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芯片与串行数模-模数转换器的

接口设计

张定庆. 廖俊必. 曹泰山/

.0四川大学 制造科学与工程学院 测控系 成都 1.22134 /0西安四联企业 西安 5.22534

摘要 基于 6789:6&9;.32<=神经元芯片的 >:6?:9@A现场总线技术已广泛应用于各个领域B为开发新型 >:6?:9@A智能

节点B满足不同应用需求B这里介绍 6789:6&9;.32<=神经元芯片与串行数模-模数转换器0<>C31.3C-<>C/3D;C4的接口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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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 言

>:6?:9@A现场总线技术起步较早B发展较成

熟B因而基于 >:6?:9@A现场总线技术的局部操作

网0>:64系统在许多领域得到了较好的应用?.@A局部

操作网0>:64一般由若干控制节点或智能设备组成B
每一个节 点 由 6789:6&9 ;.32<=芯 片B收 发 器B相 应

的 输入-输出电路或接口电路B以及电源构成A其中B

6789:6&9 ;.32<=神 经 元 芯 片 是 >:6?:9@A技 术

的核心元件B在它的内部封装集成有 ;个不同功能的

处理器B定时-计数器B不 同 容 量 的 9;=B77B9:=B
以及可编程输入输出接口和外部存储器接口等?.B/@A本

文介绍 6789:6&9;.32<=神经元芯片与串行数模-模
数转 换 器0<>C31.3C-<>C/3D;C4的 接 口 方 法B以 及

实现多通道模拟量输入输出转换的 >:6?:9@A智

能节点的设计A

h !"#$%!&$’()*+,PCED芯片与串行数 模-
模数转换器的接口

神经元芯片06789:6&9;.32<=CEFB4与串行数

模-模 数 转 换 器0<>C31.3C-<>C/3D;C4的 接 口 电 路

原理图如图 .所示B该电路是由 6789:6&9;.32<=控

制模块B一片 ..通道 ./位模数转换器 <>C/3D;CGH
片单通道 .2位数模转换器 <>C31.3C?;BD@以及相应输

入输出口组成B可以实现 ..路模数和 H路数模转换A
hI( 硬件设计

6789:6&9 ;.32<= 控 制 模 块 采 用 高 性 能

>:6?:9@A 智 能 控 制 模 块A 该 模 块 由

6789:6;.32神经元芯片BBA‘J.;:/在系统可编程

接口芯片?3K5@B专用 :<<L.2;收发器构成B电路结构

简 单B功 能 强B开 发 应 用 灵 活B功 耗 低B同 时 与

7CE7>:6公司控制模块兼容A
控制模块上的 6789:6;.32多功能输入输出信



图 ! 神经元芯片与串行数模"模数转换器的接口

号#$%&’!&(与 串 行 数 模"模 数 转 换 器 按 同 步 串 行

#)*+,%-$,*(方式连接./01模数转换器 234/5674
占 用 $%!作 为 片 选 信 号89个 单 通 道 数 模 转 换 器

2345:!54连成菊花链.70;共用同一片选信号 $%&;从

而比每一数模转换器各自独立占用一条片选信号的连

接方式节约 $%资源;事实上;控制模块也不可能有足

够的资源为图中每一器件提供片选信号1
模 拟 量 输 入 网 络 用 于 把 从 不 同 传 感 器 来 的 电

压"电流信号转换成满足器件要求的电压信号1
模拟量输出驱动电路 由于数模转换器的输出电

压最高为 5<;不能满足大多数控制器 &=!&<的信号

要求;而且;数模转换器的输出电流较小;需采用模拟

量输出驱动电路进行电压放大和电流驱动#图 /(1

图 / 模拟量输出驱动电路

图中;数模转换器的输出电压#%+2(接于放大器

的 正输入端;驱动电路输出电压#<(经取样电阻分压

接于放大器的负输入端1根据放大器输入端电位相等

的 假设;驱动电路输出电压#<(与数模转换器的输出

电压#%+2(具有如下关系>
<?%+2@#!A,!&",B(
上式表明;在分压电阻不变的情况下;驱动电路输

出电压#<(仅 与 数 模 转 换 器 的 输 出 电 压#%+2(大 小

有 关;不 会 随 负 载 变 化 而 变 化;提 高 了 输 出 的 驱 动 能

力1具体参数的选择;取决于输出电压"电流要求1为

保证输出电压精度;运放应选择高精度;高放大倍数运

放8运放电源应尽可能高于输出所期望的最高电压#输
出所期望的最高电压取决于分压电阻取值和最高数模

转换器的输出电压 %+2(1该电路也可改接成电流输

出方式1
CDC EFGHIEJ接口程序设计

神 经元芯片#)*+,%)K,7!5&2L4M$N(与串行数

模"模 数 转 换 器#2345:!54"234/5674(的 应 用 接 口

程序用 )*+,%)4语言编写;在程序中;应用软件定

义 两 个 主 控 同 步 串 行#)*+,%-$,*(对 象 OPQR和

OPRQ;分别用于数模;模数转换.9;B0>
$% 9STUVPWOVTXYZ[TVZT\T][#$%’!(OPRQ8
$% !PU[̂U[_O[OPRQ‘T\T][? !8
a V̂YbXYObSPVT’SP[UZTcOPRQ‘T\T][
$% 9STUVPWOVTXYZ[TVZT\T][#$% &(OPQR8
$% &PU[̂U[_O[OPQR‘T\T][? !8
a V̂YbXYObSPVT SP[UZTcOPQR‘T\T][
模数转换时;数据传送为 !/位;数据缓冲器地址

为 dRQeUff;串行模数转换函数调用语句格式如下>
OP’OS#OPRQ;dRQeUff;!/(8
数 模 转 换 时;每 个 数 模 转 换 器 采 用 !:位 数 据 格

式;每 次 数 据 传 送 共 计 为 !/9位;数 据 缓 冲 器 为 数 组

QReUff.90;串行数模转换函数调用语句格式为>
OP’PU[#OPQR;QReUff;!/9(8

g 结束语

介 绍 的 )*+,%)K, 7!5&2L神 经 元 芯 片 与 串 行 数

模"模数转换器#2345:!54"234/5674(的接口方法;
在尽可能的节约 )*+,%)K,7!5&2L神经元芯片 $%资

源情况下;实现 !!通道模拟量输入和 9通道模拟量输

出;电 路 简 单;功 能 强;应 用 灵 活;可 广 泛 应 用 于 各 种

3%)-R3h‘控制系统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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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 >7?的 提 出f为 测 控 系 统 的 网 络 化 实 现 标

示了一个新的方式g经试运行f其通信线路大为简化f
可靠性大幅提高d网络层次分明f软件坚固f可维护性

能 好d高 速 传 输f并 行 处 理hFif实 时 性 高d设 备 增 减 灵

活f主备监控计算机切换方便g网络 >7?可以很好地

解决多种工业总线的系统集成f丰富了工业总线的网

络化体系f促使其向更高层次发展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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