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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ΛαβςΙΕ Ω实现纺织检测系统的数据传递

林枫 罗斯杰 陈庆官
苏州大学 材料工程学院 江苏 苏州  

摘  要  介绍了基于 ∂∞• 实现纺织检测系统串口通信的一种方法 包括通信协议 !硬件电路及软件设计等方

面 ∀该通信系统上位机的 °≤ 机程序采用 ∂∞• 编写其图形化编程功能 使用灵活方便 下位机选用 生

产的 °≤ 系列单片机 并采用汇编语言编程 ∀上 !下位机的通信采用传统的  ≥2通信协议 开发周期短 成本低 ∀

将该通信系统应用于煮茧机温度测量系统 成功实现了上 !下位机的数据传递 菜单式操作 简洁明了 ∀该通信系

统在便携式纺织检测系统中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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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电子技术 !计算机技术和新型传感器技术

的不断更新使纺织检测技术得到迅速发展≈ ∀人们

通过由传感器和单片机组成的检测系统会得到大量

的数据信息 ∀由于单片机的局限性 需要将数据有

效准确地传递到计算机上 利用计算机强大的软件

资源对数据进行分析 !处理 从而指导纺织生产 ∀

∂∞• 是实验室虚拟仪器集成环境 

√∏∏ 的简称 是美

国 公司推出的虚拟仪器软件开发平台 其基于图

形化编程语言的开发环境 集合了 ° !∂ ÷! ≥2

和  ≥2以及数据采集卡等硬件通信的全部功

能≈ ∀°≤是美国 公司生产的一种 ≤ ≥

工艺单片机≈
其功耗极低 是一种非常适合在各种

便携式设备中使用的高性价比的单片机 得到了越

来越广泛的应用 ∀本文将介绍在 ∂∞• 平台上

开发 °≤机和 °≤单片机的串口通信软件 实现纺织

检测系统的数据传递 ∀

1  纺织检测系统组成

纺织检测系统一般由单片机 !数据检测部分传

感器 !人机交换部分键盘 !显示等 !数据存储部分



∞

°  !数据传递部分接口电路和 °≤机组成 

如图 所示 ∀单片机是下位机 负责协调系统各部

分的工作 !实现现场高速数据的采集 并将数据通过

串口通信传给 °≤机 同时从 °≤机接受指令 ∀°≤机

是上位机 主要是利用良好的用户图形界面 显示 !

分析从单片机传来的数据信息 以下着重介绍 °≤

机与 °≤单片机的数据传递 ∀

图   纺织检测系统的组成

ƒ  ≤¬ 

2  通信协议与硬件电路

°≤机与 °≤ 单片机之间采用  ≥2的异步串

行通信方式  ≥2协议可以说是一种最为简单的

通讯标准 若不使用硬件流量控制 只需利用 根线

就可实现全双工的传输作业 ∀

由于  ≥2 采用的是负逻辑 即逻辑 / 0为

  ∗   ∂ 逻辑 / 0为   ∗   ∂ 而 ≤ ≥ 电

平的逻辑/ 0为1 ∂ 逻辑 / 0为1 ∂ 因此 在

用  ≥2进行串口通信时需外接电路实现电平转

换 ∀在发送端用驱动器将 ≤ ≥电平转换为  ≥2

电平 在接收端用接收器将  ≥2 电平再转换为

≤ ≥电平≈ ∀本系统选用了 ¬公司的通用串

口接收Π发送驱动器芯片 ) ) ) ÷ 来实现电平

转换 其外围电路简单 ∀°≤ 单片机与 °≤ 机的连接

电路如图 所示 ∀

图   °≤ 单片机与 °≤机串口通信电路图

ƒ  ≤∏ ∏  °≤ °≤

3  ΛαβςΙΕ Ω的串口通信编程

311  ΛαβςΙΕ Ω通信流程图

针对 °≤ 机的  ≥2口 ∂∞• 提供了 个

子模板 共包括 个 ∂≥节点 分别实现初始化串

口∂≥ ∏ !串口写∂≥  !串

口读∂≥  !检测串口缓存∂≥ 

 !中断∂≥  以及关闭串口∂≥

等功能 这些节点位于 ƒ∏模板 ψ 

ƒ∏子模板 ψ∏Π 子模板 ψ ≥子

模板中≈ ∀用户通过对这几个节点的配置和连接可

以很方便地开发出符合要求的 ∂∞• 串口通信

软件 ∀

∂∞• 串口通信的程序流程图如图 所示 ∀

通信过程通过 °≤ 机发送传送命令来启动 之后 °≤

机检测缓存区是否有数据 有数据则读取数据并处

理 没有数据则延迟一段时间后再检测 ∀在这个过

程中要保证 °≤机程序与 °≤ 单片机程序在时间上

密切配合 如果延时过短 °≤ 单片机数据来不及传

给 °≤机 造成 °≤机读不到数据 如果延时过长 °≤

机还未取走缓存区旧的数据 新的数据又传进来 导

致缓存区数据被覆盖 ∀

图   ∂∞• 串口通信程序流程图

ƒ  ∂∞•  ∏

312  ΛαβςΙΕ Ω通信的实现

∂∞• 串口通信的框图程序如图 所示 框

图的上半部分实现打开串口 !对串口进行初始化设

置以及清空接收缓存区等功能 ∀程序采用的通信格

式为 的波特率 !位数据位 !位停止位 !无奇

偶校验位 下半部分则通过顺序结构完成 °≤ 机与

°≤单片机的握手以及数据的传递 首先由 °≤ 机发

出要求 °≤单片机发送数据的命令发送数据命令

为一个回车符 °≤ 单片机接收到命令之后 检查

是否是发送数据的命令 如果是 则将相关数据传给

°≤机 否则不予响应 ∀

值得注意的是 在通信过程中 数据格式是以字

符串的格式组成的 字符串中的每个字符实际上对

应 ≥≤字符 即计算机能够识别的数据代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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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串口通信框图程序

ƒ  ∂∞• ∏

≥≤代码 所以在传送到串口发送数据之前要经过

代码转换 这就意味着以二进制 !十进制 !十六进制

表示的数据必须转化为 ≥≤字符串才能进行传送

和接收 而实际采集的数据一般都带有小数位 远远

超过了 ≥≤码所能表示的范围 通常将数据进行

适当分割后再进行传输≈ ∀

当有数据要从 °≤ 机传到单片机时 如果这些

数据是静态的 也就是在程序设计阶段就已经确定

了要传输的数据 首先设置 ∂≥ 的 ∏

的显示属性为 ¬ ⁄然后直接输入要发送的

十六进制字符串就可以了 ∀串口设备的控制命令通

常是由一个或多个十六进制字符组成的 当需要对

其进行控制时经常会采用这种方法发送控制命令 ∀

如果数据是动态的 即要传输的数值型数据是动态

产生和变化的 在发送之前首先要将其转换成对应

的十六进制字符串 才能赋给 ∂≥ 发送 ∀将

这些数据构成一个数组 用进行转

换 转换的结果就是对应数组数值的字符串 可以提

交 ∂≥ 发送 或者使用也可以实现同

样的功能 ∀另一方面 在 °≤单片机中 数据的存储

和表示是 位二进制数 通信时 由 °≤ 单片机发送

过来的 位二进制数经过串口后被转换成字符的形

式 因此在程序中必须将数据还原 ∂∞• 中有一

个节点 利用该节点可以很方便地

将字符串转换成数据数组 ∀

313  ΛαβςΙΕ Ω程序前面板

∂∞• 通信程序的前面板如图 所示 由于

通信格式波特率 !数据位 !停止位 !奇偶校验位等

已经预先设为固定值 故只需一个枚举控件配合

∏∏选择结构就可以实现对串口的选择 ∀

程序通过一个打开端口按钮控件建立起与串口的联

系 取得对串口的占用权 通过一个发送数据按钮控

件与 °≤单片机取得联系 控制其发送数据 ∀在实

现这 个按钮控件的功能时 采用了 √∏∏

事件结构 这样使程序具有了事件驱动的能力 也

就是说程序在没有指定事件发生时处于休息状态 

直到前面板窗口中有一个事件发生为止 这段时间

可以将 ≤°交给其他的应用程序使用 大大提高了

系统资源的利用率 ∀ °≤ 机接收到的数据可以根据

需要进行数据处理 然后利用 √事后记

录波形图将其显示出来 √ 控件可以

设置 ∏指针 利用 ∏可以定位到每一个数

据点 并显示其值 另外该程序再附加一些简单的编

程就可以实现对数据的保存 !打印等 ∀

图   ∂∞• 串口通信程序前面板

ƒ  ∂∞• ∏

4  ΠΙΧ单片机串口通信的实现

411  功能寄存器设置

°≤ 单片机内部集成了 ≥ ×通用同步Π异步

收发器模块 该模块采用的是一种在标准规范基础

上简化了的 !无握手信号的 !二线式的串行通信方

式 使占用单片机引脚资源的数量降到最低限度≈ ∀

在单片机中 串口通信格式的设置是通过对一

系列特殊寄存器的赋值来完成的 且其通信格式必

须与 ∂∞• 程序中的设置严格一致 否则通信无

法建立 ∀°≤单片机中串口通信专用的寄存器有 

个 它们分别是 ×÷≥×发送状态兼控制寄存器 !

 ≤≥×接收状态兼控制寄存器 !×÷ ∞发送缓冲

寄存器 ! ≤ ∞接收缓冲寄存器 !≥° 波特率

寄存器 ∀其中 ×÷≥× 和  ≤≥× 共同完成通信方

式 !格式等一些通信约定的设置 ×÷ ∞和  ≤ ∞

分别用来暂时存放待发送和接收的数据 ≥° 寄

存器通过控制一个独立的 位定时器的溢出周期完

成对通信波特率的设置 该寄存器的设定值与波特

率成反比关系 ∀为了保证通信的顺利进行 单片机

开始工作时必须对这些寄存器进行初始化设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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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ΠΙΧ通信流程

°≤单片机与 °≤ 机之间的联系在单片机中是

通过硬件中断方式实现的 ∀在通信过程中 °≤ 机始

终具有初始传送优先权 所有的通信均由 °≤ 机来

启动 °≤单片机处于被动状态 ∀ °≤ 单片机中提供

了串口通信的接收和发送中断 这样可以省去软件

的周期性查询 从而节省单片机的资源 ∀在本文的

程序中只使用了接收中断 当有数据从 °≤ 机传来

时 单片机产生中断 主程序跳转到中断服务子程

序 进行数据的上传工作 ∀对于当前数据发送是否

完成采用了软件周期性查询的方式 若发送完成 则

进行下一个数据的传送 否则继续查询 °≤ 单片机

串口通信程序流程图如图 所示 ∀这样 在初始化

子程序中就必须对接收中断使能位进行置位 允许

接收中断 ∀

图   °≤单片机串口通信程序框图

ƒ  °≤  ∏

5  应用实例

将该检测系统应用于煮茧温度测量≈
进行通

信试验 ∀在煮茧机运行过程中 该测量系统将茧汤

温度 !茧腔内温度及装置内温度记录到 ∞

°  中 

测量结束后 由 °≤ 单片机将 ∞

°  中的数据传

递到 °≤机 ∀通信采用  Π个开始位 !个

数据位 !个停止位 工厂实测的通信结果如图 所

示 ∀试验表明 该通信系统能成功完成煮茧温度测

量系统的数据传递工作 有助于工厂分析煮茧情况 

调整煮茧工艺 ∀

图   煮茧温度测量系统的通信试验结果

ƒ  ≤∏∏∏ ∏

  

6  结束语

与其它程序语言相比 用 ∂∞• 编写串口通

信程序简单快捷 通信界面直观明了 尤其是对非专

业编程人员 更是大大降低了 °≤ 机与单片机之间

的通信复杂程度 减少了软件设计的工作量 ∀该通

信系统开发周期短 成本低 同时具有单片机体积

小 功能强的特点 使该系统更适用于智能便携式测

量仪表的数据传递 ∀此外 如果对本文通信程序稍

加修改 就可以适用于其它场合的串口通信 形成一

套新的纺织检测系统 ∀ 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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