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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提高高速条件下数据传输的稳定性和可靠性&文章提出了运用
AD.

与
1.[-

相配合的方式&控制
9-V

总线实现数据传

输$系统采用
DW-$###

作为
9-V

总线控制器$采用
.9-*"9"%#

作为
9-V

总线收发器$采用特有并行处理方式的
1.[-

实现对
9-V

总

线控制器读写(使能等信号的控制$采用数据处理单元
AD.

与
9-V

总线控制器直接进行数据传输&省去了数据在
AD.

与
1.[-

之间传

输的时间$采用两片
+';b9'"'%

完成
&Y&b@@;

标准信号与
%b9̂ 0D

电平信号之间的转换$实验结果表明&系统数据传输过程稳定

可靠&可以基本满足高速信号的处理与传输要求%

关键词!

9-V

总线通信$数字信号处理$现场可编程门阵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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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9-V

协议迄今已有
$%

年&被公认为几种最有前途的现场

总线之一&其应用范围目前已不再局限于汽车行业&而扩展到

了机械工业(纺织机械(农用机械(机器人(传感器等领

域*

$"

+

%

9-V

总线为多主方式工作&网络上任一节点均可在任

意时刻主动地向网络上其他节点发送信息&而不分主从*

&

+

%

9-V

总线采用非破坏总线仲裁技术&当多个节点同时向总线

发送信息出现冲突时&优先级较低的节点会主动地退出发送&

而最高优先级的节点可不受影响地继续传输数据&从而大大节

省了总线冲突冲裁时间*

'

+

%

9-V

总线的直接通信距离最远可

达
$#UK

&通信速率最高可达
$0T

N

C

&其节点数主要取决于

总线驱动电路&目前可达
$$#

个&其通信介质可为双绞线(同

轴电缆或光纤&选择灵活*

%

+

%

早期&通常使用单片机来控制
9-V

总线进行通信&随着

1.[-

(

AD.

等控制芯片的迅速发展&以及人们对数据传输速

度和稳定性的进一步要求&采用
1.[-

和
AD.

相配合的方式&

控制
9-V

总线进行数据传输&成为了下一个主流方向%

因此&本文提出了使用
1.[-

实现对
9-V

总线控制器读

写(使能等信号的控制$采用数据处理单元
AD.

与
9-V

总线

控制器直接进行数据传输的
9-V

总线控制方式%

C

!

系统硬件设计

本系统采用
DW-$###

作为
9-V

总线控制器$采用
*"E"%#

作为
9-V

总线收发器$采用特有并行处理方式的
1.[-

实现

对
9-V

总线控制器读写(使能等信号的控制$采用数据处理

单元
AD.

与
9-V

总线控制器直接进行数据传输$采用两片

+';b9'"'%

完成
&Y&b@@;

标准信号与
%b9̂ 0D

电平信号

之间的转换%

系统整体原理图如图
$

所示%

图
$

!

系统原理图

CEC

!

!5M

总线控制器
<̀5CBBB

模块硬件设计

DW-$###

是一种独立的
9-V

总线控制器%它是
./I;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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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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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公司早期
9-V

总线控制器
.9-*"9"##

的替代产品&它在原

产品的基础上增加了一种新的工作模式
.:G79-V

&并且支持

9-V"Y#6

协议*

)

+

%在本系统中&采用
$)04S

外接晶振为其提

供系统时钟$并将其数据地址复用总线引脚
A#2A+

与
AD.

相

连$地址锁存信号
-;,

(芯片使能信号
9D

(读有效
\A

以及

写有效
a\

与
1.[-

的
I

.

^

口相连$

0 Â,

引脚接至高电平&

使其工作于
I8L:G

时序$发送输出端
@Z#

与接收输入端
\Z#

分

别与
9-V

总线收发器
.9-*"9"%#

的
@ZA

与
\ZA

引脚相

连*

+

+

$其
\Z$

引脚需要接至一个固定的电平&这里将其与

9-V

总线收发器
.9-*"9"%#

的参考电平输出引脚
bJ:B

相连%

9-V

总线控制器
DW-$###

模块原理图如图
"

所示%

图
"

!

9-V

总线控制器
DW-$###

模块原理图

CED

!

!5M

总线收发器
3!5̂D!D2B

模块硬件设计

.9-*"9"%#

为
9-V

总线控制器和物理总线之间的接口&

是一种较为常用的
9-V

总线收发器%它可以在向总线提供差

动发送能力的同时&向
9-V

总线控制器提供相应的差动接收

能力%其中
\D

引脚用于选择
"

种不同的工作模式'高速工作

模式和斜率控制模式%由于系统的总线较短(波特率较低&因

此&该引脚通过外接
'+_

的电阻&使芯片工作于斜率控制模

式*

*

+

%在
9-V/

和
9-V;

引脚之间连接一个
$"#

#

的总线阻

抗匹配电阻&并通过双绞线引出*

(

+

%

9-V

总线收发器
.9-*"9"%#

模块原理图如图
&

所示%

图
&

!

9-V

总线收发器模块原理图

CE1

!

电平转换
XFRQ!FDF2

模块硬件设计

由于
1.[-

的
I

.

^

口的输入输出电平为
&Y&b@@;

标准

信号&

DW-$###

引脚的输入输出电平为
%b9̂ 0D

电平信号&

两者不能直接相连进行数据传输&需要通过两片电平转换芯片

+';b9'"'%

&实现
&Y&b@@;

标准信号与
%b9̂ 0D

电平信

号之间的转换%由于
DW-$###

的数据地址复用总线
A#2A+

&既

需要从
1.[-

接收数据&也需要向
1.[-

发送数据&因此&

这里将
A#2A+

接在一片
+';b9'"'%

上&其他控制信号接至一

片
+';b9'"'%

上&便于进行电平转换方向控制%由于其他控

制信号引脚只需要从
1.[-

接收指令&因此这里将第二篇

+';b9'"'%

的方向引脚接至低电平&使其一直处于由
&Y&b

@@;

标准信号向
%b9̂ 0D

电平信号转换即可%

电平转换
+';b9'"'%

模块原理图如图
'

!

%

所示%

图
'

!

电平转换
+';b9'"'%

模块原理图

图
%

!

电平转换
+';b9'"'%

模块原理图

D

!

系统软件设计

DEC

!

G<3

模块程序设计

本系统中选用
@I

公司推出的高性能数字信号处理芯片

@0D&"#9)+̀

系列&工作频率最高可达到
$[/S

&具有较强的

数据处理能力&能够基本满足高速数据传输的要求*

$#

+

%由于

AD.

的地址线与数据线是分开的&无法与
DW-$###

的地址.数

据复用总线
A#2A+

直接相连&这里将
AD.

的地址线
-#

作为

地址.数据选择线&当
-#d#

时&

AD.

数据线上的数据作为地

址写入
DW-$###

$当
-#d$

时&

AD.

数据线上的数据作为数

据写入
DW-$###

*

$$

+

%

AD.

模块主要完成对
9-V

控制器
DW-$###

的初始化过程

以及发送过程的控制%

由于
DW-$###

内部许多寄存器只有在复位模式下才能进

行读写&所以&在对
DW-$###

进行初始化之前&必须确保其

进入复位模式%在其进入复位模式后&分别对其内部模式寄存

器
0 Â

(总线时序
#

寄存器
6@\#

(总线时序
$

寄存器

6@\$

(时钟分频寄存器
9A\

(输出控制寄存器
9̂\

(中断使

能寄存器
I,\

(命令寄存器
90\

(验收代码寄存器
-9\8

(

验收屏蔽寄存器
-0\8

进行配置*

+

+

%在配置结束后&再使

DW-$###

回到正常操作模式&等待发送或接收数据%

DW-$###

发送过程中&首先需要读取状态寄存器
D\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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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D

和
@6D

位的值&确保
DW-$###

最近一次发送已成功且发

送缓冲器处于释放状态$然后向发送缓冲器
@Z6

写入
@Z

标

识码(

@Z

结构信息以及待发送的数据$最后&向命令寄存器

90\

的
@\

位写入
$

&置位发送请求&完成发送操作*

$"

+

%

AD.

模块主要程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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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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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I5

模块程序设计

本系统选用
-GL:J?

公司提供的
9

H

EG<8:II

系列的低功耗处

理器
,.$9)>"'#9*

型芯片&提供
$*%

个
I

.

^

接口&具有处理

速度快(灵活(精确和可靠性高等优点%

1.[-

模块主要完成

对
9-V

总线控制器
DW-$###

地址锁存信号
-;,

(芯片使能信

号
9D

(读有效
\A

和写有效
a\

的时序控制%

9-V

总线控制器读写控制时序如图
)

!

+

所示%

图
)

!

DW-$###

写时序

图
+

!

DW-$###

读时序

1.[-

在对
DW-$###

进行时序控制的同时&还需要对电

平转换芯片
+';b9'"'%

中的电平转换方向信号
LJ$

进行控制%

当
AD.

向
DW-$###

写入数据时&

LJ$

为
#

&将
&Y&b@@;

标准

信号转换为
%b9̂ 0D

电平信号&当
AD.

从
DW-$###

中读出

数据时&

LJ$

置
$

&将
%b9̂ 0D

电平信号转换为
&Y&b@@;

标准信号%

根据
DW-$###

读写控制时序以及对
+';b9'"'%

中
LJ$

信

号的控制&得到
1.[-

模块主要程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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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验与仿真

使用
0<F:GC7K?GL:J?

软件对
1.[-

模块程序做了仿真&

程序仿真图如图
*

所示%仿真过程中&通过编写
@:CL6:LE4

模

拟
AD.

输入信号%通过仿真图可以看出&

1.[-

输出的
9-V

总线控制信号变化情况与预想的时序相一致&可以实现对

9-V

总线控制器的时序控制%

使用单片机
9*#%$

作为
9-V

总线通信接收节点&并驱动

'

位
*

段数码管对接收到的数据进行显示&实验过程中&通过

AD.

发送数据
#̀$$

&单片机通过相应程序将其转换为十进制

##$+

&并显示在数码管上&通过实验可以看出&该系统可以基

本实现
AD.

与
1.[-

相配合控制
9-V

总线控制器与单片机实

现
9-V

总线通信%

图
*

!

1.[-

模块程序仿真图

F

!

结论

由于
9-V

总线采用了许多新技术以及独特的设计&使其

与一般的通信总线相比&具有突出的可靠性&实时性以及灵活

性%文中提出的采用
1.[-

与
AD.

相互配合控制
9-V

总线通

信的方式&克服了传统控制方式中单片机的固有缺陷&并解决

了仅使用
1.[-

进行控制时&无法完成大量及高速数据处理

的问题%通过实验及仿真结果可以看出&本文所提出的控制方

案切实可行&为用于高速数据处理的
9-V

总线通信提供了一

种新型控制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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