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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论序论序论序论    

    

关于因特网的出现及其几乎包罗万象的应用已经谈论得很多 确实 因特网的力量不

完全在于它的技术革新 而是在于它轻而易举打破了传统通信的界限 从而为非专业的普

通用户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用于因特网的技术已经存在 25 年以上了 那末是什么促使它在最近几年爆炸性地扩张

呢 问题的答案是重要的 因为它有助于理解在未来几年内因特网的发展方向以及它将影

响到的事物 许多人相信因特网的潜力至今还利用得微乎其微 因特网真正的冲击力及其

许多 不凡身手 还需拭目以待  

因特网和万维网主要功能是让人们方便 经济地相互联系 电子邮件可能是因特网最

普遍的应用 现已成为许多企业和家庭不可或缺的工具 连接到因特网的新企业和个人以

惊人速度增长 简而言之 由于因特网人们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能更方便地和别人建立

和保持联系  

近来 因特网工具这一概念正在广泛传播 它的设想是 小型专用的 工具 可以连

接到因特网上从事非常专门的工作 电子邮件工具 厨房用具等 这个概念本质上和通

过 PC 取用因特网 把人和人联系起来的概念是相同的 但是处在较低的硬件等级上 因

而能降低终端用户的费用 网络计算机是为一个具有相似但更普遍的实用意义的概念  

假如因特网的能力能超越仅仅联系人们这一狭隘范围 会发生什么呢 假如因特网连

接台式机和膝上型机 或厨房柜顶机 并以某种方式和我们常用的设备连接起来 又会发

生什么呢 我们日常接触的灯 开关 恒温器 TV 空调 安全系统 火警报警器等都可

看作是因特网用户  

上述设想可以用一种生硬的方式来实现 简单地把所有这些智能设备分配一个唯一的

IP 地址并在每个设备中放置一个微型的网络服务器 于是 任何网络浏览器都能监控这些

嵌入设备上的监测和控制参数 但是事实上 这个设想有许多实际限制 小型 廉价的控

制设备有自己的一系列特征 与计算机世界的特征相差甚远 所以 要有设备级 或工具

级 上的不同的联网体系结构  

这就是控制网出现的背景 控制网络把智能设备连接在一起 提供一个经济 可靠

根据控制需要优化的灵活的联网平台 The network is the computer TM 网络就是计算

机 这一口号几年前由 Sun Microsystems 公司广为宣传 现在能应用于新的模式 网网网网

络就是控制系统络就是控制系统络就是控制系统络就是控制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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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很自然 让不同的网络连接并组成一个单一的联网结构 这样就能将联网新功能

扩展到控制设备上 同样 内部网成为因特网的一个延伸 局部运行的控制网或所谓

Infranets 能连接到因特网和内部网上 信息 资料和控制信号 可从任意点流向任意点

从任何人流向任何物体 人们现在可以象联系其它人一样联系物体 图 1 表示完整的信息

基础结构  
 

 

图 1  完整的信息基础结构 

 

日常设备能连接在因特网上这种设想看来显然是符合逻辑的 我们周围已有多种工具

和小器件 按照当前因特网用户增长的速度看来 把这些设备和因特网联姻似乎是理所当

然的一步 可是 以前有几个障碍延迟了两者的融合  

出现了方便的使用因特网和内部网的普适标准后 它们终于开始获得广泛接受并迅速

发展 万维网和无处不在的浏览器为普通人提供力量 使他们可以绕过技术难关 开始享

用因特网的好处 反过来 网络的增长又形成更多的信息内容 更多的网址 从而推动它

的应用  

相比之下 控制网还是比较新出的 尤其重要的是 日常工具和设备进行通信的标准

化的要求从未如此普遍 万维网标准要求 TCP/IP 协议 HTTP 协议和 HTML 标记语言密

切配合 功效卓著 控制网正在建立相似标准 协议和技术 所以它能全面迅速发展并和

因特网携手发挥力量  

本文试图确定因特网和控制网成功联姻所需的各项要求以弥合两者之间的鸿沟 希望

本文还能提供非常需要的说明来澄清近几年来在报刊上甚嚣尘上的混乱报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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嵌入世界嵌入世界嵌入世界嵌入世界    

    

嵌入系统传统上用于工厂中离散过程控制自动化 因为工厂中需要一个中心计算力量

来控制过程或操作 在大多数情况下 计算诸如图像用户接口 GUI 或实时系统效率的

要求太特殊 以致于不可能使用通用 PC  

尽管新闻界较少报导 嵌入系统在 PC 世界的阴影下 悄悄发展已有些时日了 芯片制

造巨擘已为嵌入系统的处理核心―微控制芯片贡献了整个产品系列 微控制器市场的成长

明显快于传统的微处理器 个人计算机的中央处理器 而它的预测营业额将轻易地压倒

微处理器 从商业观点来看 嵌入系统的应用通常可分为两类 商业应用和消费者应用  

商业嵌入系统用于诸如楼宇自动化 过程控制和工厂自动化等用途 传统上 这样的

系统有中央处理站 连接到整个设施上的许多物理传感器和执行器 例如 温度 湿度

移位元等 这类商业应用的嵌入系统市场在过去一 二十年中已变得相当成熟 满足不

同要求 8 16 和 32 位 并具有不同特点的广泛系列的微控制器已供应给系统制造商 这

类系统的复杂性 以及可靠性和实时操作的要求也创立了嵌入操作系统的市场 许多制造

商都在供应实时操作系统 RTOS  

最近 消费者市场已经在利用嵌入系统的能力 消费者设备的涌现已经显著降低了低

文件嵌入系统的成本和大小尺寸 低到中等功率 4 8 和 16 位 微控制器已经悄悄地潜

入微波炉 恒温器 立体声音响和其它许多消费设备中 和商业嵌入设备市场不同 这些

消费者设备的软件研制过程尚未定型 由于未能满足消费者对较小较经济产品的要求 用

于消费者嵌入设备的操作系统的设计还未真正出现  

从技术观点出发 嵌入式应用可分为两组 独立式和分布式独立式和分布式独立式和分布式独立式和分布式  

独立式嵌入应用设备通常包含在较小的自主的封闭环境中 嵌入应用设备并不以智能

方式和其它设备通信 但是必须有连接在主要中央装置上的远程传感器和执行器 移动电

话 家庭安全系统 集中式过程控制系统都是独立式嵌入系统的例子 这些应用设备中的

较大者通常利用现行的操作系统 例如 RTOS 或近来微软公司的 Windows CE 随应用而

定  

另一方面 分布式嵌入系统依赖联网体系结构作为内部主干 系统运行不需要中央智

能点 也不期望 而通常有物理信道 例如电力线 双绞线 无线等 以启动智能节点

间的通信 设备分散的家庭 大楼照明系统或智能电梯系统都是分布式嵌入系统的例子

图 2 是代表嵌入式系统世界的二维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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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嵌入式系统世界 

从图 2 可见 商业嵌入系统市场正从集中式体系结构向联网体系结构过渡 控制联网

技术的进展大大地加速从基于 RTOS 的集中式系统到联网系统的过渡  

至于消费者嵌入应用设备 独立式和分布式通常相互排斥 每个都有自己的一套工具

和技术 虽然越来越多消费者嵌入产品利用分布式网络方法 例如机顶盒 家庭照明等

仍有许多消费者嵌入应用设备本来就不是分布式的 例如 移动电话是个自主设备 代表

一个独立式嵌入消费者产品 可是现代家庭的供暖和空调系统由许多智能节点 恒温器

加热器 空调 风扇等 组成 全都通过物理介质 例如双绞线 电力线等 相互通信  

除了本质上根本不可能是分布式的 物理上局域化的 例如移动电话 独立式的消费

者嵌入应用设备外 几乎所有的应用设备 以前使用集中式体系结构的现在都能采用了分

布式 而系统成本较低 功能改进 灵活性增加 事实上越来越多的设备正在改弦更张

正像 PC 网一样 用网络设计来解决控制问题有许多优点 例如  

    消除了单个故障点 

    减少布线费用 

    降低系统安装和维护费用 

不同的设备制造商之间的互可操作性 

联网的优点似乎不仅仅限于计算机 除了因特网和内部网之外 还有控制网也在我们

手边 要求把这些网结合成全局资料和控制网似乎是最合理不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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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展因特网扩展因特网扩展因特网扩展因特网 
 

已经定义了多种嵌入应用设备 现在让我们进一步讨论它们需要什么才能各自成为对

因特网友好的设备  

前已讨论过的独立或嵌入应用设备 商业的和消费者的 含有一个中央微控制器来操

作设备的嵌入软件 对于更复杂商业嵌入系统 可能要用实时操作系统 RTOS 来增进

可靠性和整体系统效率 大部分 RTOS 制造商已经为他们的操作系统写了扩展部分以支持

Web 通常是提供一个小型 Web 服务器作为操作系统的一部分来完成这项工作 嵌入设备

就变成了小型 Web 服务器 于是 嵌入系统设计者或编程者通过 HTML 页面把嵌入系统

上有关数值链接到 Web 服务器上 以使因特网上的任何浏览器都能访问它们 请参阅补

充短文以了解本方法的详情  

假如我们把控制系统看作因特网的分布式全局联网的一个扩展 我们就能看到控制联

网的概念如何促成设备的逻辑分层 从因特网开始 沿着层次向下 网络的吞吐量要求和

节点 网络上的客户 的一般处理能力递减 相反 对于节点间较快响应时间的要求则增

加 图 3 说明这一点  

 

图 3  联网分层 

递减递减递减递减  
 设备尺寸设备尺寸设备尺寸设备尺寸 
 网络吞吐量网络吞吐量网络吞吐量网络吞吐量 
 响应时间响应时间响应时间响应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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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因特网和内部网不同 控制网苛刻地要求满足自己的需要 这些网络的小尺度 低

成本和使用方便轻易地排除了采用因特网和内部网的控制技术 尽管有许多销售商努力要

把 Web 服务器包括到他们的嵌入操作系统中 见补充短文 但由于缺少无缝的自上而下

联网方案 这些努力都不得不中止 留给研制者的艰巨任务是把基础嵌入系统和 Web 服务

器耦合 通常要通过专用的控制联网方式  

与独立式 专用的 以及相当复杂的嵌入系统不同 嵌入因特网 应用设备实际上

要求控制联网方案 设有这个方案 它就只不过是连篇累牍的文章中新添的一篇 控制联

网和控制世界的关系就跟资料联网和计算机世界的关系一样 控制世界已准备好迎接像因

特网那样身手不凡的巨人  
 

控制网控制网控制网控制网 
 

在过去几年内嵌入世界内部的革命已经初露端倪 越来越多的制造商和系统设计师已

认识到联网的分布式的好处 因而不再认同那种许多无智能的远程点 传感器和执行器

连接到一个中央处理器上的集中式系统  

为了更好理解控制联网怎样演变以及它的发展方向 回顾计算机业的历史是有好处的

计算机业也曾面临和控制业不久前面临的联网革命类似的商业和技术挑战 图 4 的左侧说

明计算机世界的演变  

有多种多样因素促成计算机业的演变过渡 系统成本 用户应用需要 以及有关的市

场因素都有重大影响 计算机世界的当前趋势是全面联网 整个计算机世界可看作各种大

小网络 企业内部网 小企业网 政府网 因特网等 组成的海洋 所有网络都互连 形

成一个无缝的智能结构 这和电信业从早期的简单的 集中式电话局演变到今天的全面通

信能力 电话 传真 寻呼 移动电话等 是类似的 在今天的通信中你已不再知道你是

如何和对方连接的 音频拨号被认为是理所当然 始终存在的和他人联系的手段  

控制业正在经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类似变化 但是用一种更平静的方式 图 4 右侧说

明这些变化的步伐 虽然控制业的趋势是朝着联网的系统 但是很容易把演变趋势外推到

网络被联网的阶段 把网络就作为网络处理而不管它们的内容 资料或控制 显而易见是

精妙简洁的手法 它必然导致图 4 中表示的最后一个演变步伐 参照上述电信业中音频拨

号的比喻 我们可以预言 Web Tone 也即将来临了  

以集中式体系结构为特征的传统嵌入系统若干年来一直是控制业主要角色 有关的终

端用户的要求诸如更高的系统可靠性 更低的系统安装费用 开放系统 更低的系统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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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用等等正在推动该产业从封闭的集中式 或分层的 系统向着开放的 分布的联网方案

演变 许多控制系统们仍在使用集中式系统 就像某些公司仍在使用大型机一样 但是

要产生更经济和更强大的系统 制造商和系统设计师越来越难以忽视分布式网络方法  

就像计算机革命一样 分布式控制方法要求半导体芯片的成本降低和功能的集成度增

加 以便赢得大众好感 这就使控制业的演变要花更长的时间 因为成本约束较严格 市

场上技术更新自然也是较慢的 作为经验法则 制造商 系统集成商和终端用户需要功能

有 10 倍的增长 才能迅速完成新的模式  

 
图 4  计算业和控制业中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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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技术问题外 政治和商业障碍也延迟了控制业的技术进步 对于联网的体系结构

需要互可操作性明确规定的标准以及设计实践以使提供设计系统用的通用平台 几年前 PC

曾需要 ISA 总线标准 直到第三方制造商能参与并设计出今天使用的巨大的 PC 卡外围数

组 自那时以来 基本的 PC 总线已经有了增强 但是它必须有个起点  

控制网可以方便地用于传统上由嵌入系统解决的问题 同时还具有许多优点 另一方

面 集中式嵌入系统并不很适用于分布式的用途 因为它们通常缺乏通信能力 这并不是

说 嵌入系统不能相互通信 而是说它们的通信要针对每个应用专门设计 这样就导致封

闭的专用系统 较高的研制成本以及较高的工作周期成本  

设定了上述要求后 现在可以确定控制联网体系结构的主要特征 表 1 记载这些特征

以及和计算机联网世界中相应的特征的比较 想象一下计算机联网世界的状态是发人深思

的 右侧栏目中的每一项都成为事实上的标准 确实 大部分项目远在成为正式项目前就

已经成为事实上标准  
 

控制联网属性控制联网属性控制联网属性控制联网属性 优点优点优点优点 与与与与 LAN 模拟模拟模拟模拟 

开放 稳固和可靠的通信协议 
保证来自不同制造商的设备互可操作性

因为它们全都使用同一协议 
TCP/IP HTTP PPP 

IC 包含协议和设备的应用程

序 媒体收发器 TP RF

PL CX IR 等  

廉价的 现成的资源 制造商可以集中精

力于他们的应用而不是通信障碍 

以太网 IC  

Modem IC 

安装 配置和维护网络用的网

络操作系统 

对所有工具和平台的统一网络管理  

系统互可操作性 

微 软的 LanManager

Novell 的 Netware 

基础结构的设备 路电器 中

继器 PC 卡等  
可伸缩性 

以太网络由器 开关和集

线器 

制造商和系统集成商使用的

互可操作性综合指南 
真正的开放式互可操作性 

IEEE802.x 规格  

ISA PCI 卡设计规范 

表 1  和计算机网比较的控制网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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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短文  

应急对策应急对策应急对策应急对策    

    

实时操作系统市场上品种繁多 在许多公司中 诸如 Wind River 系统公司

Integrated Systems 公司和 Microtec 公司供应适用于中等到高度复杂系统和 RTOS 它

在处理和独立嵌入系统有关的典型问题 即实时效率和可靠性问题时 效能非常好  

大部份现行的 RTOS 还供应标准 TCP/IP 和其它联网插座 以便嵌入编程者方便

地集成 但是 这些联网程序意图用在连接到诸如 LAN 和 WAN 之类的数据网络上

近来 某些公司已经在提供它们的 RTOS 平台的扩展部份 这些扩展部份或多或少提

供中等尺寸 几百 K 字节 的 Web 服务器 使嵌入系统能作为因特网上的网络内容

供货商 但是这些扩展部份不允许多个控制设备相互方便地通信 它们必须求助于专

用的软件和硬件把嵌入控制世界和联网世界耦合 联网模式中止于嵌入控制器 根本

问题是这些方案未能提供无缝的互可操作标准 把控制网连接到包括因特网在内的资

料网上需要这一标准  

将小型 Web 服务器应用于遥测和遥控的另一缺点是缺少用通常和分布控制设备

恒温器 调光器 配套的设备 即使我们无视这样一个方案的专用性 在每个设备

中放置一个完整的 Web 服务器这种方法 在处理小型 经济设备时根本就是不切实

际的  

还有其它一些旨在克服设备资源局限的问题 emWare 公司的 嵌入微接口技术

EMIT 在每个远程设备中放置一个小型的专用资料服务器 emMicro 操作通

信管理码 emManager 的中央服务器节点使用 emNet 串行协议负责在局部网络上和

所有远程设备通信 并提供对因特网 或本地浏览器 的网页 虽然这是独特的也许

在某些应用中有用的方法 但是它仍然不能提供开放的 互可操作的和稳固的方案

只有真正对等分布控制联网才能提供这样的方案 控制设备开发商 只能发展它自己

的控制应用 因为每个中央服务器需要 TCP/IP 连接 而设备仍然被作为中央服务器

的从动装置处理  

肯定还有其它一些努力 试图迅速 顺利地克服集中控制模式的局限性 不幸的

是没有万应灵药 正像计算机业必须忍受从集中式主机世界过渡到联网世界的折腾一

样 控制业在走向开放的 对等的联网方案时也必须忍受多种挫折和困难  

历史确实在重复 我们应该能从经验吸取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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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NWORKS 技术技术技术技术 
 

LONWORKS 控制联网技术迎接许多上述技术的商业的挑战 它超越自己单纯的通信协

议的角色并且提供建立控制系统用的完整的平台 从而取得成功  

LonTalk®协议是 LONWORKS 网的核心,专门设计用于控制的一个开放式的国际标准 它

提供丰富多彩的一系列特性供控制系统制造商挑选 LonTalk 协议的一系列特点能接受几

乎任何应用 包括楼宇自动化 工厂和过程控制 家庭自动化 协议的许多方面只占用很

小的内存而提供了安全性 可靠性和效率  

摩托罗拉和东芝销售的 Neuron® 神经元 芯片包含 LonTalk 协议的实施以及其它内装

的特性 为控制设备提供完整的 单片系统 方案 神经元芯片和通信收发器通常就是

LONWORKS 控制设备所需的一切 LonTalk 协议支持许多通信媒体 包括双绞线 电力线

光纤 同轴电缆 无线和红外线 收发器由埃施朗公司和全世界第三方设备商随时供应  

LONWORKS 网络服务 LNS 体系结构是一个强大的网络操作系统 提供面向对象的

方法 服务于联网控制设备 它让终端用户工具开发商使用统一的和强大的 API 来开发安

装 配置 维护 监测和控制 LONWORKS 控制网的工具 LNS 提供设备和工具制造商之间

真正的互可操作性 就像微软 Windows API 和 Sun Microsystems 的 Java API 在软件应用间

提供互可操作平台一样 LNS 用户可以在任何平台 PC MAC UNIX 嵌入系统等 上

运行  

LNS 服务器在传输层上支持 LonTalk 和 TCP/IP 协议
脚注1

LNS 用户可以使用两者中任

一个和服务器通信 这意味着通过对 LNS 服务器的任何 TCP/IP 连接 现在可以使用同一

个直观的控制网分层 因特网和内部网对控制网的利用从未如此方便  

像路由器和网络适配卡 NIC 之类的基础结构工具可由许多公司供应 这些产品是构

筑可伸缩的体系结构的关键工具 它们相当灵活 足以满足控制网的严格要求 例如 基

于 LONWORKS 的大楼照明系统可能要使用分支接入个别楼层子网的双绞线干线网 而那些

子网又是在现有的大楼电力线上通信的 每个楼层就可能要使用一个双绞线到电力线的路

由器 以便在这两种媒体间转换而且还能在楼层间把信息量分段  

 
 

 

脚注 1 支持 TCP/IP的 LNS 版本预定在 1998年年底前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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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一套集成的互可操作性准则以及一个监督它的发展和管理的主管机构 任何开放

联网标准都不能生存 LonMark®互可操作性协会 http://www.lonmark.org 由代表许多产

业部门的主要控制公司 系统集成商和终端用户的代表组成 是一个非赢利的机构 协会

内的每个工作组致力于为设备 系统和工具制造商制订一套统一的准则 LonMark 认证程

序确保所有已认证的设备和工具间的互可操作性 这样就大大简化了系统集成和维护 表

2 记载 LONWORKS 技术的主要优点 扩展了表 1 的内容  
 

控制联网属性控制联网属性控制联网属性控制联网属性 优点优点优点优点 LONWORKS 的贡献的贡献的贡献的贡献 

开放 稳固和可靠的通信协议 
保证来自不同制造商的设备的互可操作

性 因为他们将使用同一个协议 
LonTalk 协议 

IC 包含协议和设备的应用程

序 媒体收发器 TP RF

PL CX IR 等  

廉价的 现成的资源 制造商可以集中

精力于他们的应用而不是通信障碍 

神经元芯片 摩托罗拉

东芝 可供应的各种

第三方收发器 TP RF

PL CX IR 等 

安装 配置 维护 监测和控

制网络用的网络操作系统 

对所有工具和平台的统一网络管理  

系统互可操作性 
LNS 体系结构 

基础结构设备 路由器 中继

器 PC 卡等  

 

可伸缩性 

路由器核心模块 可供

应的各种第三方路由器

和适配卡 

制造商和集成商使用的互可

操作性综合指南 
真正开放式互可操作性 

LonMark 互可操作性协

会 LonMark 互可操作

性指南 

表 2  LONWORKS 技术的贡献 
 

 

结论结论结论结论    

    

最近几年 联网技术取得进展而制造半导体 IC 的成本降低 所以现在有可能采取信息

联网变换中的最后步骤 LONWORKS 标准集合了所必要的技术和商业资源 使这个变换成

为可能  

控制网络把以前由计算世界享有的所有优点带进控制世界 因特网 内部网和 Infranets

可以协同工作 让人们既可联系 物 又可联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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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像在计算世界中联网的明显优点 即较少的研制时间 增加的功能和可靠性 真正

的互可操作性和简化的系统维护还只是这样无缝的网络架构的一个开始 随后的 重要应

用 在下一个千年中将大大扩展我们生活其中的世界 谁曾经能预言因特网的出现及其冲

击 谁能预言 Infranets 将对我们生活产生的影响  

这些网络的无缝互联创造了全局的资料和控制网 它符合联网的永恒真理 原文为

mantra 意指印度教神圣祈祷文和咒语 译注 联合的整体是某种比其个别组成部

分总和强大得多的东西  

网络就是控制系统网络就是控制系统网络就是控制系统网络就是控制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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