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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L abV IEW 是一种图形化编程软件, 使用灵活方便。在该环境中用户能够根据实际需要构造各种虚拟仪器。本

文介绍了一种利用L abV IEW 7 Exp ress 开发 PC 机和单片机串行通信软件的编程方法, 并且给出了框图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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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 abV IEW is a k ind of graph izat ion softw are1 It is easy to use1Operato r can fo rm ate k inds of virtual in strum en t to adap t

to any requ ire in L abV IEW 1T he m ethod of develop ing seria l comm un icat ion p rogram betw een m icrocompu ter and single ch ip

compu ter by using L abV IEW 7 Exp ress is in troduced1 Its diagram p rogram is also given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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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 abV IEW 是美国N I (N at ional Instrum ent) 公司标志

性的虚拟仪器软件开发平台之一, 最新的 L abV IEW 7

Exp ress 版本可运行于W indow s 2000öN T öXPöM eö9x 等

系统, 他继承了L abV IEW 的一贯传统, 提供了创新的开

发环境、新的编程工具, 交互式的测量以及运行方式选择,

如 Exp ress V I, 并且增加了R T , FPGA 和 PDA 新模块功

能。本文介绍了一种在L abV IEW 7 Exp ress 平台上开发

PC 机和单片机串行通信软件的编程方法, 在此基础上很

容易构建自己的主从式虚拟仪器测控系统。下面以PC 机

与我们自行研制的 FCS 数据采集控制模块为例进行说

明。

1　FCS 数据采集控制模块简介

FCS 数据采集控制模块是测控系统的一个智能节点,

该模块和 PC 机可以构成一个主从式虚拟仪器系统。FCS

控制模块硬件系统的核心部件采用的是美国Cygnal 公司

生产的C8051F015 高速 SOC 单片机。他集 8051 内核技术

与模拟数字信号技术于一体, 全兼容 51 指令集和混合信

号片上系统, 速度可达 25 M Iös (峰值) , 他将很多“外部

设备”集成在片内, 具有如下的技术特征: 32 kB 闪存在

系统可编程; 256+ 2 kB 片内 RAM ; 1 个UA R T , SP I,

SM Bus 串行接口; 8 路 10 位ADC (100 k sös 转换速度) ;

2 路 12 位DA C; 32 个 IöO 口; 2 个比较器, 电压基准, 温

度传感器; JTA G 非侵入式系统调试。FCS 控制模块配置

了 8 路模拟量和 20 路数字量输入; 4 路模拟量, 16 路开关

量和 4 路频率量输出。作为从机的 FCS 模块通过R S485

串口与 PC 机连接, 利用 PC 机友好的人机界面就可以方

便地显示 FCS 采集的实时数据、图表或曲线, 以及 FCS 的

运行状态和控制流程。

图 1 是 PC 机与 FCS 模块通信的示意图, 系统中如果

应用多个 FCS 模块或其他具有R S485 串行通信能力的设

备, 就可方便地联网或构成网络测控系统。

图 1　PC 机与 FCS 模块通信示意图

2　主机与从机的通信协议

主机与从机之间串行通信采用的是德国西门子 PL C

与人机界面通信的自由通信协议。该协议采用主从结构的

通信方式, 传输模式是R TU , 适用于半双工的R S485 总

线。协议规定总线上有一个主机, 多个从机, 每个从机分

配惟一的地址。工作时可以采用命令ö应答的通信方式, 每

一种命令帧对应着一种应答帧。主机向要访问的从机发出

命令帧, 地址匹配的从机进行响应, 向主机发出命令帧对

应的应答帧。

自由通信协议中, 为命令帧定义了许多功能码, 不同

的功能码要求从机进行不同的响应。本系统中为了简化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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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到了其中 2 个功能码, 即对某个变量的单元内容进行读

和写操作。通信双方应先定义可以读写的变量名和变量的

起始地址, 该变量在从机所占内存单元的长度可以根据需

要自己设定。对从机某个变量进行读操作的命令帧和应答

帧格式为:

对从机某个变量进行写操作的命令帧和应答帧格式

为:

3　LabV IEW 的串行口通信编程

311　L abV IEW 与串口通信

在最新的L abV IEW 7 Exp ress 版本中, 用V ISA 的串

行通信子V I 取代了旧版中标准的串行通信子V I, 共有 5

个控件: V ISA Configure Serial Po rt, V ISA R ead, V ISA

W rite, V ISA Bytes of Serial Po rt 和V ISA C lo se。通过对

这几个功能模块进行配置和连接, 就能开发出符合要求的

L abV IEW 串口通信软件。在L abV IEW 中进行串口通信

的基本步骤是:

(1) 初始化端口

利用V ISA Configure Serial Po rt1vi 设定进行串口通

信的端口号、波特率、停止位、校验、数据位, 注意在

L abV IEW 7 Exp ress 中串口号是在V ISA

resource nam e 中设置的。

(2) 读写端口

利 用 V ISA R ead1vi 和 V ISA

W rite1vi, 从串口中读入或输出数据。由于

L abV IEW 的串行通信子V I 只允许对字

符串的读写, 因此在数据处理时, 必须进

行字符串与数字之间的正确转换。此外,

若要读入当前串口中的所有字符, 则要执

行V ISA Bytes of Serial Po rt1vi, 用以确

定将要读入的确切的字节数, 然后将其输

出作为V ISA R ead 节点的输入即可。

(3) 关闭端口。

312　串行口通信的程序设计

从自由通信协议数据帧格式可以看出, 对从机内存变

量单元的访问采用了地址映射技术, 即对内存单元的读写

只需要给出相应的地址, 就可以对该地址单元的变量进行

读写操作。如在虚拟测控系统中要读从机测量的温度

数值, 只需在命令帧中给出温度的存放地址, 就可获

取温度的数值。完成一次读或写操作共分 4 个步骤,

主机发 2 次命令帧, 从机回 2 次应答帧。

在主机的L abV IEW 串行通信编程中, 按照协议

设计了模块化的通信程序。图 2 是主机对从机进行读

操作的框图程序。

首先是对串口初始化的设置: 波特率为 9 600, 数据位

8 位, 1 位停止位, 偶校验, 串口号设为 1。主顺序执行框

第一步是通过V ISA W rite 节点向从机发送读

数据命令帧, 在这里调用了一个组串子程序,

组串可以通过字符串处理节点 Concatenate

Strings 来实现。该子程序的功能是将要发送

的命令帧变成一个字符串送V ISA W rite 节点

的W rite Butter。主机发命令帧之后, 从机收

到命令帧则回应答帧 E5, 主机通过 V ISA

R ead 节点读从机的应答帧 E5, 并且判断是否

收到 E5 来控制顺序结构内的W h ile 循环, 若从机没有回

E5 则重发读数据命令帧, 若收到 E5 则执行顺序结构的第

二步, 再发准备接收数据的命令帧。第三步是通过V ISA

R ead 节点读从机的数据应答帧。由于命令帧和应答帧的

字节数长度是固定的, 那么在第三步中, 通过判断应答帧

中的字节数来控制主顺序结构的外层W h ile 循环。若收到

的字节数不相等则回第一步重发读数据命令帧, 若相等则

执行 顺 序 结 构 的 第 四 步, 从 应 答 帧 中 通 过 调 用

StringSubset 节点提取读到的数据。

整个通信模块可以做成一个子程序, 入口参数是数据

在从机的起始地址, 出口参数是读到的数据, 调用起来十

分方便。主机对从机进行写操作的程序框图和读操作相

同, 这里不再介绍。

图 2　读数据通信模块程序 (下转第 6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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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用密钥, 通讯各方使用 2 个不同的密钥, 一个是只有发

送方知道的专用密钥, 另一个则是对应的公用密钥, 任何

人都可以获得公用密钥。专用密钥和公用密钥在加密算法

上相互关联, 一个用于数据加密, 另一个用于数据解密。

公用密钥加密技术允许对信息进行数字签名。数字签名使

用发送一方的专用密钥对所发送信息的某一部分进行加

密。接受方收到该信息后, 使用发送方的公用密钥解密数

字签名, 验证发送方身份。
(2) 证书　使用对称加密时, 发送和接收方都使用共

享的加密密钥。必须在进行加密通讯之前, 完成密钥的分

布。使用非对称加密时, 发送方使用一个专用密钥加密信

息或数字签名, 接收方使用公用密钥解密信息。公用密钥

可以自由分布给任何需要接收加密信息或数字签名信息

的一方, 发送方只要保证专用密钥的安全性即可。为保证

公用密钥的完整性, 公用密钥随证书一同发布。证书 (或

公用密钥证书) 是一种经过证书签发机构 (CA ) 数字签名

的数据结构。CA 使用自己的专用密钥对证书进行数字签

名。如果接受方知道CA 的公用密钥, 就可以证明证书是

由CA 签发, 因此包含可靠的信息和有效的公用密钥。

总之, 公用密钥证书为验证发送方的身份提供了一种

方便、可靠的方法。IPSec 可以选择使用该方式进行端到端

的验证。RA S 可以使用公用密钥证书验证用户身份。

3　结　语

虚拟专用网 (V PN ) 代表了当今网络发展的最新趋势,

他综合了传统数据网络的性能优点 (安全和Q oS) 和共享数

据网络结构的优点 (简单和低成本) , 能够提供远程访问、外

部网和内部网的连接, 价格比专线或者帧中继网络要低得

多。而且, V PN 在降低成本的同时满足了对网络带宽、接

入服务不断增加的需求。从已有的应用份额、实现成本、技

术支持等影响市场占有率的最重要的因素来看, 虚拟专用

网技术已经占据了有利的形势, 应用前景十分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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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　语

利用R S485 串口, 按照自由通信协议, 结合地址映射

技术在L abV IEW 平台上开发出串行通信模块, 可以很方

便的实现主机与多个从机的串行通信, 对各从机的内存单

元进行读写操作。同时该通信模块是一个完整的程序模

块, 可以不加任何修改的用于其他的虚拟仪器软件, 大大

缩短了工控系统的开发周期。该程序模块已经成功地应用

于火车闸片摩擦系数测试系统, 运行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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