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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首先简要叙述了一些 3/14/(5$ 新产品，新技术，然后对作者在研究开发 3/14/(5$ 产品中所遇到的一些问题

及体会作了介绍。

关键词：3/14/(5$9 控制网络9 现场总线9 因特网

()*+),-. 网络的进展及研究开发

()*+),-. 产品的若干体会

< 3/14/(5$ 网络的进展

3/14/(5$ 控 制 网 络 是 美 国 =."’+/1 公 司 于

<>>< 年推出的一种控制网络，至今已有 <? 年的历

史。因其开发和使用方便，具有良好的互操作性，且

成本较低，已被广泛地用于楼宇自控、智能小区、工

业过程控制、交通运输、电力等各个领域。目前已有

<@?? 多万个节点被安装，投运。并且 3/14/(5$ 技术

在家居、火车、半导体制造设备、智能楼宇、加油站和

运货列车制动系统领域。被多个世界标准组织如

ABC、ADEF、AEGCA=、F===、FHEH 和 E=IF 作为行业

标准。

针对使用中出现的问题和对控制网络的新要

求，=."+/1 等公司在过去原有产品的基础上，采用了

一些新技术开发了一些新产品，如：

·H!J<K? 和 H!J<L? 智能收发器。内置增强功

能的 @?IGM D’6(/1 J<K? 芯片或 K?IGM 的 D’6N
(/1J<L? 芯片。并且具有更大的存储容量。在抗电磁

干扰能力方面比原来的提高了 <? 倍，与 H!!<?A O
D’6(/1 芯片相比可节约成本 <LP。

· 新 的 3DEJ; ? 网 络 操 作 系 统 及 3DE QQ=
E’(:’( K; < 大大提高了系统的性能（其性能如表 <
所示），并便于和 F17’(1’7 相连。图 < 为因特网、内部

网和 3/14/(5$ 网络互连的框图。

表 < 3DEJ 的性能

以前 (/01

地址表入口 "! 1#2 ’34

同时输出事务处理 " "2 $$$

同时输入事务处理 "3 "2 $$$

()*+),-. 5 67 通道 $ "

图 < 因特网、内部网和控制网的结合



!"

!"#$ 以前 !%&’%()* 网络和 +, 网络的互连如图

- 所示，其连接路径!要通过 . 个 "/0(%& 芯片，所以

该路径是一个瓶颈。并且每次只能有一个输出事务

处理（如图 $ 所示），考虑到各个环节的延迟，每秒最

多能进行 12 次轮询，如果被轮询设备和 ,3 机间有

路由器则速度更慢。

图 - 未采用 !"$ 时 !%&’%()* 网络和网络的互连

图 $ 未采用 !"#$4 2 时网络变量的轮询

使用 !"#$ 后，!%&’%()* 网络和 +, 网络的互连

如图 . 所示5 轮询和接收不再以完全串行的方式进

行，如图 1 所示。在连接路线!上只涉及 6 个 &/0(%&
芯片，因此其速度取决于 ,3 机。这样在 !%&’%()*
双绞线通道上，每秒可进行 622 次轮询，而在 +, 通道

上则每秒最多可进行 6222 次轮询。

·#7%(8#89:) ;<:(% #/(=/(
由 "/0(%& 芯片，收发器（或 >?$6-2，>?$612 智

能收发器）和 #7%(8#89:) 固件组成。作为整个网络的

一部分，提供远程存取能力——— 远程诊断、维护服务；

远程监控服务；设备和企业信息的集成；和 @9=9，@<A
&<，B#C<；D,&, 的连接。

·<E !B" 6222 因特网服务器

内置 $- 位 F+#3 处理器，!%&?9G)，"#+ 和路由器

引进引擎的 3 H H实现，使 +, 成为一个标准的 !%&A
’%()* 信道。将 !%&?9G) 协议服务延伸到基于 +, 的

节点。

图 . 采用 !"$ 时 !%&’%()* 网络和 +, 网络的互连

图 1 采用 !"#$4 2 时网络变量的轮询

·$- 位 ,3+ ,3!?I J-2 !%&?9G) 适配卡支持

’<&K%L*-222，’<&K%L*M1 N MO 和 ’<&K%L*"?.E 2
的即插即用功能。

- 研究开发 G%&’%()* 产品中的几点体会

-4 6 产品开发

我 们 利 用 "%K/P0<GK/( 等 开 发 平 台 进 行 了

3%&/* J!-222 系列产品的开发，已开发了数十种

软、硬件产品5 按功能划分主要有以下几类：

·收发器

·控制模块

·+ N B 电路

·网络节点——— 中继器、路由器、实时时

钟、网络变量显示器等。

·软件——— 节点软件、网络管理软件及接口软件

等。

按结构划分则有普通型与隔爆型两大类。这两大

类产品的内部电路和功能完全相同。隔爆型产品的防

爆等级为 QRK++P?1 防护等级为 +,S1
-4 - 几点体会

T6 U 开发工作必须贯彻系列化、模块化的思想。

首先确定开发的总体目标和架构，即确定产品的系

列。然后将产品根据功能划分成模块，来分别设计开

发。模块化可大大减少产品的基本品种，通过组合可

灵活地实现各种功能，也便于产品的使用和维修，从

而降低了开发、使用和维修成本。

#$%&$’() 网络的进展及研究开发 #$%&$’() 产品的若干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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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节点的功能指标，要根据并综合各种系统

的需求而确定。如果节点的 $ % & 数太多，功能太集

中，则不符合设备分散’ 功能分散的现场总线的初

衷，反之节点 $ % & 数太少，功能过于分散，不但会增

加系统的成本，同时还会增加网络的通信流量，使整

个系统的性能下降。

()*+),-. 网络的 /)*01/- 协议，在链路层采用

了一种所谓带预测的 2 3坚持 4567 协议，对传统

的 4567 作了改进，但 4567 的固有缺点，如响应

时间的不确定性以及在重载情况系统性能的下降等

不能完全消除。根据以上各方面的考虑，按功能分散

程度划分设计了下列几类节点：

·常规的，可广泛应用于 845 系统的功能单一

的节点：如 9$、9&、7$、7& 等节点。

·适合作为回路控制用的控制节点，同时具有

9$、9&、7$、7& 功能，但总 $ % & 点数并不多。

·需要时间同步的节点：采用 :&50 3;1.<= 节

点。增大 $ % & 点数。><?,)* 芯片只作为通信控制用。

·根据特殊用途要求设计的专用节点。

!@ # 在开发测试过程中，发现 800 3AB7 收发器

极易受磁场干扰，因当时无现成的磁屏蔽产品，我们

自己在 800 3AB7 外加了电磁屏蔽，效果非常好。

!C # 节点软件采用 ><?,)* 4 编程。虽说是以事

件驱动（用 +D<* 语句）为基础而编程，但其任务调

度的机制是一种轮询方法而非中断机制。所以在编

程时，需注意各任务的运行时间不能过长，否则当上

位机向节点轮询，请求输出网络变量时，容易超时而

发生错误。常提示为通信错误’ 其根本原因不在于通

信而在于节点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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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控制的 945 系统，到面向经营管理的 6$5 系统构

想，直到现在的面向信息共享的 5$5 系统，体现了对

数据信息重要性的认识。然而在数据信息共享的同

时，也应是知识信息的共享，通过 Q99 获得的知识

是从大量数据中淘得的“金子”（>?RR<I.），笔者认为

5$5 系统中也应包括知识库，而不仅仅只有数据库。

这样从数据库 % 数据仓库中采用 Q99 技术发现的知

识整合在 5$5 系统中，在整个企业范围内知识共享，

可加速管控一体化的进程。

L 结论

工业现场中，每天会产生大量的实时采集数据

（如电流、电压、温度、气压、流量、电机转速、开关量

等），人工一般是很难理解这些数据及其关系的，更不

用说及时地总结并进行预测了。利用 Q99 技术’ 可

以从这些大量数据中提取隐含的模式与规则，搜集重

要的信息，探索未知的或以往没有注意到的规律。

目前在面向信息共享的工业自动化体系建设中，

将 Q99 技术纳入 5$5 系统建设中，在整个企业范围

内做到数据和知识共享。可以相信’ Q99 技术在工业

领域有着广阔的应用前景。在不久的将来 Q99 技术

可帮助企业从巨量现场数据中总结经验探索规律，确

保安全经济运行，降低生产成本，为市场分析与正确

决策的有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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