO还可设置设备运行的时间周期和温度范围。 
TRIO最多支持五个计时器。 

TRIO支持最多5个计时器 

 

 

 在设备的映射中设置至少一个继电器作为计时器，详情参见第。 
o 时间：计时器可一天24小时运行或按照用户设定的时间段运行。  每个计时器

最多可设定四个时间段。   
o 周期：启用之后可设定周期时间。  范围：0至999秒 
o 温度：启用之后可设定计时器运行的温度范围。范围[-40°至+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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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警报 

• 定义警报参数 
• 查看警报 
• 定义辅助警报器 
• 发送通用警报 

14.1 定义警报参数 

• 警报定义 

• 报警测试 

14.1.1 警报定义 

1. 进入系统 >控制策略 >  闹钟。  

 

注 只有这些设备映射完毕之后，才会显示水溢出、缺水和电位计。请参阅安装手册。 

2. 点击。  
3. 定义：   



 

 © Munters AB, 2021 74 

• 警报延迟：如果检测到参数超出或低于规范值，猪管家TRIO将等待此参数值对应

时间然后发出警报。这样可避免系统在参数值临时改变时发出警报。范围：0至999
秒 

• 警报提示：如果用户未确认警报，猪管家TRIO将于此参数值对应时间之后重新发

出这个警报。范围：0至999分钟 
• 水溢出最大水量/小时：如果水流量超出此数值，猪管家TRIO发出警报。 
• 水短缺： 

o 最小水量/小时：如果水流量低于此数值时，猪管家TRIO发出警报。范围：0-
999加仑/升 

o 启用缺水警报：设定警报激活的时间周期，一天24小时或特定的时间段。 
• 电位计：启用电位计警报：如果电位计控制的进气口未打开至所需幅度，猪管家

TRIO会发出警报。设定警报激活的时间周期，一天24小时或特定时间段。 

14.1.2 报警测试 

报警测试用于确认报警系统工作正常。可以手动随时测试，也可以定时自动测试。 

• 手动测试 
• 定时自动测试 

14.1.2.1 手动测试 

•  点按 ，测试成功后随时停止。 

14.1.2.2 定时自动测试 

定时测试的最高频率是一天一次。 

1. 在报警页面，激活使用定时报警测试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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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预定每周的哪些天以及每天的具体时间进行报警的自动测试。 

注  注意 测试报警将按照预定的时间响起。然而如果因为任何原因（比如说停电）造成预
定时间的测试延误超过5分钟以上，此次测试将被取消不再响起。 

 

14.2 查看警报 

• 在菜单中点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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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击 确认所有报警或根据需要确认每个报警。  

14.3 定义辅助警报器 

辅助警报是将警报功能添加到特定继电器的另一种方式。此功能可对比继电器当前状态和设

定状态（常开、常闭）。如果继电器未处于设定状态，猪管家TRIO将发出警报。用户可将

辅助警报定义为在特定时间周期运行。  该警报用于通过继电器控制重要功能。 

 

• 定义： 
o 时间段设定：定义时间段，一天24小时或具体时间段。 



 

 © Munters AB, 2021 77 

o 相关继电器：定义受监控的继电器。如果此继电器未处于定义状态（常开、

常闭），系统会发出警报。 

14.4 发送通用警报 

1. 进入系统 > 设备和传感器界面。 

 

2. 点击。  
系统将向联系人列表中的所有人发出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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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历史记录 

• Trio 控制器可保存以下内容： 
o 150 天的增长历史数据（最低）。   
o 最多 365 天的增长历史数据（估计最大值）   

• TrioAir 可在服务器上无限期保存数据。 
• 启动新的批次 / 群组会清除所有历史数据。 
• 警报和事件历史表最多可保存 2000 个项目。. 

 

• 环境条件和区域 
• 警报和事件 
• 水历史记录 
• 设备历史记录 

15.1 环境条件和区域 

1. 进入批次 > 历史界面 > 。   
2. 点击相关标签即可查看对应的历史记录。 

注 历史界面只显示设备中安装的传感器的历史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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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度历史：记录每个成长日每小时的平均温度、最小温度和最大温度数值。 
• 湿度历史：记录每个成长日每小时的平均湿度、最小湿度和最大湿度数值。 
• 二氧化碳历史：记录每个成长日每小时关于二氧化碳的平均数值、最小数值和最大

数值。 
• 氨气历史：记录每个成长日每小时关于氨气的平均数值、最小数值和最大数值。 

• 点击时钟符号（ ）可查看每小时的分解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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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 警报和事件    

进入此界面可查看之前的999条警报和事件记录。警报历史中可显示下列警报。 

注 执行冷启动或启动新的警报群组将清除之前的警报历史。 

1. 进入批次 > 历史界面 > 。   
2. 点击有关的标签。 

 

• 警报描述 
o 未知警报 o 低温 
o 高温 o 传感器#低温 
o 传感器#高温 o 湿度过高 
o 二氧化碳含量过高 o 氨气含量过高 
o 低压 o 高压 
o 水溢出 o 水量不足 
o 外部温度故障 o 温度传感器#故障 
o 湿度传感器故障 o 二氧化碳传感器故障 
o 氨气传感器故障 o 压力传感器故障 
o 电位计#故障 o 辅助设备#已激活 
o 报警试验 o 空气供给不足 
o 电池电量不足 o 应急温度 



 

 © Munters AB, 2021 81 

15.3 水历史记录 

1. 进入批次 > 历史界面 > 。   
2. 点击相关标签即可查看对应的历史记录。 

 

• 点击时钟符号可按小时查看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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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 设备历史记录 

记录每个成长日的加热器和冷却设备运行时间（分钟），时间跨度为24小时，通过此信息可

确定设备运行时间是否符合预期要求。 

• 进入批次 > 历史界面 > 。   

 

• 点击时钟符号可按小时查看故障。 
注 历史记录仅显示安装的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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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重置、保存和加载 

重置表示删除表格和当前产品设置。将设置参数擦除之后，用户可通过USB设备手动配置猪

管家TRIO或加载设置。 

• 重置 
• 设备的保存或加载 
• 查看日志 
• 软件更新 

16.1 重置 

注意   在重置时不要断开电源。任何断开都可能导致严重的硬件损坏 

重置TRIO的步骤： 
1. 进入系统 > 常规设置界面。 

2. 点击…  

3. 点击。  
4. 按照在线说明中的要求进行操作。  用户可选择将产品设置备份。 

16.2 设备的保存或加载 

1. 进入系统 > 常规设置界面。 

2. 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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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点击运行模式选择，选择加载设置或保存设置。 
4. 按说明操作。 

16.3 查看日志 

日志可显示保存成功的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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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 软件更新 

注意   在更新软件时不要断开电源，任何断开都可能导致严重的硬件损坏 

软件更新： 

1.进入系统  设置 

2. 点击 . 

3. 进入软件版本，点击更新 

4. 参考线上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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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附录A：集中通风 

集中通风模式用静压确定通风级别。本附录解释了如何设置集中通风模式。 

• 集中通风介绍 

• 选择集中通风 

• 集中通风仪表盘 

• 集中通风功能 

• 设置静压 

• 房间设置 

• 通风级别 

17.1 集中通风介绍 

在集中通风系统中，畜群被饲养在一栋建筑中，这栋建筑中的所有房间都与集中通风系统相

连。在完成静压设置后，通风级别将根据静压变化。也就是说，如果测得的压力下降，通风

级别就会增加。如果测得的压力升高，通风级别就会下降。 

• 每个房间都有一个进风口来控制进风量。集中风机通过进风口将空气送入。 
• 室外空气被推入阁楼，并通过风道进行分配；控制器保持风道中所需的压力。通过

调节进风口，每个房间独立控制进入的空气量。 
• 当温度升高，进风口开口变大。TRIO动态调整通风量来保证需要的静压。 

 

由于集中通风设置了整个系统的压力，因此在这种模式下只需设定为一个房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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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 选择集中通风 

选择集中通风模式： 

1.冷启动。转到系统>常规设置>关于。 

 

a. 点击恢复出厂设置。 

b. 如果需要，请创建备份。 

2. 点击“重置”。 

 

3. 单击“开始新安装”。 

 

4.点击“集中通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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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 集中通风仪表盘 

集中通风模式最基本的任务是控制和监测空气压力。仪表盘展示了压力和通风级别。 

 

仪表盘详细展示了压力设置、通风设置和已安装的设备。风机和计时器仅在系统>设备和传

感器中定义时显示。 

17.4 集中通风功能 

集中通风模式支持以下功能： 

• 控制 
o 通风等级 

o 压力 
o 计时器 
o 报警 

• 历史 
o 报警&事件 

• 系统 
o 温度定义 
o 设备&传感器定义和映射 
o 房间设置 

o 设备映射 
o 通用 



 

 © Munters AB, 2021 89 

 时间&日期 

 静压 

 报警 

 用户 

 网络 

 备份 

 关于 

17.5 设置静压 

在设备和传感器中启用静压传感器（第32页）。 

1. 转 至控制>静压。 

 

2. 定义参数： 
o 目标：设置所需要的目标压力。范围0-100Pa。 

o 波动区间：低于或高于的压力区间，控制器必须关闭或打开进风口来降低或

增加通风。范围：0–20Pa。 

o 压力调整延迟：当压力超出范围限制时，定义TRIO在调整进风口之前需要等待

的时间。范围5-30秒。 
o 压力故障时的通风级别：如果压力传感器发生故障，则进入该通风级别。 
o 警告：该参数非常重要，可确保传感器发生故障时动物的存活。 

o    压力警报：设置低压和高压报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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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6 房间设置 

在“系统”>“房间设置”中，选择房间模式。房间模式基于动物的生长阶段。你可以修改

生长阶段。默认设置为集中通风。 

注意：“房间设置”用于比较来自不同房间的数据，它不会改变房间的设置。 

 

 

• 妊娠期：怀孕周期（114天） 
• 分娩期：从小猪出生起的21天(断奶时) 
• 哺乳期：小猪与母猪分离 
• 养育期：将猪从哺乳室转移到育猪棚，持续115 - 120天 
• 成长期：和养育期相同 
• 公猪：用于繁殖的公猪 
• 母猪：用于繁殖的母猪。 
• 断奶期：和哺乳期相同 

17.7 通风级别 

中央排气模式支持 30 级通风。 用户需手动添加每个级别。  

设置通风级别： 

1.转到系统>设备和传感器"并定义风机。有关详细信息.Refer to the Installation 

Manual。 

2. 转到控制>通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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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点击。  

4.根据需要启用 1 级中的风机。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定义风机/通风方案，第 27。 

 

5. 单击以添加其他级别，并根据需要定义 2 级风机。  

 

6. 重复这些步骤，最多 30 个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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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单击 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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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附录B：中间过道  

中间过道系统向猪提供空气，从中间过道进入各个房间。通过调整进气口的开启比例，使猪

舍和过道内的空气保持在稳定的压差。如果需要，过道里的空气在被分配到各个猪舍之前可

以加热。中间过道的功能设计即为此提供服务。中间过道模式可支持两个房间。 

• 压力控制简介 
• 选择中间过道 
• 中间过道仪表盘 
• 中间过道功能 
• 设置压力水平 
• 设置加热器 
• 房间设置 

18.1 压力控制简介 

TRIO调整进口开启比例，以保持定义的静压水平。进风口根据需要打开或关闭，以保持在目

标范围内的压力水平。为了确保进风口只在需要时开启或关闭，有一个延迟时间;在入口移

动之前，压力必须在压力带之外保持一定的时间。 

18.2 选择中间过道 

选择中间过道模式： 

1.  执行冷启动。进入“系统>基本设置>详情” 

 

a. 点击恢复出厂设置 

b..如果需要设置备份 

2. 点击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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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点击启动新设置 

 

4. 点击中间过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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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 中间过道仪表盘 

中央排气方式负责控制和监测空气压力。仪表盘显示压力和通风状况 

 

仪表板详细显示当前的压力、温度、入口开口和加热器状态。这些设备只有在系统>设备和

传感器中定义时才会出现(Refer to the Installation Manual.) 

18.4 中间过道功能 

有如下功能： 

• 控制 
o 计时器 
o 辅助警报器 

• 历史记录 
o _Alarms_and_Events警报器和事件 

• 系统 
o 温度设定 
o 警报器设置 
o 设备和传感器的设置和映射 

o 房间设置 
o 设备的映射 

o 基本设置 

 时间日期 

 警报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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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户 

 网络 

 文件保存和加载  

 软件升级 

18.5 设置压力水平 

 参考第 Error! Bookmark not defined.页的设备的映射 

在“设备和传感器”中设置静压传感器(第43页). 

1.进入控制  压力. 

 

2.:设置参数： 
o 目标：设定预期目标以维持频带。范围0 - 100帕斯卡。 

o 频带：控制器必须关闭或打开进风口以最小或最大通风级别。范围:0 - 20帕斯

卡。 
o 低压告警：设置发出警报的压力级别。 

o 压力调整延迟：当压力超出范围时，设置TRIO在调整进风口之前等待的时间。

范围：5 - 30秒。 
o 压力失效时的通风水平：当压力传感器失效时，设置通风水平。 

 

注意   该参数非常重要，可以确保在传感器故障时动物存活 

o 压力警报：设置低压和高压，实现其中一个即发出警报。 

o 压力失效时的进风口位置：在压力传感器失效的情况下，设置进风口位置以

提供应急通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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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 设置加热器 

中间过道可以在空气进入房间之前对其进行加热。加热器为区域加热器。 

 在第 43 页的设备的映射中，可设置最多 6 个继电器或端口作为加热器 

1. 点击控制>加热。下面以四个加热器为例，两个加热器处于开启状态，两个 0 - 
10VDC 可变加热器为例 

 

• 在这个例子中，加热器1和2为关闭加热器。加热器3和4为可变加热器 
2.设置 

注  这里的温度是绝对温度，没有温度范围 

o 启动温度：低于该温度，加热器就会打开。范围:-40⁰到关闭温度 
o 关闭温度：超过这个温度，加热器关闭。温度范围:90⁰C。 

o 最高加热温度：设置加热器工作的最大容量的温度。范围:-40⁰到启动温度 
o 最小输出：设置加热器工作的最小电压。 
o 最大输出：设置加热器工作的最大电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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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 房间设置 

在“系统>房间设置”中选择房间模式。基于动物的生长阶段，房间模式可以在整个成长周

期中调整，默认模式为中间过道 

注  间设置是对比房间数据时使用的，它不改变房间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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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质保（请勿翻译）  

质保和技术协助 

 
蒙特产品的设计和制造目的是提供可靠而令人满意的性能，但是无法保证不出现故障，虽然

这些产品都是可靠的产品，但是仍然可能出现无法预知的问题，用户必须考虑并安排充足的

应急或警报系统，如果这些系统无法运行，可能会造成需要返厂的设备损伤：否则，对于由

此产生的损失，用户将承担全部责任。 

对于首次购买产品的用户，蒙特将延长有限质保期，如果产品的运输、储存、安装和维护遵

循有关的要求，自产品交货之日起的一年内，蒙特确保产品在制造工艺和材料方面不会出现

问题。如果用户未经蒙特明确授权自行对产品进行维修，或用户未经授权自行维修之后产品

的性能和可靠性受到影响（以蒙特公司判断为准），或产品安装不当，或产品使用不当，上

述质保将会失效。如果产品因使用不当而受损，由用户承担全部的责任。 

对于猪管家TRIO中安装的其它供应商提供的产品（例如天线、电源、电缆等），质保限定

在供应商指定的范围之内：如果需要进行索赔，用户必须在发现问题的八天之内，或有问题

的产品交货之后的12个月之内书面提出索赔申请。从接到申请之日起，蒙特公司将在三十天

内采取对应的措施，蒙特有权在客户或自己的场地检查出现问题的产品（运输费用由客户承

担）。 

蒙特公司有权自行决定免费维修或更换存在问题的产品，然后将产品运回客户的场地，运费

由客户承担。如果出现非常常见的低价格部件（例如螺栓等）故障，而且用户急需使用，运

费可能会超过部件的价格，此时蒙特公司可专门授权用户在当地采购替换部件，蒙特公司将

对购买部件的成本进行补偿。 

拆卸部件产生的成本，或部件运抵用户场地所需的时间和相关差旅费用，不应由蒙特公司承

担。任何代理商、员工和经销商，都无权代表蒙特公司作出其它承诺或承担其它责任，除非

公司经理之一签署书面文件。 

 
 
 

警告：出于改善自身产品和服务质量的原因，蒙特公司有权在不通知用户的情况下对本手册

中的规范进行更改。 

 
 
 
 
如果出现下列情况，蒙特公司不承担作为制造商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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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户拆除安全设备； 
• 使用未授权材料； 
• 维护不足； 
• 使用非原装备件和配件。 

 
除非具体合同条款规定，下列情况产生费用有用户承担： 

• 准备安装场地 
• 供电源（包括CEI EN 60204-1段落8.2规定的保护性等电位联结（PE）导线），以便

将设备连接至主电源 
• 根据制造商提供的关于安装的信息，提供适合设施要求的辅助性服务 
• 安装和装配所需的工具和耗材 
• 用于调试和维护的必备润滑剂 

 

用户必须购买和使用原装备件或制造商推荐的其它备件。 

产品的拆卸和组装必须由有资质的技术人员按照制造商说明执行。 

如果使用非原装备建或组装不当，制造商不承担责任。 

有关技术协助和备件的请求，可直接向您最近的蒙特办公室Munters office 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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