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技术专题


基于R S - 4 8 5 串行通信网络的智能监控

模块在机房 自动化设计中的应用


文 / 广东省广播电视技术 中心电视凋频发射总台 黄潭丰


1
- 7 0 0 0 系列智能监控模块

,
实现我台 3 自 动监控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摘要 : 本 文 主 要介绍 了 如 何 两部 1 0 k W 电 视发 射机及 两部 3 0 k W	 3 . 1  fi
l lM t

-

`

久
:现


利 用 R S
- 4 8 5 串 行通 信 网 络与 智 能 电视发射机计算机 自动监控网 络的建	由 于发射机 在生产 时

,
厂家 巳预


监控模块 (
1

-

7 0 0 0
) 构 建 发射机房 设 , 简要介绍如下 。	留 了原始采 样和 控制接 口

,
无需对发


监 控 系 统的 设 计 方 案
, 并 详 细 阐	射机内部电路进行改装

,
只要通过采样


述 了 相 关 硬 件 搭建 及软件 开 发 的 2 系统结构	接口
,

即可对每组功放模块电压 、 电流


实现过程 。	两部 1 0 k W 电视发射机为 C H 2 频 及发射机入射 、 反射功率等关键参数进


道的主 备发射机
,

两部 3 0 k W 电 视发 行采集 。 在实际的设计过程中 , 我们并


关 键词
: 电视发射机 自 动化 射机为 C H 1 4 频道的主备发射机 。 两个 不 是将采样接 口直接接入模拟输入模块


监控 系 统 结构 设计 硬件 实 现 软 频道所使用 的发射机均为近年安装的全 ( 1

-

7 0 1 7 )
,
而是将采样信号先通过调整


件 开 发	固态电视发射机
,
发射机在 出厂时 ,

均 电路和滤波 电路 , 使其输出电压保持在


已预留了原始采样和控制接 口
, 方便用	 ± 1 0 V 以内 ,

用该电压数据来控制模拟


户根据 自身需要进行 自动化设计 。 自动 输入模块 ;
预留接口 同时具备状态故障


1 弓 | 言	监控系统设计拓扑图如图 〗 所示 。 监控 检测及控制功能 ' 状态故障检测的实现


R S
-

4 8 5 串行通信网络结构简单易 计算机为工业级专用计算机 ,
通过程序 是通过该接口 相关针脚输出高电平 ( 或


于实现 ,
兼采用差动式的传输方式使其 定时向 R S - 4 8 5 网络发送命令 , 命令格 低电平 ) 的变化

,
来控制发射机面板上


抗干扰能力 强
, 信号传输距离远

,
正因 式如下 : 前导字符 + 模块地址 + 命令 的 发光 L E D

,
反映外界状态 的不 同信


为上述优点 ,
近年来 R S - 4 8 5 串行通信 字符 。 网络上的每个数据采样模块和控 息 , 实现该功能的智能模块为数字输入


网络及基于其开发的各种智能监控模块 制模块均设定一个唯一

的地址
, 地址范 模块 ( 7 0 4 1  )

;
控制接 口 主要实现发


在工业环境自 动化监控中得到了 广泛的 围以两位 1 6 进制数 0 0
-

F F 表示
,

计算 射机开机关机 、 故障倒机 、 激励封锁等 ,


应用
, 对于有强烈电磁干扰影响的广播 机通过不同的地址来区别所有模块

,
模 实现该功能的智能模块为数字输出模块


电视发射机房的自动化监控系统设计而 块依据地址对命令进行识别响应 , 并在 ( 1
- 7 0 4 2 )

,
通过控制模块内部固态继电


言
,
无疑也是

一种+ 分适合的设计方式 。 执行命令后 , 向计算机返回相应的数据 ,

器的吸合
,

使与 接 ◆针脚相连的发射机


广 东 省 越秀 山 电 视 塔 电 调 总 台 返 回数据格式为 : 前导字符 + 模块 地
	


作为广东省 广播 电视技 术中心下 属大 址 + 数据字符 。 如果发送的是控制指令 ,	^ ^
̂


H  
隱关

 h
~

|	H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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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房发 m 模块还会做出相应的动作 , 如继电器


射设备众多 , 如何对关键发射播 出设 吸合 、 电压输出等 。 程序在对返回的数	r^ i

 p
S


备实施有效监控 , 关系到我 台安全播 据进行分析处理后
,
即可知道当前发射	L f

T
g J


出 的 目 标能 否实现 。 本文就如何通过 机的运行状态
,
并对异态情况

, 向控制
i

?

 —

R S - 4 8 5 串 口 通 信 , 结 合泓格 科技的 模块发出倒机或关机等指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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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1
-

7 0 0 0 系 列 模块功能 		_  , , , , _  		

	


模块 模块 名称 纟道翻 及 数 S 模块作 用 者 , 我 们 使 用 了	的 监控 。 定 时器 控件 内 各程 序采 取

1

-

7 5 2 0	信号 电 平转 换模块
	

电平转换
	


1 7 0 1 7 
一

模 拟输入 模块 输 入 :
8 数 据采样 

—

V i s u a
l  B a s

i
c  6 . 0 	模块化设计 ' 包括 : 天线位置判断模


1
-

7 0 4 1 数 字输入 模块 输 入
: 1

3 状态 、 故 障检測	r  ^  ,


1

-

7 0 4 2 数字输出 模块 输 出 : 1 2
	

动作 控制
	 ( 简称 V B ) 开 发语 块 ( 判断发射 机是否 开机

,
是 否在天


I

- 7 0 6 0 D 数字输入 / 输 出 模块 输 入: 4 输出 : 4 状态检测 、 动作控制	
, l  , , , 一 &


				

 言 。 V B 提 供 了 丰 线位 )
、 C H 2 / 1 0 k W 发射 机数 据采集


|	
I	富的视窗开发控件 ,

“

所见即所得
”

的 及 工作 状态指 示 模块 ( 显 示 C H 2 频


/
i .	功能使各种视窗应用程序的设计难度 道 1 0 k W 发 射 机 运行 参数 及 状态指


国

1	大大降底
, 而且 V B 中提供了串 口通信 示 )、

C H 1 4 / 3 0 k W 发 射 机 数 据 采 集


E ,  
,

	T . M S C o m m  : 3 2 . o c x 控件 , 在设计过程 及工作状态指示模块 ( 显 示 C H 1 4 频

? ? ? ?  ,	 、

、
? 态》 ?  -


中
,

只要简单地调用该控件的相关属性
,

道 3 0 k W 发 射 机 运行 参 数 及 状 态指

1*

1  2
 R l j

"

? 运行流W W


就可与模块进行通信
, 使开发人员无 示 )。 当 在数据 采集 及状态指示模块


内部电路闭合或断开
, 使发射机内部控 需再进行繁杂的硬件底层操作 ;

V B 还 程序 中检测到有异态情况 出现
,

则 中


制继电器的线圈通 电或断电 , 从而实现 提供了 定时器 T i
m e r 控件 , 可通过该 断 定 时器 操 作 ( 即 将 E n a b l

e d 属 性


遥控操作发射机开关机及倒机的功能 。 控件的 I n t e r v a l 属性设置定 时器 的间 设 为 F a l s e
)

,
转 向执行相 应 动 作 控


我们经过认真考虑 , 智 能模块选择 隔时间 , 当 该控件 E n a b l e d 属性 设为 制 程 序 模块 ,
即 : C H 2 动 作 控制 模


了泓格科技 生产的 1
- 7 0 0 0 系 列分布式 T r u e 时

,
则每隔

一

段时间
,
定时器内 块 、 C H 1 4 动 作控制 模块 、 同轴 开关


智能 I / O 模块 ,
1
- 7 0 0 0 系 列模块的 功 的程序代码就会被执行

一

次 。 在我们设 动作控制模块等 。 执行动作后 , 将重


能
,

如表 1 所示 。 其中 ,
1
- 7 5 2 0 模块用 计的 V B 程序中 , 发射机运行数据采集 新 启动 定 时器 程 序 ( 即将 定 时 控件


来进行信号标准电位的转换
,

使计算 机 部分及工作状态指示部分的代码均放在	E n a b l e d 属性 重设为 T r u e )
, 再次进


端 的 R S -

2 3 2 信 号转换为 标准 R S _ 4 8 5 定时器程序线程中进行循环査询 。	入数据采集及状态检测循环查 询进程 。


信号
,
该模块还具备工业现场 3 0 0 0 V 的 程序串 口通信部分功能代码如下 : 实际测试中 , 在充分考虑稳定性的前


噪声 隔离 能力
,
能有效保护监 控设备 ; 设置 串 行 通信 参数 : M S C o m m . 提下 , 程序读取数据 3 s 内 可以完成一


1
- 7 0 1 7 为 模拟输入模块 , 可以 同 时对 S e t t i n g s =  

“

9 6 0 0
,

n
,
8

,
l

”

。	次循环 ; 动作控制
,

比如倒机操作 ( 包


八路模拟量进行采集 ;
1
- 7 0 4 1 为 1 3 路 定义通信串 口 

:
 M S C o m m .C o m - 	括开机 / 关机 , 倒同轴开关 ) 在 5 s 内


数 字 输 入 模块
;

1
- 7 0 4 2 为 1 2 路 数 字 m P o r t = l  ( 表 示 使 用 C O M 1  口 通 信 ,

可以完成 。 程序运行流程图如 图 2 所示 。


输出模块 。 根据我台的设计需要 , 每部 可 自 主设定 ) 。


1 0 k W 发射机使用 2 块 1

-

7 0 1 7 模块 、 1 打 开 通 信 端 口 : M S C o m m .	4 结束语


块 1
- 7 0 4 1 模块和 1 块 1

- 7 0 4 2 模块 ; 每 P o r t O p e n = T u r e ?	本监控系统采 用 了基于 R S
-

4 8 5


部 3 0 k W 发射机使用 4 块 1

-

7 0 1 7 模块 、 向 R S -

4 8 5 网 络发 送模块命 令 : 网络运行的 1
- 7 0 0 0 系列智能模块进行


1 块 1
- 7 0 4 1 模 块 和 1 块 1

-

7 0 4 2 模 块 。 M S C o m m . O u t p u t
=  

“

前导 字 符 + 模 统
一 的采样和控制

,
结构简单

,
工作


此外 , 在同轴开关的 操作上
, 独立使用 块地址 + 命令字符

”

。	可靠 ,
网 络的维护及扩 展都十分方便 ,


了
一

块 I
- 7 0 6 0 D 模块 , 该模块同时具备 接收 R S - 4 8 5 网络模 块返 回值 : 本系统的建成 , 使我台的机房 监控 自


四路数字输入及四路数字 输出端 ◆
,

主 返回值 = M S C o m m . I n p u t 。	动化水平跃上了
一

个新 台阶 。 E D


要用 来操 作两个频道发射机的同轴倒换 1
- 7 0 0 0 系列返回值有固定的格式

,


( 数字输出 ) 及天线到位指示 ( 数字输入 ) 。 即 前导 字 符 + 模 块地址 + 数据 字符 。 参考文献
:


3 . 2 软件设 i t 程序对返回值进行拆解分析后 ,
获得	[

1
】
1
-

7 0 0 0 系列使用手册 . 泓格科技 .


工 控计算 机上 安装 了微 软 W
i
n -  所需数据显示在用户界面上 。	 [

2
】 范逸之 . V i s u a l  B a s i c 与 分布式监


d o w s  X P 操 作 系 统 ,
1

-

7 0 0 0 系 列	程序 中使 用 了 两个 定 时 器控件
,

控系 统
——

R S
-

2 3 2 / R S - 4 8 5 串 行通


模 块 支持 多种 开 发语 言
,

作为 开 发 每个定时器进程实现对一

个电视频道 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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