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12 7*;,$-,;:CbG%*-%),%
.

"# :,E-<F9RZ !HY !:H%R:H?!

<4?)"4"*#,#%’*’.!H,*(!:H7",)OD%4"H’*#$’)5,2"(’*:,E-<F9

45,!s!f!! 3U34ZI/0 @3.\05 kx 3U MK+..K"

!!"! |JgACM6yQW4‘/XPS#t%IkuD ?;>Ph?dL6ZeM6gNa@+<=#ck$ ?dL"W9)
W4‘/XPShk@+6E#dqW4‘/XPSZHIv>"9)"W9@vwxg67([67% WQ9qsl@v
>nI"

"#$! hk@+ "W9W4‘/XPS vwxg WQ9qsl

!!在工业生产和实验研究中!像电力$化工$机械制

造$航空航天等领域内!温度都是表征对象和过程状态

的重要参数的之一’ 因此!开发了温度监测系统’ 它

是基于 W4‘/XPSN:7的!以台湾永宏生产的 ?;>Ph?dL
系列微型"W9硬件核心具有温度采集!状态显示和保

存等功能’ W4‘/XPS是美国 (X"(4$&@04TX0L$%̂B#0$#公

司的软件产品!是虚拟仪器编程语言的典型’ W4‘/XPS
编程高效$灵活$面向对象!其强大的图形编程能力及

可视化编程环境得到很多软件开发人员的青睐’ 本文

基于W4‘/XPSN:7平台上开发"9机和 "W9的实时监控

系统!并对其设计与实现进行了研究’

+!W4‘/XPS与串口通信

在台湾永宏生产的?;>Ph?dL系列微型"W9的通信

架构上!永宏 "W9被定位了从系统!而任何与其连线的

周边设备为主系统!也就是与永宏 "W9通信!均由主系

统发出命令参数!然后永宏"W9收到命令参数后才回复

对应信息给主系统’ 永宏的通信格式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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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实现"W9对虚拟对象的控制!问题的关键是要

根据永宏 "W9通信协议!利用 W4‘/XPS开发出 "W9与

W4‘/XPS的通信驱动程序’ 现结合监控系统!分别读

命令及写命令为例加以说明’ 在 W4‘/XPS中进行串口

通信的基本步骤如下+
"+#初始化串口’ 利用/X’;9@0U&2̂%#’#%&4T"@%$:_&设

置进行串口通信的串口号$波特率$数据位$校验$停止位’
"7#读写串口’ 利用 /X’;Q#41:_&和 /X’;S%&$#:_&!

从串口中读人或输出数据’ 由于 W4‘/XPS的串行通信

子_&只允许对字符串的读写!因此在数据处理时!必须

进行字符串与数字之问的正确转换’ 此外!若要读人

当前串口中的所有字符!则要执行 /X’;dE$#L@U’#%&4TY
"@%$:_&!用以确定将要读人的确切的字节数!后将其输

出作为/X’;Q#41节点的输人即可’
"<#关闭串口’

7!"W9与W4‘/XPS串口通信程序的实现

在W4‘/XPS串行通信编程中!按照永宏 "W9协议

设计了模块化的通信程序’ 具体程序设计包括串口初

始化$WQ9"纵向冗余错误校验码#和实时监控等模块’
7:+初始化

初始化模块主要事针对串口初始化!因为如果参

数设置不正 确 将 产 生 通 信 故 障!甚 至 不 能 通 信’ 在

W4‘/XPSN:7中串口号是在 /X’;’#%&4T:_&中设置的!其

他各个参数均要与永宏 "W9设定的通信参数相一致!
具体/X’;’#%&4T初始化!如图7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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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WQ9"纵向冗余错误校验#
永宏"W9通信协议的校验码是采用 WQ9"纵向冗

余错误校验码#’ WQ9错误校验码用于;’9XX模式’
这个错误校验码是一个N位二进制数!可作为7个

;’9XX十六进制字节传送’ 计算WQ9码时!仅要求协议的

前四栏起始$站号$命令码$数据块字节参加运算’ 具体

计算WQ9码的方法为+将各需运算;’9XX字元的+8进制

数码值"N位元长度#!从头至尾依序相加!但是不考虑

进位!因此最终结果仍为N位二进制数!即为WQ9码’
接收端判断接收到的信息是否正确的简单方法

是+将前四栏起始$站号$命令$数据块字节!包括 WQ9
码相加并丢弃进位!若结果为 .!则表明信息传送正

确!否则出错’
遵照上面所述!计算WQ9码框图程序!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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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实时监控

"9与"W9组成的实时监控系统!必须按照永宏协

议格式进行程序设计’
主程序是通过一个 S6&T#循环来控制整个程序的

运行!停止和采集等功能!’>)"按钮即是控制程序停

止’ 然后按照选择结构!即下位机 "W9的运行!运行和

实时交换数据功能!要完成前两个功能需要 W4‘/XPS
向"W9发送正确的命令参数’ 但需要监测采集到的温

度!也就是实现实时交换数据功能!W4‘/XPS必须周期

性 地 向 "W9发 送 读 取 寄 存 器 的 命 令! 然 后 通 过

/X’;Q#41:/&获得的寄存器数值!转化为十进制数并为

每一时刻的采样点加上时间参数"以便可主测量系统

的浮力参数相对应!才能进行数据处理!具体数据处理

在本文未做表述#!实时显示$保存’ 另外这些功能实

现!都要先计算出WQ9码!而后向"W9发送命令参数’
下面具体阐述第三功能实现过程+主机""9#发命

令参数 之 后!"W9收 到 命 令 参 数 则 回 应!主 机 通 过

/X’;Q#41节点读"W9的应答!命令参数与应答格式如

图K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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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从机没有回应!则即刻重发读取数据命令码(若收

到回应!则等待下一个采集周期完成!然后再发读取数据

的命令参数’ 当"9读出回应数据后!先利用/字符串提

取节点0将应答中的/错误码0字符提取出来!判断是否等

于/.0!若相等再分别将应答信息中的\Q寄存器的通道

内容提取出来!利用/十六进制字符串转换成十进制数节

点0分别将它们转换成十进制数后!再进行工程转换为有

效量程!保留一位小数!以便在界面显示’ 最后在输出控

件/温度值0显示’ 如果错误码不等于/.0!则表示通信命

令未能正常执行’ 其实现过程!如图M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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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实现

/浮力测量的三维实体非接触自动测量0系统是

精密的测量系统!需要良好的测量环境!温度就是其

中一个重要因素’ 因而!实时监测测量环境的温度!

并根据经验对温度引起测量误差进行补偿!从而提

高测量精度’ 因此!在测量系统中!加入了温度监测

子系统’

本监测子系统是基于 W4‘/XPSN:7开发的!通过

串口!对 "W9发出控制命令!"W9接收到 "9机上的控

制命令后对控制系统进行浮力测量!并实时获取和

存储各种传感器的信号!本系统的重点是实时读去

下位机"W9采集的温度!并通过串口传给"9机!然后

通过 W4‘/XPS开发的监控子系统进行数据处理后!在

界面上显示出来!实现系统的实时 监 控’ 该 系 统 可

靠!有效的实现了 "9与 "W9的通信!界面简单美观!

扩展性强!易于维护’ 系统结构主要段框图程序!如

图8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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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结论

本文以 W4‘/XPS为平台构建了以温度虚拟监测

对象’ 基于 W4‘/XPS串口通信函数!开发出 W4‘/XPS

与 "W9通信驱动程序!最后实现了 "W9对测量系统虚

拟对象的实时监测!实时效果良好!并且界 面 精 美$

友好’ 此系统!可开发出适应面更为 广 泛 的 虚 拟 工

业控制对象!实现以 "W9为核心的工业控制系统的虚

拟设计$调试!为机电一体化产品的虚拟样机开发提

供技术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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