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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发与借鉴

组态软件的概念是从DCS（集散控制系统）中

发展而来的，是为提高控制系统可靠性，加快系统

成套速度，支撑系统运行全过程的一套软件系统。

通常包括数据库生成，历史库生成、画面及趋势图

生成，抄表生成以及控制回路组态等内容。

组态软件的性能，反映了控制系统的性能，是

控制系统与用户进行交互的窗口。

在国际上，IEC 61131标准是关于算法组态软

件的国际标准，其中，IEC 61131-3标准规定了控

制算法组态的语法、语义和显示方式。它包括五种

主要的编程方式。自从该标准发布以来，获得了广

泛的支持和应用。

1  现场总线系统的组态软件

在传统的DCS系统中，由于各个厂家系统的专

用性，其组态软件之间也基本上都是自成系统，通

用性较差，这样的组态软件开发的工作量十分巨

大，需要涵盖上述所有功能。有关DCS系统中组态

软件的结构及实现方式请查阅文献[1]。

现场总线控制系统DCS系统相比，特点如下：

1.开放性，一种现场总线控制技术，常由多家

厂商支持，从而在厂商之间进行竞争和市场分工。

组态软件的组成方式也发生变化。分为通用组态软

件和专用组态软件。

2.网络化，现场总线是一种网络化、双向数字

通讯、多个控制节点接入的分散控制系统，结构上

的变化，对组态软件提出了网络管理的功能要求。

由于上述主要特点，导致现场总线控制系统的

组态软件在组成和功能上发生了变化。分为完成数

据库生成，历史库生成、工况画面生成。趋势图生

成，报表生成及打印的通用组态软件。以及完成控

制回路组态和网络管理的专用组态软件。其中通用

组态软件，适用于大多数控制系统。可以做到与具

体现场总控制技术的分离，是独立于具体控制技术

之外而存在的，通过不同的驱动程序与各种控制技

术和各厂家的产品进行互联。

而专用组态软件是与控制技术相关，针对不同

的组成方式和系统结构，其实现方式也不同，通常

是专用于一种现场总线控制系统或某一厂家的控制

系统。

2  LonWorks控制系统中的组态软件

2.1  现状

类似于DCS系统的发展过程，目前，LonWorks

控制系统的组态，基本上由三种情况组成。第一种，

完全由工程师对组态所要求的功能进行程序编制，

对于较小的系统，该种方式较为常见。第二种，由

工程师使用LonWorks开发系统进行控制回路组态，

然后使用通用组态软件完成其他组态要求，这是目

前最为常用的一种。第三种，使用专用组态软件进

行控制算法组态，然后由通用组态软件完成其他要

求。这三种组态的方式中，只有第三种组态方式才

能使得LonWorks技术得到更广的应用。前两种方

式，不仅系统成套速度慢，而且其系统可靠性、可

维护性会随系统的不同、开发人员素质的不同而产

生较大差异，同时，LonWorks开发系统的高额费用

足以使大多数想应用技术的厂商望而却步。在世界

范围内，L o n W o r k s 专用组态软件只有美国

提高控制系统的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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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简要介绍了组态软件的概念，对现场总线系统与集散控制系统体系结构进行对比，并根据目前

LonWorks组态软件的现状，提出了LonWorks组态软件的体系结构和关键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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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sualControl公司的Visual Control一种，在国

内售价较高、且功能并不能完全满足用户需求。因

此，要想进一步推动LonWorks以及现场总线技术

在我国的应用，开发具有我们自己特色的专用组态

软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2.2  实现方式（专用组态软件）

LonWorks控制系统中的专用组态软件，要完成

两部分功能：一是网络管理；二是控制回路组态。

网络管理用于安装，维护、监控网络上的控制

单元，并管理控制单元之间的逻辑关系。在

LonWorks之中，这部分软件常建立在LonWorks

Network Services (LNS)软件之上，实现上难度

不大。详细情况是文献[2]。

控制回路组态是专用组态的核心，由于前述的

现场总线与DCS系统间的不同特点，所以具体实现

方式也有不同，在DCS系统中实现方式的详细讨论

请见文献[1]。

DCS系统中，由于系统中的微处理器或CPU模

板一般具有很强的处理能力和较大的寻址空间，所

以控制回路组态的最后结果如图1所示。

DCS系统中控制回路组态是在算法库的基础上

完成的，而算法库则事先固化在微处理的程序中，

控制回路组态完成后，所生成的组态结果，其中包

括对算法库中算法的调用以及参数设置，则下装在

现场控制站的微处理器的数据存储区域中，在具体

执行时，由调度机制解析配置数据的含义，来决定

算法库中模块的调度。从而完成组态。

LonWorks 系统中，由于体系结构的不同，其

微处理器的处理能力以及寻址空间都有限，不可

能将算法度中所有模块事先固化到微处理器的储

存空间。不采取图1的方式。而将大量的工作在PC

机上完成，直至生成微处理器控制代码下装为止，

具体方式如图2 所示，至此对单个第点的组态完

毕，还需要使用网络管理工具定义第点间的信息

共享以及数据传递的逻辑关系，使整个网络协调

运转。

2.3  技术关键

实现图2所示组态软件的关键是以下几点：

1. 满足IEC 61131-3标准，这要求既要对该

标准有准确理解，同时又由于该标准主要针对PLC

等控制器的编程，所以，还必须能够满足现场总线

控制系统的组态要求。

2. 算法的编制，以及C语言代码的生成。要

求即要隐藏大量的LonWorks实现所需的具体细节，

又要充分体现其技术优势，即在受控的状态下给予

用户最大的灵活性。

我们在多年LonWorks开发和应用的基础上，结

合DCS系统中组态软件实现的经验，现正致力于软

件的开发，即将面市为LonWorks技术的进一步推

广、普及提供高性价比的工具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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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D C S 控制回路组态后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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