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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摘 要C 简要介绍了 DEFGEHIJ现场总线及其特点K提出了一种基于 DEFGEHIJ现场

总线的L采用 MNOPQ>R单片机和神经元芯片 S=R?为微处理器的楼宇温度测控系统K并对整

个系统的功能和构成情况进行了详细阐述T
关键词U!"#$"%&’K现场总线K神经元芯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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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引 言

随着电力工业的不断发展K以及人们环保意识的

增强K采用地热电缆低温辐射式供暖将呈现非常广阔

的前景T因此K开发一套温度监控系统K对室内温度进

行合理调节K从而最大限度地降低采暖费用非常必要T
目前K国内大都采用常规的计算机与通讯技术来实现

此类系统K即K将以单片机为核心的区域控制系统和以

opqRSR或 opq@RRrop@O>串 行 通 讯 总 线 为 标 准 的 系

统连接K通过现场安装的传感器L控制器及相应的变送

器 和 执 行 机 构 对 各 种 被 监 控 对 象 进 行 自 动 监 测 和 控

制T这种系统虽然可以满足大多数用户的要求K但由于

它的集成度较低K规范性差K且无统一标准K所以其可

靠性L维修性L互换性以及可扩充性均难以达到理想效

果和规范要求T使用现场总线控制系统 sQp<sY\b̂c_J
QEF]HEbpiJ]\hAK将 系 统 的 分 散 控 制 转 换 到 现 场 控

制K数据传输采用总线方式K使系统具有数字化信号传

输L分散型系统结构L良好的互操作性L开放的互联网

络及多种传输媒介和拓扑结构等特点t=utRuT因此K利用

现 场 总 线 技 术 构 成 的 自 动 化 控 制 系 统 使 系 统 的 可 靠

性L维修性L互换性以及可扩充性大大提高K符合国际

上的主流趋势tSuT基于 DEFGEHIJ现场总线的楼宇温

度测控系统可以有效地实现对居室温度的实时监控K
使室内温度可以自由调节K从而更加合理地利用能源K
大大地降低了冬季采暖费用T

v !"#$"%&’技术概况及其特点

ven !"#$"%&’技术概况

DEFGEHIJ技 术 是 美 国 w‘X\bEF公 司 于 R?世 纪

P?年代推出的一种现场控制网络产品t=uT该产品以其

优秀的分布处理能力L开放性L互操作性L多媒介适应

能力以及多网络拓扑结构等特点K适应了未来发展对

测控网络的要求TDEFGEHIJ技术是用于开发监控网

络系统的一个完整的技术平台K并具有现场总线技术

的一切特点TDEFGEHIJ网络系统由智能节点组成K节
点包括神经元芯片L传感器L控制设备L收发器和电源T
图=是一种典型的Dxy节点方框图t=uT每个智能节点

可具有多种形式的 frx功能K节点之间可通过不同的

传 输 媒 介 进 行 通 信K并 遵 守 fpxrxpf的 七 层 模 型 协

议KDEFGEHIJ技 术 包 括 监 控 网 络 的 设 计L开 发L安 装

和调试等一整套方法K要使用多种专用的硬件设备和

软件程序T

图 =

z 系统的硬件设计

本系统采用的基于 DEFGEHIJ总线的网络模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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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所示"

图 !

图中每个节点有 #$路输入和 #$路输出%它主要

完成以下的功能&’#(实时检测大楼内各房间的温度)
’!(根据设定的温度界限自动控制继电器%以实现对各

个房间内的加热设备的控制)’*(用键盘输入和数码管

显示实现与用户的交互)’+(故障报警)’,(保存各房间

的温度和加热设备运行状态的数据)’$(根据供电峰谷

时间电价不同的特点%合理地调整加热设备的运行时

间)’-(与上位机进行信息交换%接收上位机的控制命

令%并将各时间段的运行数据传入上位机"其原理如图

*所示"
该 节 点 中 的 主 处 理 器 是 ./012,!单 片 机%它 完

成实时温度采集3接收键盘输入3输出数码显示3控制

继电器动作3存储运行数据3和神经元芯片 *#!4进行

通信等功能"神经元芯片选用 /567*#!4%温度传感

器 选 用 89::9;公 司 生 产 的 8<#0!4%它 可 把 温 度 信 号

直 接 转 换 成 串 行 数 字 信 号 供 微 机 处 理"由 于 每 个

8<#0!4包 含 一 个 +0位 的 序 列 号%使 得 多 个 8<#0!4
能够同时用一根总线连接%这样就可以在不同的地方

放置温度传感器%本节点能够对 #$个采温点的温度进

行 测 量 和 控 制"存 储 器 选 用 =6>?5!-2!,$和

>.5$!!,$%使节点的功能具有很好的可扩充性"收发

器选用 @//A#4.%网络采用自由拓扑结构%传输介质

为双绞线%通信模式为差分曼彻斯特编码"

图 *
神经元芯片支持串行操作和并行操作"7BCDEF芯

片应用串行 GH?支持异步串行数据格式%对于串行操

作%串 行 输 出 模 式 在 G?1实 现%串 行 输 入 模 式 在 G?0
实现"对象声明为&

G? 0IFJCK;BDI9:L9CM’NEF;K9FK(IE ELOBNK F9PB)
其中&IE ELOBNK F9PB为用户所起的串行输入

输出对象名"本系统中神经元芯片 *#!4与 012,!单

片机的通信采用并行方式%神经元芯片 *#!4的工作模

式为 ;:9QB."神经元芯片 *#!4与 012,!单片机的接

口电路如图 +所示"由于神经元芯片 *#!4的握手信号

R<是集电极开路的%因此%需要接上一个 #4ST的 上

拉电阻"在 ;:9QB.模式中%神经元芯片 *#!4是在主

处理器的控制下工作的%对主处理器来说%神经元芯片

*#!4是含 0个数据位和 *个控制位的并行 GH?设备"
单片机的 64口与神经元芯片 *#!4的 G?4UG?-相连

作为 0位数据总线%6!V*与神经元芯片 *#!4的 G?#4
相连作为握手 信 号 端%6!V-与 G?0相 连 作 为2<信 号

端"R<信号由神经元芯片 *#!4的内部固件控制%当

R<为 高 电 平 时%表 示 神 经 元 芯 片 *#!4正 在 读 写 数

据3处于忙状态%当 R<为低电平时%表示神经元芯片

*#!4数据处理完毕%可以进行下一次通信了"在总线

上%主处理器和从处理器之间不断交换一个虚拟的写

令牌%令牌的拥有者有写数据3或传递数据的权力"主

处理器写时%当 012,!单片机判断到 R<信号为低时%
在2<信号的下降沿将数据写入数据总线%在信号2<的

上升沿数据被神经元芯片 *#!4的输入缓冲区截取%同
时导致 R<端变为高电平%当数据读取结束时%R<被

置低%等待下次通信"

图 +

在本系统中%用双绞线作通信介质%网络与中央控

制 单 元 62机 的 接 口 采 用 =NWB:EF公 司 生 产 的

62X/.A#462XEF/9:S适 配 卡%该 卡 是 专 门 为 个 人

电脑及兼容操作系 统 提 供 的%高 性 能 的 #$位 G<.总

线 XEFYEDS;接口卡%支持 5INDE;EZKYIFME[;!4443
YIFME[;1,H10和 YIFME[;7/+V4"

\ 系统的软件设计

本系统中的软件设计主要包括两部分"第一部分

为下位机的软件设计%它主要完成&现场温度数据的采

集处理与存储%控制继电器动作%输出显示以及键盘输

入%配置 *#!4的工作模式%012,!与 *#!4进行通信并

通过 *#!4与上位机进行信息交互"在本系统中%使用

了 7BCDEF2编程语言%现以并 行 口 读 写 为 例 说 明 其

特点%对并行口读写首先要用下面的声明语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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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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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应用 6)7’14芯片的 "8#对象901 04:;和 01

17/:;需要指向 %&’&(()( 01 04/)’<&3)结构9其定

义如下=
*/’73/%&’&(()( 01 04/)’<&3)

>

74*0?4)@()4?/A588()4?/A1<@&/&<0)(@
74*0?4)@@&/&B.&C()4?/AD588@&/&<0)(@
E%01<35

必 须 说 明 这 样 一 个 结 构9并 给 出 合 适 的

.&C()4?/A定义9标明数据传送的最长缓冲区尺寸9应
用内嵌的 6)7’14F函数和事件如=01 17/ ’)G7)*/
:;901 04 ’)&@H901 17/ ’)&@H901 04:;901
17/:;等96)7’14芯片的并行 "8#对象就很容易被访

问BIDJ神经元芯片 KLM$接收数据程序流程图如图 !所

示J
第二部分为上位机的软件设计9本系统用 N0*7&(

O&*03PQ$开发J实现了一个十分友好的人机操作界

面9用户可以在主控室内查询大楼内各房间的温度及

加热电缆的运行情况9并可设置各房间的运行参数9还
可查看历史运行纪录和实时运行费用等J

R 结束语

本系统是我们为牡丹江某大楼冬季电热采暖开发

的9系统投入运行以后9能够合理地调节室温9有效节

约电能9受到了用户的好评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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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结束语

本文介绍了短波数字通信系统中的数字 YbF9着
重探讨了基于 ae_的外部 YbF和内部 YbF的实现

方法J本设计方案在实际应用中取得了良好的效果J
参 考 文 献

L 宋 祖 顺 等 编 著Q现 代 通 信 原 理Q北 京=电 子 工 业 出 版 社9

ZZZZZZZZZZZZZZZZZZZZZZZZZZZZZZZZZZZZZZZZZZZZZZZZZZZZ
M$$L [

:上接第 MM页;
量下降情况9进行声光报警5

:K;完成短时强放电的测量和显示报警5
:I;该 系 统 可 以 与 变 电 站 综 合 自 动 化 系 统 相 结

合9实现蓄电池组的自动监控5
:!;具有远方通讯接口9以保证调度中心及时掌

握操作电源工作状态9也就是说9该系统具有遥信和遥

测功能J
另外9该系统具有较强的移植性9若给该系统加上

必要的控制电路9就可以自动控制蓄电池组的充放电

运行5对软件稍加改变9就可以对变电站中的铅酸电池

进行监控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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