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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本文论述 了 自动 气象站 系统中的通 信前 沿机的选型
、

构成原理
、

通 信规程

的制 定以 及功 能操作等方 面的问题
.

为 了提高系统长期运行的可靠性
,

通 信前 沿

机采用双机冷备份
、

自动 定时切换工作
,

系统设计全部采 用C MO S技 术
,

可 降

低功耗
,

提高 系统杭干扰能 力
.

Y C
:

70 0通信 前沿机主要用于无线 电三遥系统中
,

完成系统通信控制
,

定时 自 动 收

集 自动气象站采集 的各种参数
,

经过无线电通信传输
,

加上编码 / 纠错等 技术
,

将全 部

数据完整无误地送进前沿机
,

然后进行预处理
,

并将数据以文件形式存贮起来
,

供后台

机调用
.

一
、

系统构成及技术条件

1
.

系统构成

Y C
一

70 0通信前 沿机由T P 1 80 双板机
、

接 口控制
、

键盘控制
、

显示控制
、

电源 等 五

个部分组成
,

其原理如图 1 所示
。

前沿机系统设计全部采用 C M O S技术
.

可以 降 低 功

电电合合合合合
接接接接接接接
口口口

控控控

翻翻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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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前沿机原理结构 四

耗
.

提高抗干扰能力
.

系统采用双机

备份
,

能 自动定时切换
,

轮流工作
。

因此
,

系统可以连续 24 小时运行
,

从

而提高了系统的可靠性
。

2
.

技术条件

(
.

1 )C PU
:

H D 6 4 1 8 0指令与 2 5 0

兼容
;

(2 )时钟速率
: 6

.

1 4 4兆赫
;
(劝

站地容量
: 1 : 5 :

50
;
(4 )系统形式

:

双

机
、

冷备份
、

自动 / 人工定时 切 换
;

(幻系统存贮容量
; 6 4一2 5 6 k

,

可 以保存全系统数据 24 小时
;
(6 ) 串行接 口

: 2 一 4 个

R S
一

23 2C标准接 口
;
(劝打印接 口

:

可 以外接打印机
;
(s) 并行接 口

:

可以外接 输 出 到

模拟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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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系统工作原理

1
.

T P18 O硬件原理

近几年来
,

计算机技术取得惊人的进展
,

微处理器 /微型计算机以其价格 低 廉
、

使

用方便等独特优点而获得了广泛的应用
。

我国微型计算机系列中
,

用得最多 的 是2 8 0
、

6 8 0 0
、

8 0 8 8
、

6 5 0 2 四大系列
,

而 2 8 0用得最多
、

最普及
,

然而 2 5 0系列有着速 度 慢
、

内

存小
、

耗 电多等弱点
,

且其结沟和组织决定了有些缺点是无法克服的
.

日立公司推 出的

新型微处理机 H D 6理]8 o
,

解决了上述矛盾
,

它与2 80 指令完全兼容
,

并将多种外围芯片

集成在一个芯片上
.

因此与2 80 相比
,

它在下面几个方面有重大突破
:

(l) 主频高达 6
.

14 4兆赫
,

因而大大提高了运算速度
;

(2 )寻址空间达 5 1 2k 字节
,

提高了计算机的内存容量
;

(3 )CPU 中包含了多种外围接口
: a

.

两个时钟发生器 /定时器
; b

.

中断控制器
: c

.

两

个 D M A 控制器
; d

.

两个串行通信接 口 ; e

一个同步串行接 口 ; f
.

存贮管理器
.

从而降

低
一

了成本和体积
。

(4 )采用了流水式结构设计
,

指令速度比 2 80 快
,

新增加了12 条指令
,

编程更 加 灵

活方便
。

(5 )采用了 CM O S技术
,

功耗降低很多
。

因此
,

我们可以说H D 3 4 1 8 0在八位讥中性能价格 比是比较高的
.

2
.

中断

H D 6 4 1 8 。共有 12 个中断源
,

4 个外部的和 8 个内部灼
,

其优先级是固定的
,

而 2 8 。

只有两个中断源
,

其优先级靠菊花链连接起来
.

由于中断源比较多
,

在实际应用中特别方便
,

可以容易地接入非 2 8 。的接口芯 片
,

而不受菊花链的限制
,

H I) 6 4 1 8。除了保留N M I
、

IN T O 各种中断方式外
,

增加了IN T I
、

IN T Z外部中断
,

它与 IN T O 的方式 2 有相似的中断矢量
,

但不 同的是 IN’r 1
、

州
‘

f Z 月

IL( 中断矢量低寄存器) 产生中断矢量地址的低八位
,

而不是从数据 总成上侠 得
.

中断

矢量表地址 的低字节的前三位就是可编的 IL 的前三位
,

而后五位对 各中断撼来说
,

位置

都是固定的
,

因此用程序控制是非常简单的
,

3
.

异步串行通信少口A SO I

H D6 4 1 8 0片上 A s 0 I有两个独立的全双工通道
,

可 以通过内部编程直接与各种标准

的通用异步收发器通信
,

符合 R S
一

23 ZC接 口标准
,

其主要功能有
:

¹ 全双工通讯 : º 数

据长 7 一 8 位
; » 对多处理器通信 可编程控制数据第九位 ; ¼ 1 位 / 2 位停止 位

: ½ 奇

偶校验或不校验
; ¾奇偶校验

,

溢出和帧错误检查
; ¿ 可编程波特率产生器

:
最高速率

达38
. 4千波特/ 秒 (C P U 的时钟汪 6

.

144兆赫) ; À 具有M O D E M控制信号 ; Á 可 编 程 的

中断允许和禁止
;

 可与片上D M A C配合操作
。

其优点是编程方便
,

不用外接 晶 体 或

定时器作波特率产生器
,

能满足 7 5一19 20 0等波特率的要求
,

控制简单灵活
,

无需外加

任何电路就能使用
,

我们利用A S CI o 通信口控制电台进行无线 电遥测
,

用 A S C ll 通信

口与后台机联机工作
.

4
.

同步串行接 口 C SI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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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挑 4 1 8 0中有一个很简
一

单的高速同步 串行接 口 C SI O
,

采用半双工方式
,

传送数据

固定是 8 位
,

可选择内部 /外部时钟
,

其传谕速率极高
,

波特率高达 2 00 千波特 /秒(fc 一

4 兆赫)
,

它是两机之间通信的理想 工具
。

C S1 0 由数 /发寄存器和控制寄存器组 成
,

编

程特别 简单
,

我们使用C S IO 完成双机切换时的数据交换
,

因此能在较短时间 内将 内 存

的全部数叙都传输完毕
。

5
.

可编程定时器 PR T

H D 6 4 1 8 。有两路可编程
,

一

可重装的16 位定时器
,

每一路都有一个 16 位减计算器和
一

个 16 位重装寄存器
,

减计数器可直接读 写
,

并能由程序控制其
“

溢出中断
” ,

此外 F R T I

还有一个输出脚T O U T
,

可以置成高 电平
、

低 电平以及触发器等偷出状态
。

因此可用程

序控制P R T l的渝出波形
,

对于 1 6位定位群
,

在 fc 一 6
.

1 4 4兆赫时钟速率下
,

最大分频可

以达到 20 0 毫秒一次中断
,

因此我们利用 PR T O 作为实时时钟中断源
,

从而得 到 年
、

月
、

日
、

时
、

分
、

秒等时间信息
,

而P R T I可控制喇叭发声
.

6
.

键盘 /显示控制 电路

在通信前沿机中
,

我们采用了 Int e l8 27 9可编程接 口片控制键盘和显示电路
,

其主要

优点是中断式按键
:

只有当键按下时
,

才产生键盘中断
,

然后进行 扫 描
、

译 码
,

平 时

C P U 可以不扫描键盘
,

能 自动定时管理显示16 位数字
。

这些简化了电路
,

省 去 了 16 位

数字所需的锁存
、

驱动 电路问题
。

综上所述
,

我们优选主机型号
,

采用
‘

f P1 8 0计算机作为主机
,

加上显示控制以及接

口控制
,

构成了通信前沿机
。

第一次开机时
,

两台主机 ( I 机和 l 机 )同时加电
,

经过 2 0多

秒钟后
,

白动关闭另一 台主机
,

进入遥测系统命令等待状态
,

当操作员按下F l一F10 中相

应的功能键后
,

主机就 自动按定义的功能进行动作
,

另外通信前沿机能 自动定时巡测各测

站的数据 以及状态
,

并将数据进行预处理
,

然后以文件形式存贮起来
,

供后台机调用
。

三
、

系统结构设计

1
.

通信规程的制定

通信协议的优劣
,

直接影响系统的性能和软件编制工作
,

经过多方反复讨论
,

优化

制定 J
’

切实可行的通信协议
,

协议规定
:

中央台与子站之间
,

信息传递采用串行异步通

信接 口标准 R S
一

2 3 ZC
,

传输速率 3 00 一 6 00 波特率
,

信息编码采用(7
,

4 )循环 汉 明 码
,

能纠一位错或检二位错
,

系统以应答式为主
,

再上反馈重发
,

可大大提高系统的传输可靠

性
,

通信命令格式
,

采用统一形式 (见表 1 )
.

使系统通信控制方便灵活
,

命令利于扩充
.

表 1

起始标志 区 火地址 站 地 址 方式命令 清 束 衬

C } C
、

X ‘ Y Y } M ⋯
。

使用方便
,

编程简单
.

2
.

双机切换

为了进一步提高整

个系统的可靠性
,

保证

系统能长时间地连续运

行
,

我们采用了双机备

份的工作方式
,

I机
、

I 机间隙式地进行工作
,

比原机系统能 延长 寿 命 2 一 5 倍
,

为

此
,

我们设置了切换控制 电路
,

主要要解决程控开 /关机的问题
,

两机之 间 数 据 高 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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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换问题
、

控制权的移交等
,

其中关键是双机都处于开通状态时
,

必须保证两机相互间

不影响
,

·

因此采用数字开关电路进行信号的选通和隔离
,

并用高速同步接 口传输数据
,

使切换电路简单可靠
.

切换可以手动或自动完成
.

当自动时
,

时钟走到 23 : 5 0 ,

00
,

打开

另外一台主机
,

释放控制权
,

将本机的全部数据交给打开的主机
,

当另外一台主机收到

这些数据后
,

关闭原来的主机
,

如果有一台主机出了毛病
,

那么就不切换
,

一台主机连

续工作
,

从而保证其通信前沿机能连续长时间的工作
,

不影响系统数据的收集
,

提高系

统的可靠性
.

3
.

自诊断处理

为了保证系统在异常情况下或死机时
,

能恢复正常工作
,

设置了 自诊断/ 自启 动 电

路
,

其特点是独立于主机的CPU 进行工作
,

一旦发现异常状态
,

立即发出控 制信 号
,

使系统重新复位工作
。

4
.

功能操作

(i )F
;

—
巡测 ;

(2 )F厂一- 一校时
;
(3 )F

一
点测 ;

(4 )F
;

—
呼叫

;
(5 )F

S

—
加

密
;
(6 )F

。

—
显示 :

(7 )F
:

—
选 1 ;

(8 )F
,

—
选 2 ;

(9 )F
。

一
监控 ;

(2 0 ) F
, 。

—
复位

.

YC一7 00 通信前沿机经过两年的连续运行试验
,

功能齐全
,

工作稳定可靠
,

资料收

集完整
,

满足了设 计要求
,

受到用户好评
。

但作为业务运行
,

还需要进一步完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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