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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尺寸

图 1 整体产品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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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X400-U(-N)

 配线说明

图 1 USB 输出线

 设备配置

1) 准备工具：扫码器，附带的 USB 线，桌面新建 TXT 文本。

备注：配置工具(下载地址：http://www.vguang.vip/txxl)。

2) 测试步骤：

A 打开配置工具，连接扫码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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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B 点击连接设备后，按照上图配置选项配置，刷卡功能配置

如下图。

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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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打开 NFC 开关后，选相应的刷卡输出格式。

C 配置完选项后，点击保存配置，听到扫码器发出“滴滴”

声后说明配置成功，断电重启，配置生效。

D 配置成功后，打开 TXT 文件，将鼠标光标定位到其中，然

后扫描自己生成的二维码，若光标处有二维码的内容或者 IC卡的

卡号输出，说明设备可以正常使用。

E USB 设备也支持扫码配置，扫码配置步骤见下文

 常见问题

按照上述步骤操作后，光标处没有输出，可从下面几方面排查问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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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若扫码/刷卡有声音没输出：

A 产品型号是否为 TX400-U（-N）。

B 输入法是否切换至英文。

C 二维码内容是否有汉字（普通模式下，USB 的输出方式不

支持带汉字的二维码）。

D 刷卡输出格式是否配置正确

2) 若扫码没有声音，也没有其他反应：

A 扫码器是在开发模式下，需要配置成普通模式即可。

B 配置成普通模式仍不可用，检查配置工具码制是否配置正

确

C NFC 开关是否打开，打开后，扫码器是否有断电重启。

D 若以上步骤均无效，可联系微光售后确认问题。

3) 其他配置项说明：

A 前后缀：是在二维码内容输出之前或者之后增加某些字符，

输出格式可以选择 char 和 hex.

B 回车、换行是在输出二维码内容之后增加回车换行操作。

照明是指扫码器的背光灯。

C 单次模式：相同的二维码，不能连续扫二次。间隔模式：

两次扫码行为之间的时间间隔。

D 扫码行为：是指扫码的时候扫码器会产生的动作，有蜂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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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闪白灯，闪红灯。

E 蜂鸣器延时和闪灯延时分别配置蜂鸣器响声和闪灯时间。

F 设备号是用来配置扫码器的 ID，可以用作区分，一般情况

下用不到。

G 亮度调节是用来配置背光灯的亮度。

H 刷卡输出格式是用来配置刷卡后物理卡号输出形式。

I 刷卡行为类似扫码行为（D）。

J 刷卡输出正反序也是卡号输出格式的一种。

 配置开发模式

配置开发模式与配置普通模式类似，只是工作方式要改成“开发”，

并且勾选二次开发选项，配置成开发模式后，扫码器一定要断电重启

才可以正常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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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注释：USB 设备在配置成开发模式后就无法连接配置工具，需要扫

码配置（见串口设备配置方式）成普通模式后，再连接配置工具。

配 置成 功 后 可以 在 官网 下 载二 次 开 发包 进 行二 次 开发

（http://www.vguang.vip/txxl），如果要做安卓 USB 开发，前提是

安卓开发板必须 root，获取 usb 权限。(二次开发常见问题见文档最

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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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X400-R(-N)

 配线说明

图 1 RS232 输出线

 设备配置

1） 准备工具：扫码器，附带的 DB9 线，串口调试工具（可在

网 上 自 行 百 度 下 载 ）， 配 置 工 具 ( 下 载 地 址 ：

http://www.vguang.vip/txxl )。

2） 测试步骤：

A 扫码器 DB9 线的 USB 头插在可供电的 USB 口上，DB9 连接

RS232 口。此时扫码器会启动。

B 打开配置工具。此时不需要点击连接设备(扫码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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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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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C 按照上图填写配置选项，如果是带有刷卡功能的扫码器需

要在配置工具打开 NFC 开关，如上图所示。

D 按照上图就行配置后点击生成配置码，在配置工具左下角

会生成一个配置码，此时用扫码器去扫这个配置码，听到“滴

滴”响后就说明扫描器配置成功。扫码器断电重启后扫码器配

置生效。

E 配置成功后打开串口调试工具，选择适应的 COM 口与波特

率参数，扫自己生成的二维码或者 IC 卡即可在调试工具里看

到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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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见问题

按照上述步骤操作后，光标处没有输出，可从下面几方面排查问

题。

1） 扫码有反应，没输出，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排查原因：

A 产品型号是否为 TX400-R（-N）。

B 串口调试里的波特率与扫码器的是否一致。

C 是否勾选了相应的码制。

D 扫码输出格式是否对应，如果不确定可以一一尝试。

F 刷卡输出格式是否正确，不确定的情况可以一一尝试。

2） 扫码无反应，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排查原因：

A 扫码器是在开发模式下，需要配置成普通模式即可

B 配置成普通模式仍不可用，检查配置工具码制是否配置

正确。

C NFC 开关是否有打开，打开 NFC 后是否有重启扫码器。

3） 刷卡或者扫码输出的数据不对

A 扫码输出数据不正确，检查扫码器输出格式是否正确

B 刷卡输出数据不正确，检查刷卡输出格式以及刷卡输出

正反序是否正确。

4） 若以上步骤均无效，可联系微光售后确认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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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置开发模式

配置开发模式与配置普通模式类似，只是工作方式要改成“开发”，

并且勾选二次开发选项。

图 1

RS232 设备做二次开发时，所用的二次开发选项推荐使用“微光

协议”，协议可从官网下载中心下载。http://www.vguang.vip/txxl

（此页面下的协议文件选项卡）。(二次开发常见问题见文档最后)

http://www.vguang.vip/mx86xl
http://www.vguang.vip/mx86x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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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X400-T(-N)

 配线说明

图 1 TTL 输出线

注意事项：

TTL 接口电压是 3.3V，高于 3.3V 将损坏设备

 设备配置

1) 准备工具：扫码器，上图 rj45 转换头，TTL 转 USB 工具（不属

于标配线）串口调试工具（可在网上自行百度下载），配置工

具(下载地址：http://www.vguang.vip/txxl )。

2) 测试步骤

A. 连接设备，将 rj45 转换头插进扫码器，用导线将 rj45

与 TTL 转 USB 模块进行连接，线序及连接示意图如下（将 TT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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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 USB 模块调至 5V 档）

图 2

图 3

B. 将 TTL 转 USB 模块接到电脑上，此时扫码器通电启

动，蜂鸣器滴滴响，背光灯亮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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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打开配置工具，进行如下配置。（此时不需要点击

连接设备，也不需要保存配置）

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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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图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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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按照上图填写配置选项，如果是带有刷卡功能的扫

码器需要在配置工具打开 NFC 开关，如上图所示。

E. 按照上图就行配置后点击生成配置码，在配置工具

左下角会生成一个配置码，此时用扫码器去扫这个配置码，

听到“滴滴”响后就说明扫描器配置成功。扫码器断电重

启后扫码器配置生效。

F. 配置成功后打开串口调试工具，选择适应的 COM 口

与波特率参数，扫自己生成的二维码即可在调试工具里看

到输出。

 常见问题

1） 扫码有反应，没输出，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排查原因：

A 产品型号是否为 TX400-T（-N）。

B 串口调试里的波特率与扫码器的是否一致。

C TTL 转 USB 模块的 TX RX 线是否接反，可以尝试将两者

交换线序。

D 扫码输出格式是否对应，如果不确定可以一一尝试。

F 刷卡输出格式是否正确，不确定的情况可以一一尝试。

2） 扫码无反应，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排查原因：

A 扫码器是在开发模式下，需要配置成普通模式即可

B 配置成普通模式仍不可用，检查配置工具码制是否配置

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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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NFC 开关是否有打开。

3） 刷卡或者扫码输出数据不对

A 扫码输出数据不正确，检查扫码器输出格式是否正确

B 刷卡输出数据不正确，检查刷卡输出格式以及刷卡输出

正反序是否正确。

4） 若以上步骤均无效，可联系微光售后确认问题。

 配置开发模式

配置开发模式与配置普通模式类似，只是工作方式要改成“开发”，

并且勾选二次开发选项。

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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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TL 设备做二次开发时，所用的二次开发选项推荐使用“微光协

议”，协议可从官网下载中心下载。http://www.vguang.vip/txxl（此

页面下的协议文件选项卡）。(二次开发常见问题见文档最后)

http://www.vguang.vip/mx86x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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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X400-WF(-N)

 配线说明

图 1 USB 配线

 设备配置

1. 准备工具：扫码器，附带的 USB 线，本地服务器测试工具（比如

TCP/UDP 调 试 工 具 ， CDSpace ）。 配 置 工 具 ( 下 载 地 址 ：

http://www.vguang.vip/qtxl)。

2. 测试步骤：

A. 连接扫码器与电脑，打开配置工具，点击“连接设备”。进行

如下配置。

http://www.vguang.vip/qtx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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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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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图 4

wifi 选项卡填写注意事项：

（1） wifi 输出方式支持 TCP，TCP 协议，HTTP，HTTP 协议四种

方式，具体含义请见后文常见问题。

（2） wifi 连接设置，wifi 名字和密码最好不要含有特殊字符。

（3）心跳包只针对 TCP 的输出方式

（4）HTTP 填写方式，服务器地址+端口号+保存路径，例如

http://192.168.0.176:80/test

B. 选择好配置选项后点击保存配置。

C. 搭建好本地服务器，扫码器扫码后会有数据上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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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见问题

1. 点击保存配置的时候显示保存失败

检查 HTTP 服务器地址是否填写正确，是否按照规定格式填写。

2. 搭建好服务器后，扫码没有数据上传，后台看不到请求。

(1) wifi 名字是否有特殊字符

(2) http/http 协议模式下，服务器地址是填写正确

(3) 扫码器只支持 2.4G 的 wifi，不支持 5Gwifi

(4) 扫码器是以 POST 方式向服务器提交数据。

(5) 排查请求是否被其他程序拦截。

(6) 扫码器以字符串的形式向服务器传输数据

3. TCP，TCP 协议，HTTP，HTTP 协议四种方式的区别。

TCP 与 HTTP 都是以透传的形式上传数据。

TCP 协议与 HTTP 协议是以带关键字的形式上传数据。具体可以从

官网下载《wifi 接口规范》（http://www.vguang.vip/txxl）进行参

考。

 配置开发模式

配置开发模式与配置普通模式类似，只是工作方式要改成“开发”，

并且勾选二次开发选项，配置成开发模式后，扫码器一定要断电重启

才可以正常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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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注释：USB 设备在配置成开发模式后就无法连接配置工具，需要扫

码配置（见串口设备配置方式）成普通模式后，再连接配置工具。

Wifi 设 备配 置 成 二次 开 发 模式 时 用 《微 光 通 信协 议 》

（http://www.vguang.vip/txxl）对扫码器发指令进行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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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开发常见问题

1） 开发模式下，设备不受控制。

首先要确保是配置成了开发模式，配置完成后扫码器需要

断电重启才生效。其次，若已配置开发模式，二次开发选项可

以配置成“微光通信协议”。

2） 安卓开发时，打开 demo 里的 APK，点击“打开设备”显示

失败。

A 安卓二次开发需要安卓板子的 root 权限，并且需要用

adb 命令给 USB 赋值 777 的权限。否则无法进行开发。Adb 命

令如下：

adb shell

su root

Chmod –R 777 /dev/bus/usb

exit

B 设备是否配置成开发模式

C 若二次开发选项为 usbhid，可以尝试将其更换为“微

光通信协议”。

3) 安卓 APK 里，点击开始解码之后，开关灯与控制蜂鸣器没

有反应、或者不能扫码。

A APK 里点击开始解码后，开关灯与蜂鸣器失效，所以会

产生失效现象，停止解码后，可以正常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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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不能扫码可以检查一下是否有勾选相应码制。

若上述方法均不可用，可将二次开发选项改为“微光通信

协议”。

4) 二次开发的时候，逻辑是打开设备、扫码、关闭设备。然

后扫码器经常出现问题是怎么回事？

因为扫码器打开与关闭设备需要时间，这个时候，逻辑可以改

写成打开设备、添加码制、扫码、清空码制、添加码制、扫码…（循

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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