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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近年来，随着虚拟仪器 V I的兴起，测试系统的

开发周期更短、成本更低、质量更高。世界上大部分

的仪器厂商生产的计算机数据采集卡都配有 Lab-

V IEW 驱动程序，因此它具有很强的通用性。同时随

着网络的迅速发展以及测试技术的不断革新，网络

测控技术已经应用于各种远程测控，实现了远程测

试和数据传输。本文采用 N I公司的图形化编程语言

LabV IEW 作为温度测试系统的软件开发工具，采用

虚拟仪器和现代分布式网络测控技术构建远程测试

系统，我们通过笔记本的无线网络接口、无线交换机

以及 Internet网络系统与远程计算机相连，再利用

LabV IEW 的强大、易用的网络功能实现了可以在

Internet中使用的基于客户机 /服务器模式的温度

远程测试系统，可用于被测试车辆和控制中心，实现

远程无线测试和监控。

2 虚拟仪器远程温度测试系统硬件组成

如图 1 所示，虚拟仪器远程温度测试系统由传

感器、信号调理、数据采集、D ata SocketServer以及远

程计算机浏览器或者虚拟仪器组成。

2.1 信号调理

本系统采用的传感器为 K 型热电偶，它将将温

度信号转换成 m V 级电压信号输入给信号调理板。

信号调理电路由热电偶信号调理专用电路 A D 595

组成。在实际的热电偶测温中，必须进行冷端补偿、

调零、电压放大和线性化等比较繁琐的工作，否则

会造成很大的误差。A D 595 是 A D 公司针对上述问

题设计的专用芯片，内部具有放大、冷端补偿、冰点

基准、温差电偶故障报警等电路。被测温度与

A D 595 输 出 电 压 的 关 系 是 10m V /℃ ， 芯 片 在

+5V ~+30V 范围内都可正常工作。K 型热点偶的最

大测温范围是 1250℃，随所测温度量程的增大，电

源电压应相应提高。图 2 是由 A D 595 构成的信号调

理原理图。需注意的是，A D 595 的第 1 脚要求接热

电偶正极且接地。A D 595 的 7 脚是负电源端，由于

不测 0℃以下的温度，不用负压供电，所以 7 脚可接

地。A D 595 内有冰点补偿电路,因此芯片必须与热电

偶的参考端的温度保持一致。若用手或温度不等于

环境温度的工具接触芯片,将引起测试误差。还应

防止辐射强度变化引起的误差。

2.2 数据采集

采用 N I公司的 U SB6008 数据采集卡，12bit精

度，8 路单端（4 路差分）A /D 输入，2 路 D /A 输出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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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虚拟仪器远程温度测试测试系统的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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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 I/O 组成，A /D 转换频率为 10kH z ，对于温度测

试来说这个采样速度就足够了，该数据采集卡 U SB

接口，可以很方便地热插拔。

3 远程测控系统的组成

根据远程测控数据流量状况及不同的测试需求

可采用基于 Client/Server（简写为 C/S） 和 Brows-

er/Server（简写为 B/S）两种网络模型组建远程测试

系统。C/S 模式适合数据传送量大的情况，而且具有

效率高，数据可靠完整、兼容性强等特点。而对于数

据传送量不大，需要远程模拟仿真的情况可以采用

B/S 模式，这样对于客户端的需求会很低，不需在客

户端上安装相应的客户端软件，只需要浏览器便可

登陆服务器对远程测试进行监控。远程测控系统结

构图如图 3 所示。其中测控服务器作为测量发布节

点，主要完成数据采集、数据发布以及将采集的数据

存储到数据库服务器中的功能。W eb 服务器主要提

供基本的网站功能，客户端通过访问该网站，可以获

得数据库服务器中的实时作业信息和历史数据。另

外，客户端利用虚拟仪器应用程序（C/S 方式）或者

通过浏览器监控远程面板（B/S 方式）建立与服务

器端的网络通信，监测和控制服务器端的作业，接

收来自服务器端的作业数据，并进行数据分析处

理、数据处理结果的存储与显示、生成数据报表以

及数据或波形打印等。

D ataSocket控件能根据具体的数据传输要求转

换数据。D ataSocket由 D ataSocketServer、D ataSocket

Pub－lisher、D ataSocketSubscriber、D ata Item 组成。

D ataSocketPublisher和 D ataSocketSubscriber是

D ataSocketServer的客户端，通过 D ataSocketServer

进行数据共享和交换，三者可以运行在同一台机器

上或三台各自的机器上（视具体情况而定），如图 2

所示。但把服务器同发布者和接收者分离则可以提

高系统的安全性和可靠性。数据交换的双方无需直

接对话，而是向第三方 D ataSocketServer读取或者

写入数据，因此 D ataSocket简化了应用程序和计算

机之间的通讯，应用程序的数据接口变得非常简

单，数据类型也无需转换。

图 2 信号调理电路

4 基于 C/S 模式的 DataSocket

技术的实现

图 3 远程测控系统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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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应用 D ata S ocket进行实时数据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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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 D ataSocket技术实现网络化虚拟试验具有

许多优越性。首先是安全性高。利用 D ataSocket

ServerM anager可以设定客户端连接数目、数据项数

目，创建用户组和用户，设置用户读 /写以及创建数

据项的权限 （未设定权限的用户对服务器不可访

问）。另外，D ataSocket传输数据的端口使用 6340，

此端口已经通过 IA N A （Internet地址分配机构）注

册为 D STP 协议专用端口，因此可以在防火墙外部

的计算机上运行 D ataSocket服务器，同时可保证在

防火墙内部的计算机上安全的运行数据发布等应用

程序，如图 4 所示。D ataSocket传输的数据本身包含

很小的头文件，因此，数据传输速度快，适合于在网

络上大量实时数据的传输。

为实现远程测控，利用 D ataSocket技术采取如

下方案：利用网络上的单独的一台计算机作为

D ataSocketServer；测控服务器完成数据采集和发布

数据的功能，即测控服务器作为 D ataSocketPublish-

er；连接到网络上的客户计算机作为 D ataSocket

Subscriber。 由 测 控 服 务 器 采 集 数 据 ， 利 用

D ataSocket Publisher 把 采 集 的 数 据 发 布 到

D ataSocketServer中，客户端便可以利用 D ataSocket-

Subscriber从 D ataSocketServer中接收数据，这样可

保 证 客 户 端 原 始 实 验 数 据 的 一 致 性 。 应 用

D ataSocket技术进行实时数据传输的框图程序如图

5 所示。

在需要同时进行多个信号的采集时，采集的数

据跟时间是密切相关的，因此，通道、时间信息需要

和采集的实时数据一起进行传递。这种情况可以采

取在发布端发送多个数据项的方法解决，即把实时

数据、通道值、时间分别建立各自的数据项，之后经

采集服务器端的 D ataSocketPublisher 分别发布给

D ataSocketServer，再由客户端分别接收。但经测试

发现，会产生伪数据现象。为保证客户端接收数据的

一致性，采用数据属性方法，把通道、时间作为数据

属性同实时数据绑定后再进行数据发布。这样在服

务器和客户端之间传递的是实时数据、通道和时间

的绑定整体，所有的传递信息同时到达数据接收端，

之后再由接收端利用数据属性来提取相应的数据。

采用这种措施后即使传输过程中出现数据丢失现

象，丢失的也只能是绑定的数据包，并不会对下次传

来的数据产生影响，实验的伪数据就不会产生了，从

而避免了因某一项数据丢失而无法匹配或匹配错误

情况的发生。

5 软件流程

图 5 为服务器端前面板，图 6 为客户端前面

板，在运行这个程序的时候需要注意：

图 5 服务器端前面板

图 6 客户端前面板

1)注意看服务器端前面板的操作提示，按提示

进行，否则可能会因为超时而退出，在服务器端出

现错误信息；2）客户端 IP 地址 /主机名一栏里可以

填服务器的 IP 地址或着服务器的名称，如不知道可

通过我得电脑－> 属性－> 计算机名里查到；3）端

口号范围为 0~65534 里的任何一个数都行，如果输

入值不在这个范围内可能会出现错误，服务器端和

客户端端口号不一定要一样。

图 7 为服务器端部分程序后面板，图 8 为客户

端程序后面板。

图 7 服务器端部分程序后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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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大大降低仪表显示的精确性。

如果采用 R TO S，使总线收发数据的优先级高

于步进电机驱动，这样在每次电机驱动延时的时候

将发生任务切换，电机驱动任务被挂起，转而执行总

线收发任务，总线收发完成后再继续电机驱动任务，

这样便保证了总线数据的完整，提高了 CPU 的利用

率。

4 结 论

本文深入研究了汽车 CA N 总线通讯技术及

SA E J1939 协议，并在此基础上实现了一套功能完

备、成本较低的总线式数字汽车仪表系统，该套仪表

在实验室工作稳定、性能优秀，目前该系统正在进行

装车试验。目前国内整车厂商尚未普遍应用 CA N 总

线技术，随着对 CA N 总线协议研究的进一步展开，

以及我国自己的总线标准的制定，CA N 总线技术在

国内势必将迎来一个快速发展的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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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客户端程序后面板

6 结束语

虚拟仪器技术与网络技术的结合，及其在汽车

测控领域中的应用，是对传统测控方式的一场挑战

和变革。应用 LabV IEW 作为虚拟仪器软件开发平

台，为开发高性能的计算机测控系统提供了极大的

便利。测控方式的网络化，是未来测控技术发展的必

然趋势，通过建立分布式网络测控系统，能够充分利

用现有资源和网络带来的种种好处，实现各种资源

最有效合理的配置。应用分布网络测控，可以进行多

点测量，多点分析处理。这样既可以充分发挥服务

器控制测试仪器的接口能力，又能发挥客户机数据

处理能力，而且便于系统的扩展，采用不同的传感

器和条理电路就可很方便地对所要测控的量进行

改变的扩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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