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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解决当前市场中昂贵的
;.XU_KW

转换模块&提出了一种简单灵活且成本较低的基于
\CBB:H2JB$*

位微控制器

[;&K$"/K$"+

在
;.XU_KW

转换模块中的设计方法&以解决
;.X

总线与
-;

主机的通讯问题$文章详细介绍了软硬件设计思路及流

程&试验中设置
;.X

控制器为环路自检模式&串口波特率设置为
&*##

&数据位设为
+

位&按照主程序设计流程&串口先接收
+

字节的

#T++

以确认串口的正确性&再接收
+

字节的
;.X

数据帧
#T##

!

#T#'

$在测试期间
;.XU_KW

模块累计运行
$#

小时&试验证明该模块

能完全满足
;.X

转
_KW

的通讯需求&工作稳定可靠&简单易操作&实用性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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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X

!

H86AC8JJBC2CB26BA98CO

"总线最初是由
WGK;̂

公

司提出&用于将汽车上多个
I;_

连接成网络&以共享的方式

传递数据信息&实现网络化的控制而设计的&它具有传输速率

快和可靠性高的特点&目前已占据汽车总线份额的
+#̀

以上&

被认为是最有前途的总线之一%

_KW

接口传输速率快&连接

灵活&稳定性好&支持热插拔的特性&是与主机通讯很好的外

设接口%但目前市场上
;.XU_KW

接口价格昂贵&设计复杂&

需要安装高质量的驱动程序才能保证系统稳定运行&安装调试

很不方便+

$

,

%所以本设计中利用
[;&K$"/K$"+

微控制器的
$

路
[K;.X

接口和
$

路
K;0

!

:BC52JH8FF@65H2A58656ABCN2HB

"

接口&将接收到的
;.X

数据帧转化为
K;0

串行帧格式&由

DW&

引出通用接口&通过串口转
_KW

线即可实现
_KW

接口将

;.X

总线数据传送到
-;

主机&主机上通过串口调试助手实

时显示接收到的
;.X

数据帧%该通讯转换模块结构简单&通

用性好%

_KW$Y$

最高通信速率为
$"[3

E

:

+

"

,

&完全能够满足

;.X

通讯传输速率的需求%

D

!

系统结构

系统结构如图
$

所示%

;.XU_KW

转换模块设计思想是

在组建好的
;.X

网络中增加一个
;.X

节点&以此节点来接

收网络中其它节点发送来的数据&再通过串口转
_KW

将接收

的数据发送给
-;

主机%

[K;.X

模块是
[;&K$"/K$"+

微控

制器片上的增强型
;.X

控制器&其性能较之已有的
;.X

控

制器有较大提高&数据传输灵活&可靠性更高%

K;0

模块也是

微控制器片上资源&利用
_KW

转
,,1

线即可实现
;.X

转
_KW

%

图
$

!

系统结构图

E

!

系统硬件设计

EFD

!

)!T9DE09DEd

微控制器

[;&K$"/K$"+

微控制器是
\CBB:H2JB

公司推出的
$*

位增

强型
[;_

&其集成度高&拥有双核控制器&堪比
("

位

[;_

+

(

,

%片上资源丰富&支持
$

路
;.X"!#.

'

W

协议的
;.X

总线接口&

"

路
K;0

接口&

$

路
K-0

接口&

$*

路
$"

位
.

'

D

转

换接口&

+

路
+

位
-4[

接口&

+

路
$*

位定时器&

V-0G

多达

&)

个&

;-_

总线频率最高可达
%#[ M̂

%

EFE

!

!@Y

接口设计

;.X

总线接口电路如图
"

所示%传统的
;.X

总线通信模

块通 常 需 要 独 立 的
;.X

控 制 器& 本 设 计 采 用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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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K$"+

微 控 制 器 片 上 带 有
[K;.X

模 块&支 持

;.X"Y#.

'

W

协 议%

;-_

只 需 将
[K;.X

模 块 作 为 外 部

Z.[

&对其寄存器进行读写操作&即可实现
;.X

数据帧的收

发功能%根据
[;&K$"/K$"+

内部集成
[K;.X

控制器结构&

电路设计中采用通用高速
;.X

收发器
-;.+";")#

&由
DW&

接口引出与通信介质连接%

-;.+";")#

芯片的
,/D

-

Z/D

引

脚直接与微控制器的
-[$

!

,/;.X#

"-

-[#

!

Z/;.X#

"连

接%

"

%

为
;.X

总 线 终 端 电 阻&起 抑 制 信 号 出 现 反 射 的

作用+

%

,

%

图
"

!

;.X

总线接口电路

EFG

!

9!1

接口设计

K;0

串行通信电路如图
(

所示%微控制器带有
"

路
K;0

接

口&设计中使用
K;0#

%硬件电路中
K;0#

通过
[./("("

电平

转换芯片&由
DW&

引出通用串口&通过串口转
_KW

线即可实

现与主机
-;

的数据传输%

[;&K$"/K$"+

的
-K#

!

Z/D#

"-

-K$

!

,/D#

"与
[./("("

的
-56$$

-

-56$"

连接%

[./("("

是
[./"("

的改进型&具有更低的功耗&耗电仅有
#Y(F.

&

最差条件下能够保证
$"#O3

E

:

的数据速率&外接
%

个
#Y$

#

\

无极性电容&其中
<c

-

<U

的电容是蓄能电容&通常直接

接地%

图
(

!

K;0

串行通信电路

G

!

系统软件设计

转换模块的功能是实现上位机
-;

通过
_KW

接口与下位

机
;.X

控制器进行信息交换%因此转换模块软件设计包括微

控制器软件设计和主机软件设计%微控制器软件设计主要包括

;.X

接口软件设计和
K;0

串口软件设计&采用
\CBB:H2JB

公司

的
;87B42CC58C0DI

作为开发环境%主机
-;

软件主要包括

_KWUZK"("

串口驱动程序和串口调试助手软件%

GFD

!

!@Y

接口软件设计

;.X

接口软件设计部分主要包括
(

个子程序(

[K;.X

模块初始化子程序
;.X#

.

065A

!

P857

"-

[K;.X

发送数据子

程序
;.X#

.

KB67

.

D2A2

!

3

Q

AB

0

72A2

"和
[K;.X

接收数据

中断 服 务 子 程 序
56ABCC@

E

A(+P857 ;.X#

.

ZBHB5PB

.

0KZ

!

P857

"&

(+

为
;.X#

的接收中断向量号%

[K;.X

初始化流程如图
%

所示%

[K;.X

初始化必须首

先请求进入初始化模式&等待确认后方可对各寄存器配置%初

始化包括使能
[K;.X

模块&波特率设置&

;.X

标识符滤波

器方式设置&标识符接受和掩码寄存器的设置%设置结束后必

须退出初始化模式等待进入正常模式&并开启允许接收中断%

本设计中均使用
$$

位标准帧&且将
[K;.X

设置为环路自检

模式&发送器的输出会内部反馈到接收器%

Z/;.X#

输入引

脚无效&即将
;.X#;,1$b#W$#$####$

&在实际接收其它设

备的
;.X

数据 帧 时 只 需 将
;.X#;,1$

改 为
#W$######$

即可%

图
%

!

[K;.X

初始化流程图

图
)

!

[K;.X

发送数据流程图

[K;.X

发送数据流程如图
)

所示%要发送数据报文&

;-_

必须先确定有可用的发送缓冲区&这由
;.X,\1V

寄存

器标志&如果发送缓冲区可用&

;-_

则写入
;.X,WKI1

寄存

器&为该缓冲区设置一个指针&然后
;-_

将标识符-控制位

和数据内容保存到一个发送缓冲区%若有多个发送缓冲区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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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发送&

[K;.X

则使用缓冲区的本地优先级来决定优先

顺序+

)

,

%

[K;.X

采用中断的方式接收其它
;.X

节点发送的数据%

中断接收服务程序比较简单&只需读取接收的数据长度&并从

数据段寄存器
;.X#Z/DKZ#

中读取出具体数据帧&最后清除

接收缓冲区满标志%

GFE

!

9!1

接口软件设计

K;0

接口软件设计部分主要包括
)

个程序(

K;0#

初始化子

程序
K;0#

.

065A

!

P857

"-

K;0

发送数据子程序
K;0#

.

KB67XR

W

Q

AB

!

98C76

&

3

Q

ABH>

+,"和
K;0#

.

KB67W

Q

AB

!

3

Q

AB72A2

"&

K;0#

接收子程序
K;0#

.

ZBHPXW

Q

AB

!

98C76

&

3

Q

ABH>

+,"和

K;0#

.

ZBHPW

Q

AB

!

3

Q

AB72A2

"&其中
6

表示待发送'接收的数据

字节数&

H>

+,存放待发送'接收数据的数组首地址%当
K;0#

串口接收
[K;.X

模块发送的
+

字节数据时&

K;0#

先将接收

的数据存入
+

个
+

位
H>

+,数组中&然后再调用单个字节发送

子程序&将数据写入
K;0#DZ1

寄存器&从而在
-;

主机串口

调试助手中就能显示接收到的
[K;.X

模块发送的
+

个
+

位数

据信息%部分发送程序如下(

P857K;0#

.

KB67W

Q

AB

!

3

Q

AB72A2

"

1

9>5JB

!!

K;0#KZ$m#T+#

"7

b#T+#

"$''等待
K;0

是否可以发送

K;0#DZ1b72A2

$''

K;0

发送字节数据

2

P857K;0#

.

KB67XW

Q

AB:

!

98C76

&

3

Q

ABH>

+,"

1

98C75

$

N8C

!

5b#

$

5

&

6

$

5cc

"''发送
6

个数据

K;0#

.

KB67W

Q

AB

!

H>

+

5

,"$

2

GFG

!

主程序设计

在主程序中先初始化一组预定义的原始数据
+

组
#T++

&

将原始数据通过
K;0

接口发送给主机串口调试助手显示出来&

以确定系统
K;0

收发的正确性%

[K;.X

设定为环路自检模

式&假定 预 通 过
;.X

发 送 的 数 据 为
#T##

&

#T#$

&

#T#"

&

#T#(#T#%#T#)#T#*

&

##T#'

&则在环路自检模式下&发送器

的输出内部反馈到接收器&在外部看来就好比
[K;.X

模块

把它自己发送的报文作为从远程节点接收的报文数据&以对

系统功能进行测试&方便他实现了在没有
;.X

设备的情况

下也能检测
;.XU_KW

功能能否实现%接收到反馈过来的数

据后&接收中断服务子程序中将接收标志位置
$

后通过调用

K;0#

.

KB67XW

Q

AB

!

JB6

?

A>

&

H26

.

CBHP

.

72A2

"子 程 序 将

[K;.X

接收到的数据发送给串口调试助手%部分主程序

如下(

K;0#

.

065A

!"$

;.X#

.

065A

!"$

N8C

!

567BTb#

$

567BT

&

+

$

567BTcc

"''初始化一组预定的原始数据

H26

.

CBHP

.

72A2

+

567BT

,

b#T++

$

K;0#

.

KB67XW

Q

AB:

!

+

&

H26

.

CBHP

.

72A2

"$''先
K;0

发送预定的原始数

据&

-;

机串口助手显示以确定系统
K;0

收发的正确性

N8C

!

567BTb#

$

567BT

&

+

$

567BTcc

"''假定一组欲通过
;.X

发送

的数据

H26

.

:B67

.

72A2

+

567BT

,

b567BT

$

N8C

!$$"

1

;.X#

.

KB67

.

D2A2

!

H26

.

:B67

.

72A2

"$''本机
;.X

发送

7BJ2

Q

.

F:

!

$###

"$

5N

!

;.X

.

ZBHB5PB7

.

\J2

?

bb$

"''若
;.X

有接收&则将接收到的数

据通过
K;0

转发

1

K;0#

.

KB67XW

Q

AB:

!

JB6

?

A>

&

H26

.

CBHP

.

72A2

"$

;.X

.

ZBHB5PB7

.

\J2

?

b#

$

2

2

H

!

通信测试

模块测试时&设置串口的波特率为
&*##

&数据桢设置位

+

位&

Î/

显示串口接收到的数据信息%按照主程序的设计

流程&串口先接收预定义的
+

组
#T++

数据&发送给
-;

主机

以确认串口的正确性%后接收
[K;.X

在环路自检模式下发

送的
+

字节数据
#T#$

!

#T#'

%串口调试助手测试显示界面如

图
*

所示%

图
*

!

串口调试助手显示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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