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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介绍了 "#$%#&’(技术的特点/说明了基于 "#$%#&’(总线计算机监控系统的整体

设计思想与实现方法/深入分析了系统的整体结构0软硬件设计/并且给出了一个应用系统实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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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 言

现场总线控制网络广泛应用在楼宇自动化0能

源管理0交通运输0生产过程控制0仪器仪表等领域1

"#$%#&’(技 术 提 供 0WV&#$芯 片0"#$yTY’协 议0

"#$1T&’互 操 作 标 准0"#$%#&’(收 发 器 和 路 由

器0"#$2VQY{W&和 0#{W2VQY{W&开 发 工 具0"#$&

%#&’(网 络 服 务 体 系 "03和 0WV&#$4编 程 语 言

等开发设计平台/为设计和生产具有低成本0智能化

的现场智能监控产品/组建造价低廉0智能分布和功

能强的现场总线控制网络提供了完整的解决方案1

5 "#$%#&’(现场总线及其特点

"#$%#&’(技术是美国 6zUWY#$公司的一项新

型现场总线技术/它是一种分布式智能控制网络/

"#$%#&’(现场总线具有以下主要技术特点7

*+."#$%#&’(技术网络通信 协 议 "#$yTY’符

合 国 际 标 准 化 组 织*839.定 义 的 开 放 系 统 互 联

*938.模型/提 供 了 938参 考 模 型 所 定 义 的 全 部 七

层服务1
*-."#$%#&’(网 络 拓 扑 可 以 选 择 多 种 形 式 的

网络拓扑结构1可在多种通信介质下通信/包括双绞

线0电力线0光纤等/并且多种介质可以在同一网络

中混合使用1在一个 "#$%#&’(现场总线系统中网

络节点数可为 :-,,,多个1
*:."#$%#&’(技 术 改 善 了 的 431;*载 波 侦

听多路访问.通信协议/使网络在负载很重时/仍保

持 较 高 性 能1"#$%#&’(技 术 的 通 信 速 率 可 达

+$-<1~=(/光纤介质最长通信距离为 :<,,"1双绞

线 介 质 在 通 信 速 率 为 >?@~=(时 直 接 通 信 距 离 为

->,,"A+B1
由于采用了一系列先进的控制技术/"#$%#&’(

控制网络功能极强/可靠性很高/并使得成本大大降

低/下面说明 "#$%#&’(现场总线监控系统设计1

第 C期

-,,+年 ++月

微 处 理 机

184D9ED946339D3
0#$C

0#($/-,,+

)
)) 英向华/男/-<岁/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计算机网络0分布式计算机控制系统研究

收稿日期7-,,+F,-F,?

本课题得到科技部和科学院的资金资助



! "#$%#&’(现场总线监控系统

!)* 系统总体结构

在基于 "#$%#&’(技术的监控系统设计中+考

虑控制系统要易于扩展和升级的需要+系统采用分

布式的总体结构,系统分为过程管理级和现场控制

级+系统总体结构如图 -所示,

图 - 监控系统总体结构图

现场控制级是监控系统的基础+负责完成现场

监控任务+它由连接到现场总线上的智能节点构成

现场智能网络,智能节点主要用于接收和处理传感

器来的输入数据+控制执行器操作和执行网络通信

等任务,
过程管理级完成系统监控任务+主要功能为系

统 参 数 设 置.智 能 节 点 状 态 检 测.监 控 数 据 动 态 显

示.数据分析报警提示.网络通信管理.实时数据采

集.数据打印等,

!)/ 系统硬件

0-1234&#$芯片基本结构

234&#$芯 片 是 在 一 个 芯 片 上 集 成 了 5个

678.存储器.9:;接口等部件的一种超大规模集成

电 路+它 同 时 具 备 了 通 信.控 制.调 度 和 9:;等 功

能+并且固化了 9<;:;<9的全部七层 "#$=>?’网络

通信协议+组成了"#$%#&’(技术的核心,控制网络

的 每 个 智 能 监 控 装 置 均 使 用 234&#$芯 片+其 提 供

9:;接口实现与传感器.执行器或外部设备之间的

数据输入输出+完成各种现场所需的数据处理和控

制算法+并通过嵌入的 "#$=>?’协议固件和适用于

不同通信介质的收发器模块+在网络上实现数据通

信,图 @示意了 234&#$芯片的基本结构,

234&#$芯片的 67AB67C是五个通信引脚+可

提供单端.差分和特殊应用模式等多种网络通信方

式D9;EAB9;E-A是 --个 9:;引脚+通过编程可配

置成 5C种不同的 9:;对象+包括直接 9:;对象.定

时器:计数器 9:;对象.串行 9:;对象.并行 9:;对

象等F@.5G,

图 @ 234&#$芯片的基本结构图

0@1智能节点硬件结构

为 使 监 控 系 统 与 现 场 测 量 和 控 制 装 置 紧 密 结

合+更适合于现场环境+提高系统的可靠性+研制开

发了高性能价格比的智能节点,智能节点主要用于

实现对系统现场设备的控制+获取现场信息+并把现

场监控信息通过现场总线发送给主控计算机,智能

节点结构如图 5所示,

图 5 智能节点的硬件结构图

234&#$5-HA芯片为智能节点的核心+234&#$
5-HA芯片需要片外非易失性存储器来存放 234&#$
芯 片 的 "#$=>?’协 议.多 任 务 调 度 程 序.9:;应 用

库等固件+另外还需要配备附加的存储器存储现场

智能节点应用程序和相关信息,9:;调理电路是为

方便连接测量.控制装置而设计的,通信电路中的收

发器是现场智能节点与 "#$%#&’(测控网络之间的

接口,图@电路中采用的I==J-A是用于双绞线通

信介质的收发器模块,

051通信接口卡硬件结构

通信接口卡位于主控计算机 769插槽内+完成

现场智能节点与主控计算机的通信接口+图 C所示

是基于 234&#$芯片的通信接口卡结构+它由 234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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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芯片$片外存储器$双口 %&’$()*接口与调理

电路$通信电路和其它附加电路等组成+

图 , 通信接口卡硬件结构图

其 中-./0!"#1234芯 片 为 通 信 接 口 卡 的 核 心

芯 片-是通信接口卡的中央处理单元56789+双口

%&’ 作 为 通 信 接 口 卡 内 存-它 又 被 映 射 到 主 控 计

算 机 内 存 空 间 中-由 此 来 实 现 通 信 接 口 卡 ./0!"#
1234芯片与主控计算机 678之间高速数据交换-
从而完成主控计算机和现场总线系统通信+
:;: 系统软件

与系统的总体结构和硬件结构相对应-监控系

统又可分为现场控制软件5即智能节点软件9$通信

接口卡软件$主控计算机监控软件+它们的结构关系

如图 3所示+

图 3 监控系统软件结构图

529智能节点软件

<"#="!>?网 络 智 能 节 点 监 控 程 序 用 ./0!"#
6语言编写-主要用于实现对现场设备的控制-获取

现场信息-并把现场监控信息发送给主控计算机+智
能 节 点 与 主 控 计 算 机 约 定 通 信 协 议 和 软 件 接 口 方

式+其功能包括总线通信$设备自检与故障诊断$监
测与控制执行等+

5@9通信接口卡软件

<"#="!>?网 络 通 信 接 口 卡 程 序 用 ./0!"#6
语言编写-完成主控计算机与现场总线网络通信+当
主控计算机要向网络发送数据时-只需按照与智能

节 点 约 定 的 通 信 协 议 将 命 令 和 数 据 写 入 双 口

%&’-通信接口卡 ./0!"#芯片读取双口 %&’ 中

的命令和数据-按照主控计算机的要求把信息发送

给现场总线上的智能节点+当现场总线网络智能节

点需要与主控计算机通信时-智能节点先把数据发

送给通信接口卡-然后通信接口卡将接受到的数据

按 照 与 主 控 计 算 机 约 定 的 通 信 协 议 存 放 在 双 口

%&’ 指 定 的 区 域-主 控 计 算 机 读 取 双 口 %&’ 中

的命令和数据进行处理-完成主控计算机与现场总

线智能节点通信+
519主控计算机监控软件

主控计算机监控软件是在 =A#B"C?D3平 台 上

用 EA?0FG6HH编写的-采用面向对象的编程方法-
通过对工程问题的归纳与抽象-生成了系统所需的

若干个基本I类I-从而使软件系统本身具有良好的

扩展性+主控计算机通过现场总线获得各智能节点

监控数据-形成现场监控数据库-通过对数据库的处

理-实 现 数 据 动 态 显 示$检 索 查 询$存 储$打 印 等 功

能+主控计算机可以设置智能节点状态参数以及对

智能节点状态进行监测-使系统实时掌握现场总线

智能节点状态+主控计算机还可向智能节点发出控

制指令-使现场的控制器执行控制操作+

J 结 束 语

射 电 望 远 镜 主 动 反 射 面 控 制 系 统 实 验 研 究 是

<"#="!>?总线监控系统的应用实例+通过连网调

试-系统运行稳定-达到了设计的预期效果+在控制

系统中-我们应用现场智能节点作为控制和数据采

集模块-对智能节点与主控计算机之间网络通信协

议设计进行优化-使网络具有较高性能+系统具有高

可靠性$可维护性及较高性能价格比+有较高实用价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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