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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点温度采集系统的传感器网络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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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应用SLMT2—1系列智能温度数据采集模块和单总线(1一Wire)技术，实现了一种基于RS一485总线的多点温度 

采集网络。并在上位机开发相应应用程序对网络进行测试，发现该组网方案可行，有效。通信距离可延长到最长1 200m，可 

有效解决传统组网方案中最简连接的距离过4~I'*-1题。基于LabVIEW的上位机程序具有通信参数设置灵活，界面友好；可扩 

展性，移植性强的优点。并能对采集数据进行保存，管理和分析，针对不同需要做出各种分析图。因此，应用前景非常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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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nsor Network Design of Multi-point Temperature Acquisition System 

XIE Fang 

(College ofMechatronics Engineering，University ofElectronic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China，Chengdu 611731，China) 

Abstract：This paper applied the SLMT2—1 series intelligent temperature acquisition module and a single bus(1一Wire) 

technology，realized the network based on RS一485 bus，of multi-point temperature acquisition．Besides，in the host computer，the 

corresponding application program Was developed to test the network，the result confirmed that this method was applicable as well as 

effective．And moreover，when applying the technology ，the communication range can be extended to a maximum of 1 200 m．This 

method can effectively resolve the problem that the distance between two most simple networks is too short，occurring in the tradi— 

tional networking solution．The host computer communication印plications based on LabVIEW has several advantages such as，the 

flexibility of setting communication parameter，the strong expandability and portability．At the sanle time，it is user—friendly and 

kind．It can be used to preserve，manage and analyze the collected data，making a variety of different plans according to different 

Heeds．Therefore，the prospect of applying this method is brilli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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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为了监测设备运行状况，设备温度采集在工业生产中被广 

泛使用。如果遇到较恶劣的工作环境，常常需要将现场采集的 

温度数据传送到数据采集工作站⋯。在实际的监测系统中，当 

需要监测的节点过多(比如上千个)时，管理监测系统采集到的 

数据和保证系统的可靠性就显得非常重要了。而传统采集模 

式在传感器个数较多的情况下容易发生信号串扰而导致测量 

精度不够准确。加之系统接线又多，布线复杂。随着 GPRS技 

术的发展，利用GPRS进行数据传送具有传送距离长，通信可靠 

稳定等优点。但由于其复杂的设计门槛和昂贵的设计成本，也 

不适合在短距离工业现场控制中使用。 

文中使用 SLMT2—1系列智能温度数据采集模块和美 国 

DALLAS单总线技术，实现了低成本温度状态在线监测。可广 

泛应用于实时温度数据采集监测的各种应用领域。如工业数 

据采集系统、车辆监控、无线遥控系统和遥控等。利用数字温 

度传感器DS1820进行数据采集。具有使用方便，性能优异，成 

本低等优点。并支持二次开发的 MODBUS—RTU通信协议。 

因此，用户可以使用任何串口通讯工具进行串口数据传输和设 

置。文中使用的是 由 LabVIEW 开发的上位机串口通讯程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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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系统总体结构 

SLMT2—1模块实现 RS485组网结构图如图 1所示。每个 

模块都有 1个节点编号，1个小系统可以最多放置35个SLMT2 

— 1模块。而SLMT2—1模块最多可以接人64个温度传感器。 

因此，可以用SLMT2—1模块轻松组建用户需求在1 000个以上 

的大型传感器网络，实现多点温度数据采集。 

工作站 

RS一48弧 S一232 I lRS一48勰 S一232llRS一485 S一232 

里： l 
l单总线挂接 
l温度传感器 

图1 SLMT2模块实现RS一485组网结构图 

(1)工作站：工作站主要负责温度采集节点的管理，定期发 

出数据采集指令，各个采集节点收到指令后开始进行温度采 

集。然后接收各个采集节点的温度数据，并对数据进行显示 

(表格形式或者图形形式)与分析。 

(2)RS一485／RS一232总线：SLMT2—1模块利用 RS一 

485／RS一232转换器直接接入 RS一485现场总线。 

(3)采集系统节点：数字温度传感器通过单总线技术连接 

到数据采集节点 ，并根据需要放在监测对象上。采集节点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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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工作站指令后进行温度采集，然后根据预定协议将数据进行 

打包上传，在终端则有相应的显示设备实时显示当前温度。 

2 硬件设计 

2．1 SLMT2—1模块 

SLMT2—1系列智能温度数据采集模块可以对 DS1820数 

字温度传感器系列产品进行温度数据采集、显示和数据传输等 

操作。具有可提高数据采集可靠性，降低开发成本和简化布线 

结构等优点。同时，由于其测点多，组网又灵活。如果能很好 

的配合无线或 GPRS及现场单总线传输技术，把分布式的 

DS1820数据采集节点通过有线或无线方式与数据采集工作站 

连接起来，就可以大大地降低能耗，提高采集效率了。 

SLMT2—1模块主要技术参数如下：支持传感器 DS18B20， 

DS1820，DS18$20，DS1822；显示测温范围 一25～+125 oC；显示 

分辨率0．1℃；测温精度0．5 oC；测温速度 850 ms／点；通道数 

单总线可接 1—64点(限单总线传感器)；通信协议MODBUS— 

RTU；波特率9 600(可订制)；通信端口RS485(可选 RS232)； 

支持测温电缆长度≤100 Il1． 

2．2 DSI820 

如图2所示DS1820主要由如下组件构成：64位激光ROM； 

温度灵敏单元；非易失性温度告警触发器TH和TL|器件从单 

线的通讯线上取得其电源：在信号线为高电平时，把能量贮存 

在内部电容器中；在信号线为低电平时断开此电源，直到信号 

线变为高电平重新接上寄生电容电源。当然，如果不采用通讯 

线获电方式，也可以直接采用外部5 V电源供电。 

图 2 DS1820方框 图 

采集系统经过单线接 口与 DS1820通讯。主机提供 5种可 

供选择 的 ROM操作命令：Read ROM；Match ROM；Search 

ROM；Skip ROM；Alarm Search．这些命令对每一器件的64位激 

光 ROM部分进行操作。如果在单线上有许多器件，那么可以 

挑选出一个特定器件，并给总线上的主机指示存在多少器件及 

其类型。在成功地执行了ROM操作序列之后，就可以使用数 

据存储和控制操作了。 

一 个控制操作命令指示 DS1820完成温度测量 。该测量 

的结果将放入DS1820的高速暂存寄存器(Scratchpad Memory)， 

通过发出读暂存寄存器内容命令后就可以读出该数据。而温 

度告警触发器TH和TL构成一个字节的EEPROM．如果发生数 

据错误 DS1820施加告警搜索命令，这些寄存器可用做通用寄 

存器。使用存储器操作命令可以写TH和TL． 

2．3 采集网络节点 

总线模式为三芯总线，此接口最长不超过250 m．根据不同 

的传感器型号，模块最多可接64只单总线温度传感器，具体接 

线方式如图 3所示。 

图3 采集节点接线方式 

3 软件设计 

3．1 通信协议 

MODBUS通信协议 使用主 一从技术。即仅有一台设备 

(主设备)具有初始化传输功能，其他设备(从设备)则根据主 

设备初始化提供的数据做出响应。在具体的温度采集系统中 

主设备为工作站，从设备为温度传感器。 

3．1．1 传感器序列号写操作 

模块只有存储传感器序列号才能识别和正常检测。因为 

每个 DS1820都有唯一的识别序列号，本操作用于写人传感器 

序列号到设备存储器中。写入方式有两种： 

3．1．1．1 传感器接入设备 

远程可通过命令，使设备自动读出该传感器序列号，并保 

存在本设备指定传感器序号中。 

3．1．1．2 直接写入 64位序列号到指定设备 

修改数据时主设备请求数据格式： 

[设备地址][命令号][通道号][传感器编号][读取个数 

高8位][低8位][CRC低8位][CRC高8位] 

修改数据时从设备响应数据格式： 

[设备地址][命令号][返回的字节个数][数据 1][数据 

2]一[数据n][CRC低8位][CRC高8位] 

如果已知一个传感器序列号，要将该传感器接入系统。那 

么要将 64位序列号写入到地址 01第 01通道 01序列。则有： 

主机发送 ：0l 22 0C 01 28 B9 F5 87 01 00 00 53 98 DO 

其中0l表设备地址，22表命令功能号，Oc表写入的子命令。 

设备响应 ：O1 22 08 28 B9 F5 87 01 0o o0 53 C0 47 

其中01表设备地址，22表命令功能号，08表返回的数据 

长度。”28 B9 F5 87 O1 o0 o0 53”为要写入的64位传感器序列 

号。写入后，设备原样返回写入的数据。 

3．1．2 读取温度 

读取数据时主设备请求数据格式： 

[设备地址][命令号][通道号][传感器编号][读取个数 

高8位][低8位][CRC低8位][CRC高8位] 

读取个数高8位、低8位：表示读取的温度传感器数量。 

读取数据时从设备响应数据格式： 

[设备地址][命令号][返回的字节个数][数据 1][数据 

2]~[数据n][CRC低 8位][CRC高8位]。 

返回的字节个数 ：表示数据的字节个数。也就是数据 1、2 

～n中的n的值。 

数据 1一n：各个 DS1820的温度值，每路占用两个字节。 

3．2 基于 LabVIEW 的上位机程序设计 

文中采用基于 LabVIEW 的 VISA接 口函数开发串口通讯 

程序，来实现与模块通讯，如图4所示。 (下转第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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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精度。所以设计采用 12 bits的高速 DA采样环节，并选用 

ARM7LPC21系列的微处理器进行数据处理并与工控机进行串 

口通讯的方法提升自动外径测量系统的测量精度，结构示意图 

如图5所示。目前此方案已经完成论证和硬、软件设计开发， 

并经过实验室试验，正在进一步的开展现场应用研究过程中。 

F 接收端l 
图5 精度提升方法结构示意图 

4 实验与分析 

某圆柱形零件的标称值为 1．000： 0．0：。由于直径超过单 

个传感器的量程，所以采用图2(c)的测量方法。经多次重复测 

量，测量结果如表 1所示。从现场安装调试后 的实验结果分 

析，自动外径测量系统精确度和稳定性能够很好地满足较高精 

度的机械零件外径等关键参数的测量。但是，对于包括严格装 

配关系的轴承类零件的内径、外径所需求的I pjn的测量任务， 

还需要进一步的开展研究。 

表 1 某零件外径测量结果 mm 

5 结束语 

基于数字CMOS激光传感器并配合交流伺服电机运动机 

构的高精度非接触式自动外径测量方法可以实现快速的机械 

零件外径检测自动化，避免了人工检测方法可能存在的测量误 

差和错误。采用该方法所建立的 自动外径测量系统的检测精 

度可以达到5 m，能够满足较高精度的测量要求，且测量系统 

可以自动化的记录所有检测日志，为分析加工过程和改进加工 

工艺提供了有利依据。对于更高精度的零件外径(如高精度轴 

承)测量研究工作，目前已经论证充分且经过实验室试验，正在 

进一步的开展现场应用研究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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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4 基于LabVIEW 的上位机程序 

4 结束语 

文中采用基于RS485总线的组网方案，有效地解决了多点 

温度检测 问题。方案总体上经济实用，组网简单方便。配合 

无线设备或 GPRS模块及现场单总线传输技术，可以将分散在 

各处的SLMT2模块节点通过有线或无线的方式与数据采集工 

作站连接起来。基于 LabVIEW开发的上位机程序简洁高效， 

界面友好。通用性和软件移植性强，并能对采集数据进行各种 

后期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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