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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建立综合控制台对温度试验箱进行集中控制&需要对各独立的温控试验箱的运行文件进行分析和整合&形成可被温控试

验箱执行的
#

W0]Z

程序文件%方法是首先通过原系统操作界面程序&设定温箱工作温度和时间&产生一个温箱控制器执行的
#

W0]Z

文

件%然后&用
,F

M

3:ON3Q

R

9HF

工具&对此 !二进制"文件进行测试分析&得出文件的开始标志&温度阶梯步数&温度值单元&温度点切

换时间单元&切换点行标志和文件结束标志等
.

个部分的位置关系&从而获得温箱控制器运行文件
#

W0]Z

的内部结构%根据文件内部

数据结构关系&可以建立符合原
#

W0]Z

文件格式且可通用的可执行程序文件%在某型综合控制台的设计中采用该方法建立的
#

W0]Z

文

件对各试验箱进行独立运行实验&实现了对温箱的综合控制%

关键词!数据格式$程序$二进制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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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我国航天'国防军工等单位&大量使用着国外进口的温

度试验箱&这些试验箱都是由计算机独立控制&可以完成产品

设定的各种高低温和湿度等特定试验&达到检测和鉴定效

果)

$

*

%如果试验箱比较多&频繁的进行各种试验&试验箱的参

数设定'记录就需要大量人员工作%

假如建立一个综合温度控制系统&及时对各独立的温度试

验箱数据进行监控'保存和处理&这将极大方便和减轻工作人

员的劳动强度%目前&在我国&对国外试验箱进行集中控制管

理还未进行相关研究&因此&开展这方面的研究意义深远%

建立综合控制系统的关键步骤是如何获取试验箱的内部运

行文件&即试验箱的运行控制程序&但产品并未提供确定试验

箱控制程序的相关接口资料%通过试验操作&发现每次设定温

度控制程序时&均需要给程序文件设置一个名称&比如

+

//

,&后缀名是
#

W0]Z

%而产生的
//W0]Z

文件就是试验

箱温度控制文件&试验箱的控制完全按这个文件进行%

在综合控制台建立
0]Z

程序文件&取代试验箱上的操作&

是实现综合控制的核心%由于各试验箱都是由国外进口的&

0]Z

文件是系统内部不对外开放的二进制可执行文件)

"

*

%所

以&确定
0]Z

文件格式和相关参数&只能根据试验箱的操作

流程进行&从而判别试验箱在进行温度试验时是根据该程序文

件进行温度控制的%因此&如果对多个试验箱进行综合控制&

就必须对
0]Z

文件进行测试分析%

,F

M

3:ON3Q

R

9HF&

)

&

*工具软件 &可以支持普通文本'代

码'十六进制文件等进行比较分析%对于开发者&可以用它来

对比两份代码的变化&确定参数值的位置%由于
#

W0]Z

文件

是一个二进制的可执行文件&可采用
,F

M

3:ON3Q

R

9HF&

工具

对
0]Z

文件进行打开&选择十六进制比较方式&分析测试
#

W0]Z

文本%

@

!

从独立试验箱产生一个
#

B/DW

文件&查看

/DW

文件格式

!!

为了分析测试
W0]Z

文件&先设定几个温度点值&通过温

箱控制器生成温度控制程序%比如给定温度点值
&#n

&

'#n

和
#n

&各温度点的保温时间都设置为
"

&

&

和
$

分钟%温箱

温度从室温开始上升到
&#n

&温度保温
"

分钟&然后&又使

温度上升到
'#n

&保持
&

分钟时间&最后降温到
#n

&保持

$

分钟%通过这样一个温箱升温的简单温度控制过程&查看温

度控制文件的格式及温度变化内容&对形成的独立的
#

W0]Z

文件&取名为
//W0]Z

%再建一个
//$W0]Z

文件&温度变化

的值是
'#n

&

&#n

&

$#n

&仍采用上述确定的工作时间%然

后&用
,F

M

3:ON3Q

R

9HF&

工具软件进行打开&如图
$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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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

!

简单的
0]Z

文件

@B@

!

文件头分析

查看两个文件
//W0]Z

和
//$W0]Z

文件的相同处和不

同处%发现两个文件的第一个字节都有十六进制数
#"1

数据&

把它与
)@N

)

码表对比&表示正文开始%标明温控文件
0]Z

的头文件&再生成几个
#

W0]Z

文件&实验发现都在第一个字

节存在十六进制数
#"1

%因此&可以断定
#"1

是
#

W0]Z

文

件的规定格式&并且位置在第一个字节上%

温度控制步骤分析(

文件
#"

单元内容是
#&1

&这个值通过多个生成的
0]Z

文

件对比&发现代表的是温度设置的步骤总数&这里
#&1

代表

温度设定了
&

步&比如开始给定的温度值
&#n

&

'#n

和
#n

&

第一步
&#n

&第二步
'#n

&第三步
#n

结束&共
&

步%因此

这个单元存放温度设置的总步数%

@BA

!

温度值位置分析

//W0]Z

文件中的
#.

和
#*

单元是温度值的整数单元&在

这两个单元中存放着温度值的整数&比如
&#n

&在
#.

和
#*

单元中内容是
4#1

和
%$1

&

#%

和
#'

单元存放着温度值的小

数部分%

//$W0]Z

文件是与
//W0]Z

文件对应的文件&温度点变

化是
'#n

&

&#n

&

$#n

%温度的变化正好与
//W0]Z

相反

!

//W0]Z

(

&#n

&

'#n

&

#n

"&目的是分析出同样的温度

值因顺序不同会有什么变化位置%通过实验可知&

'#n

的代

表值是
%"1

和
%-1

&

&#n

的代表值是
4#1

和
%$1

&而且在表

中存放顺序是低位在前&高位在后%温度点的位置分别以

#.1

和
&-1

两个单元为起点&两个温度点的位置差是
&-1U

#.1c&"1

&即
'#

位%查看第
&

个温度值在表中的位置是

.)1

&第
&

个温度点与第
"

个温度点的位置差计算结果是

.)1U&-1c&"1

&也是
'#

位%为了证明温度点的位置差是

'#

&测试其它几个
#

W0]Z

文件&实验结果一致%

@BC

!

温度值整数和小数位置分析

温度值的整数部分存放在高位&小数部分存放在低位%起

始点以整数位置为准&整数位置的低
"

个字节是小数部分的存

储单元%小数部分的值是相邻两个温度值之间的数据&一般热

电偶测温数据表给出的是每一度的温度对应表&小于
$

度的值

是通过计算获取的&计算获得值转换为十六进制小数&依此存

放到指定单元中%

@BJ

!

温度点切换行标志分析

在
//W0]Z

和
//$W0]Z

文件中&可以看到有
#$####

###"

&

#$#######&

&

#$#######%

等字符串&它们分别表

示温度点的切换行%

#$#######"

表示第
"

步&

#$######

#&

表示第
&

步&

#$#######%

表示第
%

步&

#$

是标志位&

#"

&

#&

&

#%

&3分别代表第几步%在
//W0]Z

文件中&第
$

步
&#n

&第
"

步
'#n

&第
&

步
#n

%也可以依此字符串来确

定温度值小数部分的存储位置&即在表示步数的字符位置后&

第
%

个字节起存放小数部分&共两个字节%

标志温度点切换行的字符串位置分别是(

"E1

&

.#1

&

("1

%以这
&

个字符串的起始位置计算它们的位置差(

.#1U

"E1c&"1

&

("1U.#1c&"1

&得到字符串起始位置差是
'#

位%即每隔
'#

位便是新的一行切换点%因此&在设计
0]Z

文

件时&可以将
#$#######"

放置在起点在
"E1

单元&之后

'#

位的位置存放
#$#######&

&依次类推&有几步&就设置

几行切换点%

@BM

!

温度点的控制时间和单元分析

在
//W0]Z

和
//$W0]Z

文件中&存放第一个温度点的

时间单元是
""1

&内容是
*-1

&存放第二个时间点单元是

'%1

&内容是
,%1

&存放第三个时间点的单元是
-.1

&内容是

&N1

%时间点单元的位置差计算(

'%1U""1c&"1

&

-.1U

'%1c&"1

&换算为十进制的值等于
'#

%因此&可以确定在

""

单元&存放第一个时间值&然后每隔
'#

位是下一个时间点

单元&直至最后一个时间点位置%在进行温度值设定时&在操

作界面上设定时间分别是
"Q6:

&

&Q6:

和
$Q6:

%在
""1

&

'%1

&

-.1

单元中的内容分别是
*-1

&

,%1

&

&N1

&换算为十

进制数分别是
$"#L

&

$-#L

&

.#L

&化为分钟数正好是
"Q6:

&

&Q6:

&

$Q6:

&完全吻合%

@BR

!

文件结束标志分析

在
//W0]Z

和
//$W0]Z

文件中&都有最后一段字符串(

")"Y"Y")#,)Y4##Y#"###%###)##

&它是
0]Z

文

件的固定格式&标志
0]Z

文件的结束&见图
"

&但字符串中

的第
$$

个字节存放的内容是
#%1

&是温度控制执行步骤总数(

%

%在设计
0]Z

文件时一定要把温度控制总步数写入这个字节

单元中&然后再把处理好的固定格式写人创建的
0]Z

文件中%

图
"

!

0]Z

文件的结尾

通过对
0]Z

文件的测试分析&基本获得了
0]Z

文件的内

部格式&即由正文标志开始&温度阶梯步数&温度点值&温度

点切换行标志&温度切换时间和正文结束标志等共
.

个部分组

成%其中&温度点值'温度点切换行标志和温度切换时间是文

件的核心&会根据温度点的设置&在
0]Z

文件中重复出现多

次&次数由温度点值的阶梯步骤总数确定%

掌握上述几个关键点及存放数据的格式&就可以利用编程

工具&创建和生成一个
0]Z

文件&供独立温箱控制器使用&

实现温箱的综合控制&从而实现对产品的二次开发和创新%

A

!

其它温度值的获取

创建
0]Z

文件&需要设置温度点的值%而每一个温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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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有可能会被用到&这就要求知道每一个温度点的转换值%要

确定这些温度点值&可通过独立试验箱控制器操作界面&设置

连续的温度点&形成一个
0]Z

文件%在这个
0]Z

文件中&根

据温度点位置&查出每一个温度转换值的数据&逐个把它们从

0]Z

文件中取出&从而建立查表文件&以此在综合控制创建

0]Z

文件时进行查表使用%

实验方法是&先设定连续的温度值&范围在(

$n

&

"n

&

&n

&3&

$##n

&建立起
$n

到
$##n

的温度值
0]Z

文件&

见图
&

%查看
$n

到
$##n

温度转换值在
0]Z

文件中的对应

位置的参数数据&负数也是照此处理&就可得到
U$##

!

$##n

连续温度点值的数据%

图
&

!

$n

到
$##n

的
0]Z

文件

通过这样一个表&可以得出
$n

&

" n

&

& n

&3&

$##

n

在
0]Z

文件中的十六进制数&根据先前确定数据位置&从

第一个温度值位置
#.

单元起&依次间隔
'#

位&连续取
$##

次&每个温度值取
"

个字节&即可建立温度值转换参数表&见

表
$

%

表
$

!

$m

到
$##m

连续温度值对应参数表

温度

值

十六

进制

温度

值

十六

进制

温度

值

十六

进制

温度

值

十六

进制

温度

值

十六

进制

$ &4-#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N1 .& %"*N1 -& %").1

% %#-#1 "% %$N#1 %% %"&#1 .% %"-#1 -% %")-1

' %#)#1 "' %$N-1 %' %"&%1 .' %"-"1 -'%"))1

. %#N#1 ". %$Y#1 %. %"&-1 .. %"-%1 -. %")N1

* %#E#1 "* %$Y-1 %* %"&N1 .* %"-.1 -* %")E1

- %$##1Y "- %$E#1 %- %"%#1 .- %"--1 -- %",#1

( %$$#1 "( %$E-1 %( %"%%1 .( %"*-)1 -( %","1

$# %$"#1 &# %$4#1 '# %"%-1 *# %"-N1 (# %",%1

$$ %$&#1 &$ %$4-1 '$ %"%N1 *$ %"-E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N1

$' %$*#1 &' %"#N1 '' %"'N1 *' %"(.1 (' %",E1

$. %$-#1 &. %"$#1 '. %".#1 *. %"(-1 (. %"N#1

$* %$--1 &* %"$%1 '* %".%1 ** %"()1 (* %"N"1

$- %$(#1 &- %"$-1 '- %".-1 *- %"(N1 (- %"N%1

$( %$(-1 &( %"$N1 '( %".N1 *( %"(E1 (( %"N.1

"# %$)#1 %# %""#1 .# %"*#1 -# %")#1 $##%"N-1

这就不需要知道特定算法&直接设置温度点&以文件操作

方式&自动生成连续的温度点转换值参数的方法%通过这样的

方法&就摆脱了只有依据特定算法和电路计算&才能获取

0]Z

文件温度点值的要求%

负数温度值范围(

U$## n

&

U(( n

&

U(- n

&

U(*

n

&3&

U&n

&

U"n

&

U$n

也可按此方法建立表格%

根据表
$

&就可以设计温度值在
0]Z

中的表示格式%两

度之间的小数部分可以十进制小数表示存放到整数单元的前两

个单元中&比如
$#W& n

&采用十六进制表示&整数查表为

%$"#1

&小数
#W&

转换为十六进制小数&表示为
W%NNN1

%在

0]Z

文件中存放顺序是前两个字节放小数部分&后两个字节

放整数部分&低字节在前&高字节在后&比如(

$#W&n

在文

件中形式为
NNN%"#%"

%

需要说明的是搞仿制&尤其是国外产品&不可能获得产品

制造商的技术资料%本文研究的是温箱控制器的运行控制程

序&温度转换值的计算是跟温度传感器采用的热电偶有

关)

%'

*

&热电偶的温度转换是商家根据外围线路确定的&因此

不可能收集到这方面的资料%

所以借助其产品&生成一系列温度值数据&是仿制产品的

捷径%

C

!

编程文件设计

按照
0]Z

文件的格式&及数据单元位置和内容&可以利

用编程软件实现具有
0]Z

文件格式的运行控制文件%程序流

程图如下(

$

"建立文件&设置为二进制方式$

"

"写入正文开始标志位
#"1

$

&

"接着在
#"

单元写入温度设定的总步数$

%

"在
#.

&

#*

单元写入第一个温度点值$

'

"接着写入换行标志位$

.

"写入温度点值$

*

"每隔
'#

位&写入温度点值到这个单元中%

重复这几个步骤&当温度点设置完成后&在
0]Z

文件中

插入文件结束字符串&完成全部
0]Z

文件的创建%

J

!

结论

温度控制运行文件&尽管它是二进制文件&但也是可以认

识和有规律可循的%通过对运行控制文件的分析&就可以在综

合控制台上设置温箱控制的运行程序&达到综合控制和运行各

温箱的目的%本文对温度控制文件的认识分析过程还处于一般

认识阶段&更深更广的见解&还需科研人员的大量参与&随着

问题的深入研究&更多更好的方法会涌现出来&这对推动产品

的开发和创新&更快学习国外的新技术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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