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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押 在现场总线控制系统中,利用嵌入式工控机ＰＣ／１０４作为ＣＡＮ现场总线通信

控制管理器的微控制器，并作为下位机ＣＡＮ节点和上位ＰＣ机的通信桥梁，双向传送上位

机和下位机的数据。文中详细阐述了嵌入式工控机ＰＣ／１０４利用ＲＳ２３２串行通信协

议完成与ＰＣ上位机的通信，及利用ＣＡＮ通信协议对下位ＣＡＮ控制节点的通信的各个模

块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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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概述 
现场总线（ＦＩＥＬＤ ＢＵＳ）是８０年代末、９０年代初在国际上发展起来的广泛用于

过程自动化、楼宇自动化和汽车等领域的现场智能设备互连网络。现场总线技术将专用微处

理器置入传统的测量控制仪表，采用比较普遍的传输介质?穴如同轴电缆、双绞线等?雪，把

多个测量控制仪表连接成网络系统，并按照公开、规范的通信协议，在位于分散现场的测量

控制仪表之间及现场仪表和远程监控计算机之间，实现数据传输和信息交换，而形成适应各

种实际需要的自动控制系统。它是集智能传感和控制计算机于一体的综合技术，已经在世界

范围内倍受关注。在分散目标的监控系统中，特别是在工业控制现场,要完成对现场信息的

实时采集、处理和通信，并且提供过程动态监测和信息管理功能,需要解决现场装置的实时

控制和现场信号的网络通信问题，利用工控机ＰＣ／１０４,并采取模块化设计是解决开放

式系统的上层通信的最佳方案，上位机和通讯控制管理器ＰＣ／１０４都采取模块化设计，

设计系统不同，需要改动的程序和硬件配置较小，下位机ＣＡＮ节点是面向低层的控制的系

统，控制方案和策略是随着控制对象的不同变化较大，但利用ＣＡＮ的通信机制是一样的，



根据实际情况加入具有新的功能ＣＡＮ节点以适用不同的测控系统．   
ＣＡＮ是控制局域网络（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ｒ Ａｒｅａ Ｎｅｔｗｏｒｋ）的简称,其总

线标准已被ＩＳＯ国际标准组织制定为国际标准。其模式结构分为三层，即只取物理层、数

链层、应用层。其信号传输介质为双绞线，可挂接设备最多可达１１０个，ＣＡＮ的信号传

输采用短帧结构，每一帧的的有效字节数为８个。ＣＡＮ总线上任意一个节点均可在任意时

刻主动向网络上的其它节点发送信息,而不分主从,通信灵活。并且，各个节点可以分成不同

的优先级，可以满足不同的实时要求。其突出的可靠性、准确性在多种现场总线中已经倍受

青睐。 
ＰＣ／１０４工控机作为嵌入式ＰＣ机，它完全与ＰＣ／ＡＴ机兼容，并且具有风险小，抗

干扰、抗恶劣环境好，开发周期短等优点。它采用十分紧凑、自栈式、模块化结构，软件采

用结构化语言如Ｃ、Ｃ＋＋和面向对象的编程方法。整个嵌入式ＰＣ体系结构可以作为一个

单独的插件，它上面具有所有主板功能、ＲＡＭ和ＢＩＯＳ，无需关心ＰＣ－ＢＩＯＳ的修

改。ＰＣ／１０４ ＣＰＵ模块还具备“固态盘”，不必担心嵌入式程序代码的“固化”问题。

并且利用与ＰＣ／１０４配套的ＰＣ／１０４－ＣＡＮ接口板，完成对下位ＣＡＮ节点的通

信,使得系统设计更加简单。２ ＰＣ／１０４通过ＲＳ２３２Ｃ串行异步通信协议完成与上

位机的通信 
在ＲＳ２３２Ｃ标准定义的２１根信号线中，不但可以部分使用，在某些特定场合中，还允

许采用非标准连接方式，简化异步通信程序的设计。由于在本设计中的ＰＣ／１０４和上位

机的通信距离较短，所以采用ＲＳ２３２Ｃ非标准连接中的零ＭＯＤＥＭ方式的简单接法：

即ＴｘＤ１连ＲｘＤ２、ＴｘＤ２连ＲｘＤ１、ＧＮＤ１连ＧＮＤ２。 
由于对数据传输的实时性要求较高，ＰＣ／１０４对于数据的接收采用中断串行异步通信。

由于ＰＣ／１０４作为通信的桥梁，它从上位机接收到的数据应该马上发送到下位机去；下

位机上传的数据，它要发送到上位机去。对于ＰＣ／１０４的数据发送，采用在其对这组数

据接收时在中断程序中把数据重组后直接进行发送，这样即简化了程序，又确保了实时性。 
３ 利用ＣＡＮ总线ＰＣ／１０４接口板完成对下位ＣＡＮ节点的数据双向通信 
ＣＡＮ总线ＰＣ／１０４接口板采用航天工业总公司设计的ＨＴ—１３０２，其应用ＰＨＩ

ＬＩＰＳ公司８２Ｃ２０ＣＡＮ控制器和８２Ｃ２００收发器，具有两路ＣＡＮ总线接口，

可以在不同的ＣＡＮ现场总线的网络中进行信息交换；以内存映像方式占用ＰＣ／１０４的

４Ｋ存储器地址空间：Ｃ８００Ｈ—ＥＦ００Ｈ，有４０个基地址空间可选。软件设计采用

在ＤＯＳ操作系统下的Ｃ语言编程。由于Ｃ语言是面向用户的，同时它又像汇编语言一样可

以进行Ｉ／Ｏ口操作，地址操作，并且程序生成的源代码占用的存储空间下，特别适用于Ｐ

Ｃ／１０４嵌入式系统，在程序调试中也证明了这一点。在程序设计中设置接口板在ＰＣ／

１０４中的中断号，可以利用中断方式对下位ＣＡＮ节点发送上来的数据进行接收，并重组

数据，向上位机进行发送。 
４ ＰＣ／１０４作为ＣＡＮ总线通信控制管理器的结构及软件设计 
１结构体系：（如下图）同时利用ＨＴ－１３０２接口板的ＣＡＮ１和ＣＡＮ２，可以完成

不同的ＣＡＮ总线的网络通信。 

 



２ 软件设计： 
２．１ ＰＣ／１０４的软件结构体系模型：（如下图） 

 
２．２软件模块流程图略可向作者索取。 
２．３ 软件编制 
在ＤＯＳ操作系统下利用ＴｕｒｂｏＣ２．０开发平台编制。基于ＤＯＳ的ＢＩＯＳ串行通

信管理程序作为１４号中断处理程序支持两个ＤＴＥ间的空ＭＯＤＥＭ连接方式的通信。其

功能是：串行口初始化，发送数据字符，接收数据字符和取串行口状态。可以利用Ｔｕｒｂ

ｏＣ２．０提供的ｉｎｔ８６?穴 ?雪函数来调用ＢＩＯＳ串行口管理程序。现仅以下位机

ＣＡＮ节点发送数据，通过ＰＣ／１０４发送至上位机为例，介绍一下数据的中断接收、拆

分重组和发送。 
…… 
 包含必要的头文件 



 
  ｃａｎＲｅｓｅｔ(ＰＯＲＴ１); 
  ｃａｎＥｘｉｔＨＷ(); 
(注：在ＴｕｒｂｅＣ２．０开发环境中包含ｃａｎ８４１ｓ．ｌｉｂ库函数_ 
程序中数据传送在工业控制领域应具有一定的规范、满足一定的格式。特定格式数据在控制

系统中应代表特定的含义，数据到达接收方，接收方应根据数据格式判别传送方的信息，在

此不再累述。 
５ 结束语 
通过利用ＰＣ／１０４通信控制管理器在基于ＣＡＮ总线的新风机控制系统中的试验调试，

已经表明：数据能够实时可靠传输，通信正常。对它稍加改造（如增加出错处理），便可成

为可驻留在内存的通信处理程序。以ＰＣ１０４为核心的现场总线通讯管理器可将底层的现

场总线与生产管理层连接起来，进行现场总线的管理；生产过程的监控；有关协议的转换；

以及通讯故障的处理，进一步加强网络管理的能力。ＣＡＮ总线具有很强的实时性和很强的



防止网络冲突的能力，非常适应用于工业测控领域。而ＰＣ１０４嵌入式工控机具有很强的

抗干扰，适应恶劣环境工作的能力。将ＰＣ１０４嵌入式工控机应用于ＣＡＮ总线通讯中，

对进一步提升ＣＡＮ总线的通讯能力，提高系统的可靠性和稳定性，扩展ＣＡＮ总线的应用

范围具有一定的意义。ＣＡＮ现场总线正处在发展阶段，总的来讲，工业控制系统将朝着现

场网络集成自动化系统结构体系方向发展，由于现场的巨大优势，它取代传统的ＤＣＳ系统

是必然趋势，所以说整个系统应用范围十分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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