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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目前数据采集系统的现状!对 基 于 掌 上 型 电 脑 的 数 据 采 集 系 统 进 行 了 研 究"介 绍 了 掌 上 型 电 脑 的 特

点#@ABC%DE3,环境下的程序开发!以及以掌上电脑为主机的数据采集系统的方案#硬件接口和软件等"

关键词!掌上电脑$数据采集$@ABC%DE3,$接口

中图分类号!."F=’#!!!文献标识码!4!!!文章编号!=)))G*?=*"!))!#)#G)F=>G)F

!!目前!微机化核数据采集系统的主控微机多采

用笔记本计算机#单片机#嵌入式计算机等!采用笔

记本微机实现微机化方案!功能强大!通用性好!但

是!它的功耗#体积和重量决定了它不适于野外现场

测量$单片机的功耗最低!体积小#重量轻!但是功能

不够强大!而且其输入#输出设备都需要自己组构!
工作量大!开发周期长!且通用性不好$嵌入式微机

的功耗较低#体积小#重量轻!功能较强!但是也需要

自己配备输入#输出设备!仍存在工作量及开发周期

的问题"而掌上型电脑的功耗低!体积小#重量轻!
便于携带!功能较强!集输入输出设备为一体!采用

@ABC%DE3,系统!可直接移植微机上开发的程序!
起点高!开发周期短!见效快!应用软件的开发和更

新十分方便!由 于 采 用 标 准 窗 口 界 面!操 作 简 单 易

学!所以我们对基于掌上型电脑的数据采集系统进

行了研究"

=!掌上型电脑简介

掌上电脑的体积轻巧!重量很轻"研究 使用联

想天玑!)))型掌上电脑!其液晶显示屏带,5背光

和压感输入!显示字体既清晰又不反光"一般为F!
位9123处 理 器#="7947#F!79-7 的 高 配 置"
配有内置 7%CHI#红外通信端口#通用电话端口!多
用适配器接口和3J卡扩展插槽!提供给用 户 完 整

的数据交换方案"这就使得用户采集的数据能够很

容易地通过串口#红外通信端口传送到桌面.3!实

现进一步数据处理工作"另外!其强大的网络功能

为远距离交换数据信息提供了可能"其电池性能相

当卓越!经微软测试程序检验!可不间断使用!>K!
真正方便了用户!是移动用户工作中不可多得的工

具"

@ABC%DE3,是最新#最小型!也是争议最多的

一个 非 常 有 趣 的 7ALM%E%NO@ABC%DE操 作 系 统"

@ABC%DE3,的设计思路是一种小型的#基于9-7
的#具 有 @ABF!子 集 4.2的 操 作 系 统"@ABC%DE
3,不与 71GP-1或 @ABC%DE向后兼容"它也不

是为企业计算而设计的全能操作系统"相反!@ABQ
C%DE3,是一个轻量级#多线程#带有可选图形用户

界面的操作 系 统!其 优 势 在 于 它 的 低 功 耗#小 体 积

%重量&#@ABF!4.2子集!可以移植 @ABC%DE程序"
但 @ABC%DE3,设备中的资源很少!几乎没有用于

大量存储的硬盘!所以就无法通过数据交换到硬盘

来创建虚 拟 947!这 就 使 得 @ABC%DE3,程 序 几

乎都运行在低内存的环境中"内存分配经常会因为

缺少资源而失败"当空闲内存达到一个很低的危险

水平时!@ABC%DE3,可 能 会 自 动 终 止 程 序"这 种

对947的限制对 @ABC%DE3,程序造成了极大的

影响!并 且 是 将 现 有 的 @ABC%DE程 序 向 @ABC%DE
3,移植的主要困难之一’=!!("

!!系统的构成及接口

掌上型电脑的数据采集系统!主要由完成数据

采集的外部硬件设备#掌上电脑和连接两者的接口

电路及其数据处理软件组成"由外部硬件完成信号

的初步采集!采集得到的数据经接口电路传送给掌

上电脑!由掌上电脑完成数据的处理#保存和显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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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掌上电脑可以提供!种接口方式!串行接

口"红外线接口#红外线接口对物理位置$温度等要

求严格$而且开发难度大$而串行通信技术已经发展

的比较成熟$没有红外接口的上述缺点$其传输速率

也能满足要求$因此$我们选用串行接口实现信息交

换%F$#&#这种方案的特点是

=’充分利用了计算机科学的最新成果和掌上

电脑强大的文件管理"图形显示和通信功能$节省开

发时间和成本’

!’采用面向对象高级语言编制数据采集软件$
缩短开发周期$软件便于维护$易于升级’

F’掌上电脑 轻 巧$便 于 携 带$降 低 了 整 个 系 统

的功耗"体积和重量#
由于外部串口信号和91Q!F!串行通信的标准

电平的电平不匹配$必须进行二者之间的电平转换#
在此使用的集成电平转换芯片 748!F!为91Q!F!
37-1(::5电 平 转 换 芯 片#该 芯 片 使 用 单R>$
电源供电$再配接#个=!J电解电容即可完成91Q
!F!电平与::5电 平 之 间 的 转 换#串 口 接 口 的 硬

件电路如图=所示#

图!!串口接口电路

采用专用串口通信芯片 748!F!的优点有!"
驱动和接受电路组合在同一芯片上$使用方便’#内

置电源变换电路$直接将R>$电源变换为)=)$$用

于91Q!F!通 信#系 统 中 采 用 外 部 电 路 作 为 下 位

机$掌上电脑作为上位机$二者通过91Q!F!串行口

接收或上传数据和指令#

F!软件

基于掌上 电 脑 @ABC%DE3,环 境 下 的 软 件 开

发$采用的是 7ALM%E%NO$AE;S&3RRN%M@ABC%DE
3,语言$在微机上进行开发的#由于都是3RR语

言$可以部分移植 @ABC%DE下 的 应 用 程 序$但 由 于

@ABC%DE3,采 用 的 是 @ABF!4.2子 集$所 以 原

@ABC%DE下的东 西 并 不 能 全 搬$受 到 很 大 的 限 制$
这是 @ABC%DE3,下编程的难点#

"’!!多线程技术

由于数据采集是通过串口传输数据的$所以在

此软件中重要的就是完成串口的通讯功能#通常$
在开发基于 @ABC%DE系统的应用程序过程中$大多

采用消息驱动方式编写$每一条消息都对应各自的

响应函数#例如$当用户通过键盘)输入笔*或者鼠

标选中菜单等对象时$系统就产生并向该应用程序

对象发送一个 @7＿3-774(P消息$程序会自动

响应该 消 息$执 行 相 应 的 函 数#但 由 于 @ABC%DE
3,不支持重叠2(-$因此不能从主线程或已经创建

了窗口的任意线程读或写大量的串行数据#因为这

些线程还负责处理用于它们窗口的消息队列$不能

阻塞它们$让它们等待相对较慢的串行读或写操作#
所以我们采用多线程设计$主线程负责文件管理"定
时器"用户交互输入"输出的管理$而设计一个单独

的子线程来负责后台串行端口的通讯#其运行结构

如图!所示#

图#!软件系统的多线程结构

在软件开发 中$设 计 专 门 的 通 信 类 来 封 装 串 口

操作 4.2)STT&ALSOA%BTM%<MSIIAB<ABOHMNSLH应 用

程序编程接口*编写软件的线程结构以及串口操作$
创建线程的 4.2函数 是!3MHSOH:KMHSC%=$!&$其 说 明

如下!

/4(P5,3MHSOH:KMHSC)

5.1,3U92:0 ＿4::92VU:,1 &T:KMHSC4OQ
OMAW;OHE$

P@-9PCD1OSLX1AYH$

5.:/9,4P＿1:49:＿9-U:2(,&T1OSMO4CCMHEE$

5.$-2P&T.SMSIHOHM$

P@-9PCD3MHSOA%BJ&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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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P@-9P&T:KMHSC2C"#

&T:KMHSC4OOMAW;OHE!指 向 5.1,3U92:0＿4:Q
:92VU:,1结 构 的 指 针$主 要 指 示 是 否 可 以 被 继

承$@ABC%DE3, 不 支 持 该 参 数$必 须 被 设 置 为

(U55%

CD1OSLX1AYH!表示 线 程 使 用 的 堆 栈 空 间 大 小$

@ABC%DE3,忽略该参数$因此应该设置为)%

&T1OSMO4CCMHEE!指向线程例程的执行%

&T.SMSIHOHM!传递给线程函数的一个参数%

CD3MHSOA%BJ&S<E!控制线程的标志$如果为零$
线程 会 立 即 执 行#如 果 为 39,4:,G1U1.,(PQ
,P$则被创建的 线 程 将 处 于 挂 起 状 态$并 且 必 须 调

用9HE;IH:KMHSC来继续执行$但并不马上开始%

&T:KMHSC2C!指 向 接 收 新 创 建 线 程 的2P值 的

P@-9P的指针%

"’#!串口通讯

在 @ABC%DE3,系统中$禁止应用程序直接和

硬件设备 打 交 道%设 所 有 对 设 备 的 操 作 为 文 件 操

作$开发 者 只 能 使 用 @ABC%DE3,提 供 的 4.2函

数$通过驱动程序控制硬件设备%系统为每一个文

件操作开辟了可定义大小的缓冲区$数据进出缓冲

区由操作系统后台完成$因此$对该缓冲区进行读写

操作$就 实 现 了 对 设 备 的 读 写%这 一 点$与 @ABQ
C%DE系统下的串口通讯基本一致%

掌上电脑向外部硬件发出的控制命令包括启动

工作&读取数据等%外部硬件向掌上电脑回送采集

得到的数据等信息%

#!初步应用

图F为应用该数据采集系统获取的>>JH源的谱

线图%由此可见$掌上电脑用于数据采集系统是可

行的%

图"!$$%&源的谱线

>!结论

掌上型电脑的功耗低$体积小$重量轻$便 于 携

带$功能较强$采用 @ABC%DE3,系统$可直接移植

微机上开发的程序$起点高$开发周期短$见效快$应
用软件的开发和更新十分方便$由于采用标准窗口

界面$操作简单易学$更适合于室外的现场工作%可

以配接在便携式数据采集系统中广泛的使用%
致谢!工作中曾受到苗放教授&方方教授等同事

的支持和帮助$在此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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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HLKB%&%<]’

>&?@A;B9!TS&IEAYHL%IT;OHM#CSOSL%&&HLOAB<#@ABC%DE3,#ABOHMNSLH

作者简介!马英杰*=?_=G"$女$成都理工大学任教$在读博士生%

+_=F+

万方数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