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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介绍使用 LabVIEW 中的 VISA 控件实现串行口直接数据通信的一种方法。VISA 控件的使用与以往通过动

态链接库等方式实现数据传输的常规方法相比较，不仅提高数据传输的实时性而且简化了编程难度。文中的数据设

备采用单片机，通过 RS-232 串行接口和 LabVIEW 实现数据的直接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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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串行通信接口电路 

众所周知 PC 的 RS-232 串行通信总线有规范的总线协

议，实现简单，技术成熟。它使用的是异步通信方式，可以

在发送数据的同时接收数据。由于大多数单片机都带有异步

通信接口，因此与 PC 机进行数据通信的设备一般都可以看

作是一个基于单片机的数据通信设备。单片机的异步通信接

口通常是 TTL 电平格式，连接前需要通过电平转换芯片，把

TTL 电平转换成 RS-232 电平然后再与 PC 机进行通信。 

三、串行通信数据格式 

1．握手方式 

在进行数据通信时，要注意收发双方之间数据通信的方

式。在串行传输中，串行接口用三根线，使用软件握手方式，

实现单片机与 PC 机之间的数据传送，因此需要在 LabVIEW

中编写程序来完成 PC 机控制数据通信设备进行数据交换，

直接通过串口接收外部数据。数据通信设备负责数据的采集，

整理和存储。在接收到 PC 机的启动信号后，根据约定的数

据格式向 PC 机发送数据。 

2．数据格式 

LabVIEW 对发送/接收多少个字符以及字符的位格式没

有固定的规定，程序员可以自行匹配收发双方的通信协议。

收发双方需定义相同的数据帧格式，在帧中可以在数据尾部

增加校验字符，也可以在帧的头部增加信息字符等。对于波

特率和位格式则通过约定在程序的初始化中解决。帧头主要

提供数据长度信息，数据特征信息如采样频率、采样幅度等。

校验字符一般采用校验和更容易实现。通信的帧格式如图 1

所示。 

 

 

 

 

图 1  串行数据帧格式 

四、软件接口设计 

常用的PC机接收串口数据的方式是通过创建DLL文件，

把接收或发送的数据存放其中，然后使用各种编程语言，调

用 DLL 中的数据来实现。这种间接调用数据的方式有其局限

性：一方面数据通过中介可能会产生延时；另一方面也增加

了编程人员的工作量。使用 NI 公司的 LabVIEW 就能很好地

解决这两方面的问题。在 LabVIEW 中，有几个针对串口的功

能控件，能够实现对串口参数初始化、打开串口、对串口写

数据、对串口读数据和关闭串口等。在 LabVIEW 下使用这些

控件其优点是能够实现数据的直接传送，而不需要通过动态

链接库来进行连接，减少了编程人员的工作量。 

LabVIEW 的串口操作功能控件都可以在 Serial 子模板中

找到；该模板在 Functions 模板→All Functions 子模板→

Instrument I/O 子模板→serial 子模板中（如图 2）。通过这些

功能控件可以方便地实现对串口参数的设置和对串口进行操

作。其方法是在 LabVIEW 中选择 Serial 串口操作子模板，找

到 VISA Configure Serial Port. Vi（初始化串口）模块，在该模

块下设置串口的 baud rate（波特率）、data bits（数据位数）、

parity（奇偶校验位）、stop bits(停止位)等。而读写串口则使用

VISA Read 和 VISA Write 来实现，数据都会先缓存到数据缓

冲区，并且可以对读写的数据长度进行操作；另外还有 VISA 

Close、VISA Byte at Serial Port 以及 VISA Serial Break.vi，分别

是关闭串口、读取输入缓冲区中数据位的序号以及对串口设

置断点；这些模块均根据输入的端口号对串口进行相应操作。

以下介绍本设计中所使用的通信方法。 

 

 

 

 

 

 

 

图 2  LabVIEW 串口操作子模板 

通信前智能数据通信设备等待 PC 机发送启动命令“S”，

接收启动命令后，智能数据通信设备首先给 PC 机一个‘发

n个数据
帧头 

帧信息 DATA1 DATA2 ⋯⋯ DATAn 校验字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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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准备好’的信号“DSR”，然后等待 PC 机的‘接收准备好’

信号“R”，再开始发送一帧数据，发送完毕，通过前面所讲

的帧信息通知 PC 机并且返回初始点，等待下一个启动命令，

智能数据通信设备程序流程如图 3 所示。 
 

 

 

 

 

 

 

 

 

 

 

 

 

 

 

 

 

图 3  智能数据通信设备程序流程  图 4  LabVIEW 程序流程 

在 PC 机中，使用 LabVIEW 下的 VISA Configure Serial 

Port. Vi 进行串口参数设置，并打开串口连接，从串口发送启

动命令，等待‘发送准备好’，收到则发送‘接收准备好’信

号“R”，等待接收数据，数据的收发通过 VISA Read 和 VISA 

Write 实现，接收到发送完毕信号，关闭串口，LabVIEW 程

序流程如图 4。其中传送的每一个数据的格式都与第 3 节里

所定义一样，在帧头增加了数据长度信息，让 PC 机在接收

到帧头后可以判断所要接收的数据帧的长度，从而判断什么

时候是接收完数据，以便关闭串口。 

五、软件编程 

① 首先是要让程序知道需要操作的是哪一个端口，并

且要对该端口进行初始化设置。如图 5（a）所示，把 VISA 

Configure Serial Port. Vi拖动到LabVIEW的Block Diagram中，

然后通过创建各输入变量来设置端口的输入参数；端口号、

波特率、数据长度等。输入量可以设置成控制输入或固定输

入。模块右上方的输出是端口号，右下方的输出是错误状态，

便于在后面的程序中判断端口状态。 

 

 

 

 

 

 

 

 

 

 

 

（b）发送启动命令 

图 5 

② 串口进行初始化之后，通过①中的错误状态，判断是

否继续进行往后的程序，因此使用了一个 case 结构。而往后

的程序总体上是一个顺序结构，因此使用了 flat 和 stacked 两

种顺序结构。 

③ 首先是通过串口向智能数据通信设备发送启动命令

“S”，如图 5（b）：write buffer 是发送缓冲区，可以输入多个

字符数据，其上方的输入是端口号。输出量为反馈的输出字

符数，如果没有需要则可以省略。然后等待接收设备发送过

来的确认信号。 

④ 通过接收字符数据，判断是否“DSR”，并发送准备

好信号“R”。 

⑤ 首先接收数据帧的第一个字节，然后把值反馈到输入

模块，确定接收多少位数据，最后通过判断帧信息中的数据长

度与真正接收到的数据长度进行比较，确定接收正确并进行输

出。其中，由于接收到的数据是 ASCII 字符，因此还需要使用

String To Byte Array 把字符串转化为数组，然后取出数组中的

数，才能取得帧信息中的数据长度值。 

最后把程序保存，修正前面板的显示框等，就可以完成

整个程序的设计。而智能通信设备中的数据输出等的设置，

则对应不用的单片机而有所不同，这里不进行详细叙述。 

六、结束语 

在用户通信时可以采用各种通信接口，主要根据不用的

应用场合进行选择，本文主要介绍的是串行异步通信接口的

使用，由于采用 LabVIEW 中的 VISA 控件，实现数据的直接

通信。所以硬件接口简单、软件编程方便，在实际数据采集

系统的设计中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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