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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机监侧布机系统设计

夏正均 苏光奎 谢宝康

摘 要

本文论述 了如何利用微型计算机及其相应的硬件接 口 ,

对棉纷 厂织 布 车 间 的

20 48 台布机的工作状态
、

产量等信息随机地进行采集
,

并用软件时采集的信
.

息进行

分析
、

处理
,

一方面将处理的信 息送往信息显示中心随机地显示 出整个车间的工作

状况
,
以便厂领导能及时地 了解生产情况

、

调 度和指挥生产 ; 另一方面将其信息送

往 BI M一CP 微型计算机进行产量统计
、

质量分析等工作
,

并及时地打印出各种报表
,

从而 大大地减轻 了统计的工作量
,

为质量分析
、

经济效益的计算等工作及时地提供

了准确的数据
。

由于 信 息采集接 口 电路与布机车间和信 息显示 中心 距离较远
,

为 了

使 系统能可靠运行
,

本文还论述 了长线传输产生的干扰和采取的相应技术措施
。

【关锐词】 拒阵采样 , 随机检测 , 故障分析 , 信息处理 , 远程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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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
,

由于微型计算机的推广使用
,

国内纺织行业也逐步地采用计算机管理生产
,

但

多限于单机使用
,

不能及时反映生产情况
,

计算机的高效率并未充分发挥
。

为了充分发挥计

算机的功能
,

必须采用微机控制
,

监测各个生产环节
,

这样可以大大节省人力
,

还可及时地

反映车间的生产情况
,

便于领导正确地指挥生产
,

保证产品质量
,

并可大幅度地提高经济效

益
。

在国内
,

虽然 70 年代就开始研究计算机监测布机的应用
,

但由于稳定性可靠性差
,

以及

成本高
、

不易维修等因素而未能普及
,

甚至有的工厂因上述原因也停止了使用
。

针对上述原因
,

我们在确保精度的情况下
,

为了使系统能稳定可靠地工作
,

选用无接触

开关传感器
,

其工作寿命长
,

不受环境温度的影响
,

损坏率低
,

现场信息的采集采用了集中

控制方式
,

并且只对两种信号进行采集
,

然后由软件对其分析处理
,

这种方式相对以前的采

集五种数据的方式而言
,

每台布机可减少三个传感器
,

从而使系统的传感器及相应的硬件大

大减少
。

硬件少不但可使成本降低
,

而且可使系统的故障率也大为降低
。

另外
,

为了提高系

本文 198 7年 4月收到
.

DOI : 10. 13203 /j . whugi s1987. 04. 004



统的抗千扰能力
,

对现场信号的采集采用正负极性信号相互转换方式来提高信噪比
,

并采用

光 电隔离办法
,

排除现场干扰信号对系统的干扰
,

同时在采样的过程中
,

利用软件排除现场

突发性干扰
,

从而进一步提高了系统的可靠性
。

整个系统分为两级
,

前级采用两台单板机
,

一台监测 2 0 4 8台布机的工作状态
,

一台控制

信息显示中心的显示屏和接收另一台随机来集的现场信息
。

第二级采用 。5 2 0 A 微机
,

通过串

行接 口接收第一级的数据
,

并可向第一级发布相应的命令和数据
。

0 5 2 o A 微机将 接 收的 数

据
,

通过高级语言及 D B A SE一 亚对其数据进行处理
,

打印出各种汉字报表
。

本系统的技术指标如下
:

1
。

对两千台织布机进行巡回检测
。

2
.

对车间 10 0 个台位的工作状态
,

可在信 息中心进行动态显示
。

3
。

监测系统可随机提供如下报表
:

(1 ) 车位报表 , (2 ) 小组报表
; ( 3) 品种报表

; ( 4) 低车速报表
; ( 5) 超越 车 速

报表 , ( 6) 落轴预报报表 ; ( 7) 低效率机台报表 , ( 8) 传感器故障报表
, ( 9) 车间概况

表 , ( 1 0 ) 点机台报表
。

全部表头使用汉字
,

系统采样精度可达到 ” %以上
。

4
.

系统可随时对传感器故障的车号
、

性质进行动态显示
。

5
。

系统可连续工作 7 0 0 小时
,

故障不会超过一次
。

二
、

系 貌 设 计

目前织棉布的布机约 5
.

5 分钟机轴转一圈
,

可织布40 厘米
。

为了提高检测精度
,

在布机

机轴径向相对位置上
,

安装两个传感器
,

机轴转动一圈
,

传感器闭合两次
,

闭合时间为 15 “

2 0秒
,

因此每检测到一次传感器闭合
,

出布为 20 厘米
。

布机的工作速度相对微机的工作速度

来说是相当缓慢的
,

可选用一台 T P 一 8 01 单板机作为监测 2 0 4 8台布机 (即 4 0 9 6个传感器 ) 的

采样处理控制器
,

称之为上位机 ( T P 一 8 0 1 工 )
,

现场采用光电隔离的办法
,

抑制现场噪声对

压选诬
系统的干扰

。

考虑今后微机联网
,

便于实现

办公自动化
,

第二级 ( 即上位机 )选用兼容性

及扩展性较好的浪潮 0 5 2 0A 微型机
。

为了动

态显示整个车间布机运行的状态
,

又淘用一

台 T P 一 8 01 11 单板机
,

与 T P 一 8 0 1 1 单板机进

行通讯
,

进行并行处理
,

并可将布机工作状

态
,

在显示屏幕上显示出来
。

整个系统的框图如图 1 所示
。

从图 1 可以看出
,

本系统是一个主一从

结构的多机系统
, T P 一

80 1 1 主要担负采样与

处理现场信息
,

并将其存放在扩展的内存数

据缓冲区
。

缓冲区存放的信息
,

是动态显示

屏幕控制器 T P 一

80 1 1 及数据处 理 机 O5 2 0 A

型微机所需要的信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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缓冲区中的信息可采用两种通讯结构进行通讯
。

一种是单总线互连和通讯结构
,

可采用

并行接 口
、

串行接 口或 D M A 方式
,

利用优先级中断办法
,

来管理单总线上信息的传输
,

防

止总线竞争
。

另一种是共享存贮器通讯结构
,

从系统工作方式可看到
, T P 一

80 1 11 和数据处理

机公5幼 A 虽然任务不同
,

但都需要缓冲区中的信息
,

若把缓冲区作为三台机的 内存
,

那么缓

冲区就成为它们的共享存贮器
。

对于共享存贮器
,

为了防止微机访问内存产生竞争
,

需要增

加一个控制共享存贮器的访问分配器
,

不过这样可增高采样频率
,

从而使精度更 进 一 步 提

高
。

若布机超过 2 0 4昌台
,

必须采用后一种结构
,

若布机少于 2 0 4 8台
,

两种结构可任意使用
。

由于篇幅限制
,

本文仅对第一种方案进行论述
。

三
、

采样系粉的硬件设计

能否正确判别传感器的故障性质
,

使布线最短
、

最少
,

是确保系统能否稳定可靠工作的

关键
。

1
。

采样矩阵方案设计

为 了不影响车间的生产
,

尽量减少停机时间
,

我们采用了 64 x 64 的伪矩阵方案
,

仅用了

128 根线
,

就可检测 4 0 9 6个传感器的工作状况
。

其方案如图 2 所示
。

耳之.沪

我们采用了 一 S V 电压进行传送
,

以提高抗 干扰

能力
。

当 64 根输入线中选中其中一根时
,

在输出线上

可采集到创个传感器的信息 (即采样32 台布机的工作

状态 )
。

传感器的闭合时间是与布机的工作速度直接

有关的
,

可对采集的数据进行计数
、

计时
,

就可判别

传感器工作是否正常
。

当传感器出现故障时
,

还可判

别它是常开还是常闭的故障
。

另外
,

为了使某个传感

器发生故障时不致于影响其它布机传感器 的 正 常 工

作
,

在传感器两端连接隔离二极管
,

使传感器之间互

不干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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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接口电路设计
, 5 丫信号

( 1) 64 线输 出控制电路

64 线偷出控制电路见图 3
。

将光电隔离器件放在前级可大大节省光

电隔离器件
,

若放在末级
,

当然隔离效果更

好
,

但需要 64 个光电隔离器件
,

相对而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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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坏的机率要大
,

_

故障率增大
,

维护困难
。

因为采样主要是开关信息
,

其 自身具有一定抗干

扰能力
,

而且判别处理采用软件判别
,

故安放在前级是比较合适的
。

( 2) 64 线输入控制 电路



输入控制电路如图 4所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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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从现场引入 6 4根输入信号线
,

经 “
八选二

” 器件
,

可读到 16 个传感器的随机状态
,

同

时
,

它还是一个电压变换器
,

将负电压信号转换成正电压信号
,

使其与 T P 一

80 1单板机所需的

信息一致
,

再经过驱动 电路
,

光电隔离器件及并行接 口 PI O 的两个端 口
,

送入 T P 一 8 01 单板

机所指定的单元中
。

光电隔离器件放在后面的道理同前
。

另外
,

从图 中可看出64 根输入线
,

每次仅能读 16 位
,

而单板初采用的是 8 位机
,

每次操作仅能传送
.

8 位信息
,

那末
,

在 64 根输

出线被选中一根的情况下
,

在输入电路中能否正确读到 64 个信息
.

呢 ? 由于布机工作速度较慢

(机轴每 5
.

5 分钟转一圈 )
,

而且传感器的闭合时间也较长 (托
.

、 20 秒 )
,

信息所维持的时

间是比较长的
,

因而只要把输出线 上信息维持的时间与读取信息的时间严格匹配
,

正确读取

64 个信息是完全可 以办到的
,

从而使元器件使用较少
,

成本降低
,

可靠性提高
。

四
、

系杭软件及处理程序设计

从以上的分析可知
,

微机监测布机系统的硬件主要是由现场信息采集与处理
、

信息分析

及制表
、

工作状态随机显示三大部分组成的
。

每一部分都有一个起核心作用的微机或单板机

(参见图 1 )
,

各部分之间都是利用长线连接成一个多机系统
,

如果要使整个系统能稳定可

靠地工作
,

系统软件及处理程序的设计是决定系统可靠运行的关键
。

微机监测布机系统的系统软件主要由初始化模块
、

现场状态信息显示模块
、

现场信息采

集与处理模块
、

信息通讯模块等几部分组成
。

初始化模块主要是对相应接口和系统程序工作单元进行初始化
,

同时对 2 0 4 8台布机参数

的标志单元预置初值
。

现场状态信息显示模块主要是动态地将现场传感器和部分接 口 电路的工作情 况 显 示 出

来启当现场传感器出现故障时
,

一方面循环显示出出错的机台号和故障的性质
,

另一方面发

出声光报警
,

以此告诉值班人员
,

对现场出现的故障进行及时处理
,

其程序 框 图 如 图 弓所

示
。

现场信息采集与处理模块主要是对每台布机的工作状态进行采集
、

分析与处理
。

由于一

台单板机需要对 2 0 4 8台布机的信息进行采集与处理
,

而每次单板机只能接收 8 位二进制
,

因

此
,

采集 2 0 4 8台布机的信息
,

单板机需对其进行循环扫描
,

然后分别进行相应的处理
。

由于

现场采用了无源传感器
,

所有的选择控制信号都是由控制中心发出的
,

这些信号经长线传输



后产生了畸变
;另外

,

由于现场的环境很恶劣
,

使信号线的

外界干扰和线间产生的寄生干扰也特别严重
; 再者

,

现场的

2 0 4 8台布机都是共地的
,

若传感器的引线因破损接地
,

也会

使输入信号出现采样的错误
。

为了解决以 上这些问题
,

我们

采取了三种解决问题的技术措施
:

第一
,

在硬件上采用 + S V

和 一 S V 电压输出
,

作为发送的信号
“
O

”
和信 号 “ 1 ” ,

在

接收端再转换成与T T L相兼容的电平
,

以此来提高信号的鉴

别力和提高信噪比 ; 第二
,

采用程序设计技巧
,

尽量排除其

干扰信号
,

保证采集数据的准确性
; 第三

,

定时采集数据
,

并对其计数
,

然后进行判另lJ
。

在判别的过程中
,

用程序对采

集的数据进行容错判别
,

以此达到排除干扰信号
,

保证现场

布机的状态信息的采集
。

布机的状态信息是不能以一次采集的数据确 定 其 状 态

的
,

它还需要根据以前的状态
,

用程序来进行分析处理
,

然

后才能确定其状态
。

分析处理程序主要由接 口 电 路 诊 断 程

序
、

传感器故障诊断程序和产量统计程序等组成
。

接 口 电路

诊断程序只是对部分的接 口 电路进行诊断
,

若出现故障
,

则

将其显示出来
; 若无故障

,

则转到下面的程序段继续执行
。

传感器故障诊断程序主要是判定现场传感器是否出现 常开
、

常闭和接地等故障
。

若出现故障
,

立即置相应的故障标志
,

并转入现场状态显示模块将故障性质显示出来
。

若无故障出

现
,

则根据现场传感器的状态进行分析
,

并作相应的处理
。

rrr / o 接口初蛤化化

记记录信息单元初始化化

开开中断断

工工显示初始彼彼

在进行现场信息集采时
,

一旦 所采集的信息经判定无误

后
,

一方面将每台布机的停机状态
、

整个车间的总产量和总

停机台数送信 息显示中心
,

进行动态显示
; 另一方面将它存

入信息缓冲区作为数据块
,

供数据处理机随时调用
。

由于信

息采集中心与信 息显示中心相距较远
,

如果采用一般的信息

传送方式是很难实现的
,

为了使传送的信息稳定可靠
,

我们

采用软件和硬件设计技巧来解决长线传输的干扰和信 号同步

的配合问题
。

微机
.

监测布机系统的现场信息采集与处理软件框图如图

6 所示
。

五
、

桔 束 藉

在总体设计方案的过程中
,

我们对现场的具体条件和现

况进行了多次的调查和测试
,

并对其进行了反复的分析和 比

较
,

对硬件的逻辑功能
、

负载驱动能力
、

逻辑优化
、

信 息传

输通道功能
、

接 口及存贮器的扩充等问题
,

经多次研究和反



复试验
,

并在软件和硬件的功能分配问题上
,

进行了合理安排
。

软件设件采用模块化结构设

计方法
,

以及容错设计技巧
,

对整个系统的可靠性和硬件调试及维护较为有利
。

在实验过程中
,

尤其是对远距离的信号传送反复地进行了模拟实验
,

证明采用软件方法

与硬件光电隔离技术处理线间干扰
、

信号畸变等
,

可达到较好的效果
。

在远距离数据通讯通

道中
,

由于本系统的传输速度要求不高
,

所以采用了电话传输 电缆线作为传输信号线
,

它能

在 5 秒钟内
,

边采集现场信息
,

边传输完所有的现场状态
。

由于该系统硬件结构较为简单
,

使用的经费也较少
,

其系统 尺部分的信息分析与处理都是由软件来完成的
。

本系统经过实验

室的模拟实验
,

并在武汉国棉一厂布机车间进行了采样分析试验
,

证明本系统用于布机车间

的信 息采集与处理是安全可靠的
。

在设计的过程中
,

我们得到了武汉国棉一厂和我校计算机教研室的 大力支持
,

在此表示

衷心感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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