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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最新推出的9@BF45$QX)I,.+7是具有极高实时性

的嵌入式控制和采集平台!适用于可靠的独立式或分

布式应用系统’ 9@BF45$QX)通过 W4‘/XPSQ>模块编

程!它作为下位机没有提供应用程序的用户界面!因此

9@BF45$QX)产生的数据必须通过网络通信传输到主

机上显示或保存’ W4‘/XPS为创建分布式应用提供了

多种多样的技术接口!典型的网络通信方式包括 >9"$

c\"$/X’#%_#%$网络共享变量等’ W4‘/XPSQ>模块提

供的共享变量技术用于网络通信开发最为简单!为简

化分布式系统间的网络通信编程迈出了重大一步’

+!共享变量技术

共享变量是在 W4‘/XPSN中引入的一种新技术!

它使得在W4‘/XPS应用中传递数据更容易实现’ 图+

描述了基于网络共享变量的 Q>目标 9@BF45$QX)和主

机之间的数据通信’

8+!+,pq’>IJahi51

共享变量有<种类型+’&02T#I"%@5#LL$(#$Z@%[I
"̂‘T&L6#1和>&B#I>%&22#%#1’ ’&02T#I"%@5#LL类型的

共享变量只能用于本地 /X之间或循环之间传递数据’
>&B#I>%&22#%#1类 型 的 共 享 变 量 应 用 于 实 时 通 信’

(#$Z@%[I"̂‘T&L6#1类型的共享变量用于网络上不同

节点之间传递数据’ 与 W4‘/XPS中其他现有的数据

共享的方法如 c\"]>9"$W4‘/XPS队列以及实时 ?X?)

不同!(#$Z@%[I"̂‘T&L6#1类型的共享变量通常在编辑

时使用属性对话框进行设置!而不需要在应用中包括

配置代码’

共享变量引擎"’64%#1/4%&4‘T#P02&0#!’/P#是一

个使网络发布的共享变量能够通过网络传送数据的软

件框架!共享变量底层的网络通信$缓存器管理等均是

由共享变量引擎 ’/P实现的’ 为了使用网络共享变

量!’/P必须运行在分布式系统中的至少一个节点上’

在使用网络共享变量之前!必须将网络共享变量发布

到’/P上!’/P为该网络共享变量分布内存!并将其在

网络上发布!从而使得网络上的任何节点都能够读写

该共享变量’ 网络共享变量的通信是通过 (XIQ’"协

议通信的!(XIQ’"协议在继承 c\"的无状态和非连

接导向特点的同时!还增加了一层功能实现了数据传

输的可靠性’

7共享变量技术在Q>中的应用

在分布式系统中!通常需要上位机同时远程监控

多台下位机的运行情况’ 例如!在某一测试多种类型

开关性能的分布式系统中!配备了多个 9@BF45$QX)!

每个9@BF45$QX)实现一种类型开关的测试’ 要达到

同时对多种类型开关进行测试!就需要实现主机与多

个9@BF45$QX)之间的数据通信’ 下面以一个远程监

视多个9@BF45$QX)上的变量为例介绍共享变量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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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Q>目标中的应用’ 图7给出了在一个局域网中!用

户在上位机通过切换不同的 9@BF45$QX)读取它们各

自的共享变量值的操作界面!波形图反应了共享变量

值随时间的变化’

87!9UQ>rlaKfso

7:+创建共享变量

为实现将Q>目标9@BF45$QX)产生的数据通过网络

传输到远程上位机上显示!必须首先要在每个9@BF45Y

$QX)上创建自己的共享变量库’ 共享变量库包括两个变

量+9@BF45$QX)上 的 时 间 "QX)\4$#>&B#!数 据 类 型 为

L$%&02#和产生的波形数据"\4$4!数据类型为1@̂‘T##(同

时!上位机要访问局域网中多个Q>目标!也需要在本地对

应每一个Q>目标创建一个共享变量库!其共享变量名和

数据类型与Q>目标上的完全一致’

7:7部署共享变量

部署共享变量就是在网络节点上安装 ’/P!可以

在 "%@e#5$PDFT@%#的右键菜单中手动部署共享变量’

但是在可执行程序中不能以这种方式部署共享变量!

必须通过编程来实现!分为两种情况+一是在 S&01@ZL

下部署共享变量时可以利用数据监控模块"\’9# 中

\#FT@EW&‘%4%E:_&(二是部署共享变量到 Q>目标!可以

通过设定方法结点 \#FT@EW&‘%4%E的 W&4‘%4%E"4$6和

Q>目标X"地址来实现’ 共享变量部署完成之后可以

通过工具 /4%&4‘T#34042#%查看本地和 Q>目标上部

署网络共享变量的状态’

7:<动态绑定共享变量

在创建共享变量的属性配置对话框中可以手动设

定共享变量绑定的数据源!即将上位机上的共享变量

与局域网中Q>目标上已经部署了的共享变量绑定!绑

定路径一旦确定之后上位机的共享变量就只能读取其

绑定路径确定的数据源"Q>目标#的共享变量数据(另

外一旦Q>目标的 X"被修改之后!也需要重新编译程

序!这种绑定方式只适用于一对一的通信方式’ 在一

对多$多对多的分布式系统中!通常需要通过一个上位

机访问多个下位机!这时可以通过编程实现动态绑定

上$下位机的共享变量!从而灵活改变与上位机进行通

信的Q>目标’

动态绑定共享变量!可以利用 \’9模块的属性结

点’64%#1/4%&4‘T#X)!选择 (#$Z@%[GGcQW!将要绑定

的远程变量的 cQW"格式+v.:.:.:.v/4%&4‘T#W&‘%4%Ev

’64%#1/4%&4‘T##赋给这个属性!并在这个属性结点上

增加另一个元素cL#d&01&02!同时将其赋值为>%̂#!这

样就实现了本地和远程Q>目标的相应共享变量绑定’

由于采用了动态绑定共享变量机制!当在上位机

界面上切换Q>目标时!本地和远程 Q>目标的共享变

量绑定也随之发生改变!这样上位机就可以读到当前

下位机的数据!从而实现同一个上位机程序对多台下

位机进行监控的目的’

7:K共享变量使用的注意事项

7:K:+共享变量 ĝ4T&$E检测

在分布式系统中!本地和远程共享变量绑定成功

是程序正常运行的关键!通常造成绑定失败的原因有

两个+"+# 绑定路径为空("7#有绑定路径!但本地共享

变量的 ĝ4T&$E不是 R@@1’ 我们可以通过工具 /4%&4Y

‘T#34042#%查看共享变量绑定失败的原因!将要查看

的共享变量库的所有变量添加到 S4$56W&L$中!查看其

绑定路径和 ĝ4T&$E’ 若绑定路径为空!一般是由于绑

定前的数据流中出现了 P%%@%(对于解决 ĝ4T&$E不为

R@@1的方法是在绑定之后去读变量的 ĝ4T&$E直至其

变为R@@1!这样做可以保证绑定成功’ 但是如果一直

读取不到 ĝ4T&$E为R@@1!则非常耗费时间!导致效率

低下’ 实际中可以通过设定检查 ĝ4T&$E合适的次数

达到 一 定 的 平 衡’ 图 <所 示 的 框 图 程 序 采 用

\4$4’@5[#$方式读取共享变量的 ĝ4T&$E!同时设置了

读取次 数 为 ++次!如 果 超 过 ++次 后 仍 然 读 取 不 到

ĝ4T&$E为R@@1!则退出循环给出#%%@%信息’

实际应用中如果需要确保读取到的共享变量数据

正确!还可以在读取共享变量数据的同时!检测共享变

量的 ĝ4T&$E’ 读写共享变量数据一般可以通过共享变

量引用或者 \4$4’@5[#$读写函数!采用 \4$4’@5[#$的

方法要复杂一些!需要)F#0$Q#41]S%&$#$9T@L#三个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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骤!所以可以采用直接读写共享变量引用的方法’ 而

检测 共 享 变 量 ĝ4T&$E! 目 前 须 采 用 图 <中 介 绍 的

\4$4’@5[#$方式!于是可以结合以上两种方法同时读

取共享变量的数据和 ĝ4T&$E’ 图K所示程序框图中!

上方的S6&T#循环框图读取共享变量数据!同时下方

的 S6&T#循 环 框 图 读 取 共 享 变 量 的 ĝ4T&$E是 否 为

R@@1的情况!其中的子/X就是图<的框图程序’ 如果

在读取数据的过程中!检测到共享变量的 ĝ4T&$E不为

R@@1!则给出提示让用户做适当的处理"如让用户检

查网络情况等#’

8<!tpq’> ĝ4T&$Ea\4d8

8K!tpq’>hia[(>Z ĝ4T&$E

7:K:7共享变量传输效率

共享变量的数据类型可以是任何 W4‘/XPS支持的

数据类型!同时它还支持自定义数据类型’ 在共享变

量属性对话框的\4$4>EF#下拉列表中选择?%@B9̂LY

$@B9@0$%@T!可以将一个自定义数据类型"比如簇类

型#与共享变量连接’ 测试结果表明!把多个数据打包

在构成一个自定义数据类型的共享变量传输的效率要

比分开由多个共享变量传输的效率高’ 图M显示了共

享变量分散绑定和簇绑定的效率测试结果’ 从图中可

以看出!当数据量只有一个时!分散绑定和簇绑定的效

率相差不大’ 但是当有多个数据量时!簇绑定的效率

明显高于分散绑定’ 如将四个数据量打包到一个簇类

型的变量后!绑定时间约为7:M秒!而将四个数据量分

散进行绑定!则需要,秒的时间’ 不同测试环境下!由

于网络通信质量不同!得到的具体绑定时间可能不一

样!但是绑定时间的比例关系基本与图M的曲线图一

致’ 从图M可以看出!簇绑定的效率明显高于分散绑

定!因此在实际开发中!应该尽量使用簇绑定来提高共

享变量的传输效率’ 以上测试结果是在上位机为S&0Y

1@ZLC"操作系统 JW4‘/XPSN:7!下位机为 9@BF45Y

$QX)I,.+7的运行环境下!对 ‘@@T型的共享变量进行

测试得到的’

8M!pq’>WvRuvwaxAZ[Ko

<!结束语

本文介绍了一种利用W4‘/XPSQ>模块共享变量技

术!在分布式应用系统的上位机和下位机之间进行网

络数据通信!从而实现了 "9和实时目标 (X9@BF45Y
$QX)之间一对多的动态访问和控制’ 利用 W4‘/XPS的

共享变量技术!结合(X公司的 9@BF45$QX)平台!可以

高效$便捷地开发出满足各种应用需求的分布式系统!
极大地缩短了开发周期!提高了开发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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