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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国产平台犞犘犡架构的犐犘犕犆控制器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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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针对ＶＰＸ架构体系中由于ＩＰＭＣ未能完全按照规范要求设计而引发的一系列兼容性问题，提出了一种基于国产 ＭＣＵ控制芯

片的通用ＩＰＭＣ控制器的设计与实现；该ＩＰＭＣ控制器应用于国产平台通信单元机箱内功能板卡端，设计满足 ＶＩＴＡ４６．１１标准和ＩＰＭＩ

协议，作为管理系统的核心组件智能平台管理控制器，ＩＰＭＣ设计实现功能板卡与机箱控制器ＣｈＭＣ之间的标准ＩＰＭＩ管理以及各种故障

信息的诊断与处理；该ＩＰＭＣ控制器管理接口设计灵活，可拓展性强，便于后续的移植与维护，经联调测试验证了该设计的灵活性与实

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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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军用环境的复杂多变对军事化设备的维护和管理提出很高

的要求，如何保证军用设备运行的稳定性并进一步降低日常的

管理维护成本已经成为各个相关领域研究的热点之一。广泛应

用于对高可靠性有极大需求的服务器制造行业、电信业、工业

控制以及军事等领域的ＩＰＭＩ管理技术，为提高系统的整体智

能化管理、自适用管理和高可靠性提供一种开放的、低成本的

解决方案。

本设计适用于军用国产平台功能板卡上，满足 ＶＰＸＶＩ

ＴＡ４６．１１标准和ＩＰＭＩ２．０协议，设计目的是实现系统管理员

能够在单一的控制台上实现对不同软、硬件平台的功能板卡模

块进行监视和管理，同时可以对各个功能板卡 （主要包括计算

功能模块、制冷模块、供电模块、交换模块）电源、电流、

ＣＰＵ、制冷单元等各个部件的工作状态进行有效的实时监控。

作为ＩＰＭＩ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合理的ＩＰＭＣ控制器设

计，特别是控制器管理软件如何设计出满足协议标准又能实现

接口灵活，现场维护能及时有效地避免各种事件给系统造成宕

机带来的损失，从而提高系统的可维护性和稳定性是实现上述

系统管理的关键［１］。

１　机箱管理系统架构

ＶＰＸ机箱管理系统分为三个子系统：系统管理子系统、

机箱管理子系统和板卡管理子系统［２］。其中，系统管理子系统

运行于机箱外，通过ＳＮＭＰ协议接口对机箱进行系统级别管

理；机箱管理子系统运行于机箱内的主控板卡上，对上通过

ＳＮＭＰ协议处理系统管理软件对机箱的配置请求，ＣｈＭＣ （板

级管理控制器）通过ＩＰＭＢ总线收发ＩＰＭＩ消息实现对机箱内

ＦＲＵ模块的管理配置；板卡管理子系统运行于各个功能板以

及电源模块、制冷模块的ＩＰＭＣ控制器上，其控制器ＩＰＭＣ通

过ＩＰＭＢ总线收发ＩＰＭＩ消息，处理对本地板卡的配置管理请

求以及将各类事件进行上报［３］。

ＶＰＸ机箱管理系统整体架构
［４］如图１所示。

２　犐犘犕犆控制器设计与实现

２１　板卡管理子系统功能

作为机箱管理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板卡管理子系统承担

机箱内多个不同类型功能模块的ＩＰＭＩ管理控制任务
［５］。为机

箱管理提供访问本地ＦＲＵ的管理接口。板卡管理子系统主要

实现下列管理功能：

１）实现功能板卡的插入检测、通断电、自检、冷热启动

等相关控制；

２）响应主控板卡通过ＩＰＭＢ总线发送的命令及错误处理；

３）实现温度、电压传感器的实时监测；

４）实现机箱管理访问控制ＦＲＵ和ＳＤＲ信息；

５）向机箱管理软件上报各类信息，包括负载电源自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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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ＶＰＸ机箱管理系统架构图

现场可替换单元状态切换、各类传感器告警事件的实时上报。

机箱管理子系统通过ＩＰＭＢ总线向功能板卡发送ＩＰＭＩ管

理命令，ＩＰＭＣ控制器内的命令解析模块实现收发消息包的解

析组包功能。命令处理模块根据ＩＰＭＩ协议标准将解析后的数

据进行处理，包括ＳＤＲ和ＦＲＵ相关信息的存储读取；命令处

理模块在处理命令时调用底层硬件访问接口实现上层主控板卡

需求数据的采集计算。此外，ＩＰＭＣ控制器内集成了 ＣＯＮ

ＳＯＬＥ命令解释器，通过串口实现命令行管理。板卡ＩＰＭＣ控

制器管理的各模块组成见图２。

图２　管理功能模块示意图

板卡管理软件自上而下分为三层，分别是：业务层、中间

件和外设层。业务层实现主要板卡管理功能；中间件提供通

信、控制和硬件读写接口；外设层为底层硬件驱动。各层详细

情况见图３。

图３　管理功能层次划分

２２　板卡状态管理

按ＶＩＴＡ４６．１１标准规定
［６］，将ＶＰＸ机箱内板卡的工作状

态分为：Ｍ０、Ｍ１、Ｍ４、Ｍ６和 Ｍ７。工作状态定义及描述见

表１。

表１　板卡工作状态定义

状态 状态描述 ＰＬ电源 ＩＰＭＣ电源

Ｍ０ 板卡不存在 未知 未知

Ｍ１ ＩＰＭＣ在线 板卡未使能 禁止 使能

Ｍ４ ＩＰＭＣ在线 板卡使能 使能 使能

Ｍ６ ＩＰＭＣ在线 板卡断电 禁止 未知

Ｍ７ ＩＰＭＣ通信丢失 未知 未知

２．２．１　工作状态转换

按照ＶＩＴＡ４６．１１标准，将功能板卡总体管理流程分为四

个主要阶段，各个阶段模块的工作状态之间的转换关系见

图４。

１）ＩＰＭＣ上电初始化阶段：工作状态 Ｍ０－＞Ｍ１；

２）功能板卡负载电源加载阶段：工作状态 Ｍ１－＞Ｍ４；

３）功能板卡负载电源掉电阶段：工作状态：Ｍ４－＞Ｍ６

－＞Ｍ１；

４）功能板卡信息丢失阶段，对应工作状态 Ｍ７。

图４　工作状态转换过程示意图

２．２．２　上电初始化阶段管理流程

板卡管理的关键过程在于控制其上电、断电系列流程，当

板卡插入到插槽中，备用电源驱动ＩＰＭＣ工作，首先进行硬件

地址的自检，此时板卡工作状态为 Ｍ１，ＩＰＭＣ与ＣｈＭＣ之间

进行一系列的消息握手，包括设备ＩＤ的获取、设备出厂信息

的获取、ＩＰＭＢ总线冗余设置、事件接收地址设置、ＶＳＯ版本

获取等信息。上电初始化阶段ＩＰＭＣ与主控板卡ＣｈＭＣ之间

的信息交互见图５。

２．２．３　上电阶段管理流程

上电初始化阶段命令响应完毕后，功能板卡进入加载负载

电阶段。板卡在这一阶段需要完成负载电源自检并将自检结果

以事件信息的方式上报给主控板卡；此外，ＩＰＭＣ将工作状态

转换事件上报给主控板卡，收到主控板卡的相应信息后，加载

负载电，功能板卡进入到正常运行状态 Ｍ４；在 Ｍ４阶段，

ＩＰＭＣ周期性对本板各个传感器进行轮询，同时读取 ＥＥＰ

ＲＯＭ中存入的ＳＤＲ信息进行解析，将轮询到的传感器实时数

值与对应的ＳＤＲ阈值进行比较判断，如果数值超限，ＩＰＭＣ

以告警事件信息方式上报给主控板卡。上电阶段的信息交互图

见图６。

２．２．４　负载电卸载阶段管理流程

正常运行于 Ｍ４状态的功能板卡接收到主控板卡卸载负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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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上电初始化阶段信息交互

图６　加载负载电阶段信息交互

电源命令，关闭负载电源并响应回复主控板卡；负载电关闭

后，ＩＰＭＣ将板卡工作状态转换信息 （Ｍ４－Ｍ６）以事件上报

给主控板卡；ＩＰＭＣ在 Ｍ６状态接收主控板卡周期性发送的轮

询设备ＩＤ命令并响应上报板卡是否在线信息。负载电卸载过

程见图７。

图７　卸载负载电阶段信息交互

２３　平台事件处理

２．３．１　平台事件信息分类

事件信息是指在管理软件系统探测到重要或者危急系统管

理事件时由管理控制器发送的一组专用消息。事件具体到计算

机系统中包括超越温度阈值、超过电压／电流阈值、电源报错

等。ＶＰＸ机箱的事件信息包括内部事件和外部事件，外部事

件主要由ＢＩＯＳ事件、ＳＭＳ系统管理软件事件、ＩＰＭＢ事件和

总线事件组成［７８］。不同的事件信息通过不同接口上报给主控

板卡事件接收器。机箱管理系统的事件分类及产生来源请求路

径示意图见图８。

图８　事件产生请求示意图

板卡上报事件属于ＩＰＭＢ事件，即ＩＰＭＣ通过ＩＰＭＢ总线

向主控板卡上报的一系列消息。根据板卡的具体业务和控制流

程，此类消息共分为三类：负载电源自检结果事件、板卡工作

状态转换事件、各类板卡传感器告警事件。

２．３．２　ＩＰＭＢ事件消息格式

ＩＰＭＣ在进行事件请求前需要先响应主控板卡的事件接收

地址设置命令，按照ＩＰＭＩ２．０的协议标准
［９］，事件接收方的

地址即ＩＰＭＢ总线的从地址，标准设置为２０ｈ。事件信息格式

遵循ＩＰＭＩ协议中ＩＰＭＢ事件格式，事件信息封装ＩＰＭＩ和

ＩＰＭＢ两层协议包头，其中ＩＰＭＩ协议包头与上报数据部分共

同进行校验。事件信息由ＩＰＭＣ 主动上报给主控板卡的

ＣｈＭＣ，事件信息使用０２ｈ作为统一的命令码，详细的信息格

式如图９所示。

图９　事件消息协议格式

２．３．３　事件处理策略

ＶＰＸ机箱系统中会存在各种复杂的情况，如果当各种事

件同时发生的时候，事件处理核心如何去设定一个执行策略是

事件告警处理设计中的核心问题。策略设计的是否高效率，处

理结果是否合理会直接影响到系统整体的工作效率。针对系统

内的三类事件，事件上报采取不同的策略。

传感器告警事件上报分两种情况，当板卡模块运行在 Ｍ４

状态时，ＩＰＭＣ会周期性地对其所在模块的各个传感器状态进

行轮询，并将轮询到的数值与其阈值进行比较，如果产生告警

事件，将事件上报给主控板卡；当主控板卡下发获取传感器实

时数值命令时，ＩＰＭＣ将采集到的传感器数值阈值比对后，将

数值和状态信息以响应命令的形式进行回复；同时判断状态位

的值，若不是正常值，则调用事件信息发送，将请求告警信息

发给事件接收方。

工作状态类型转换是第二类需要请求上报的事件，此处的

工作状态指上述 Ｍ０－Ｍ７的状态转换。此类事件主要产生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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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控制板卡上、下电过程中。当功能板卡完成每一个工作状

态切换时，需要将事件转换情况和原因进行上报。

第三类需要及时进行上报的事件是负载电源的自检结果事

件。为提高板卡及系统的稳定性，硬件平台为ＩＰＭＣ提供了一

系列负载电源状态自检的方法，能够确保负载电源运行结果完

全受控。ＩＰＭＣ对负载电源进行周期性检测，并将自检结果以

事件信息形式进行上报。

事件处理设置重传机制，针对不同类型事件的紧急程度设

置重传次数和重传周期。建立重传队列，将需要重传的信息放

入重传队列。针对传感器数据需要倒摄比对的情况，事件告警

系统为传感器告警信息预留单条记录。由于信息刷新频率较

高，为避免主控板卡过于密集地受到相同类型的告警事件。传

感器事件告警设置滞回值，以百分比的形式存入板卡的ＳＤＲ

信息中。并设置正向参数和负向参数，告警策略设计将本次读

取数值与上次数值进行比对，并结合参数和滞回值进行判断是

否触发事件上报［１０］。

阈值滞回策略见图１０，当读取数据超上线时，如果参数

是正向的，则进行超上线持续告警；如果参数是负向的，则结

合滞回值进行判断，当数据低于滞回值则取消上报。当读取数

值超下限时，当参数为负向时，则触发负向持续告警；若参数

为负向时，则结合滞回值来判断，高于滞回值范围，不再进行

事件告警。

图１０　阈值滞回策略示意

２４　参数设计及阈值判断策略

２．４．１　传感器参数设计

ＩＰＭＣ管理内容中的核心部分是各类板级传感器 数据的

实时采集和超限告警事件上报。根据ＩＰＭＩ标准协议的规定，

ＩＰＭＣ需要将底层各个接口读取的原始数据 （Ｒａｗｖａｌｕｅ）上报

给主控板卡，主控板卡读取ＳＤＲ信息中的参数表结合原始寄

存器数值进行计算得到最终值。这样做的原因是由于标准的

ＩＰＭＩ协议中命令或者事件上报的值均为一个字节长度，无法

满足浮点型数据上报的实际需求，系统通过参数设计解决上述

问题以适应实际数据的精度要求。

经过对ＩＰＭＩ标准及 ＶＩＴＡ４６．１１规范的解析，得出读取

值与实际值得转换数学公式：

狔＝犔［（犕狓＋（犅１０
犽１））１０犽２］狌犻狀狋狊

　　其中：狓为原始数据值，犔 ［］为线性类型函数，犕 和犅

为有符号整型系数，犽１和犽２为有符号整型指数。这四个参数

对于不同类型传感器设定不同，设计中进行一一计算比对，得

到相对准确的参数填入ＳＤＲ数据中，ＳＤＲ数据根据不同的

ｓｅｎｓｏｒ＿ｎｕｍｂｅｒ进行分类逐条存储，当主控板卡读取到原始

数据后结合上述参数机型计算取值。

２．４．２　阈值判断策略

ＩＰＭＩ标准中事件触发类型，事件可分为事件产生、事件

消除、正常状态三类。根据所监控的传感器特点，将其引发事

件主动上报的阈值设置为上限下限各三条，分别为：ＵＮＲ、

ＵＣ、ＵＮＣ和ＬＮＣ、ＬＣ、ＬＮＲ。即不可恢复超上限、一般超

上限、轻微超上限，与其对应的是不可恢复超下限、一般超下

限、轻微超下限。并在正常数值两侧加入２．３节中的滞回值

设计。

阈值判断策略具体流程是：首先建立全局变量表，将各个

ＳＤＲ信息填入表中，表中的ｖａｌ值作为上次数值，条用底层接

口函数读取的数值作为此次值，根据此次数值所在的区间 （６

条阈值界定界限划分）并结合与上次的数值比对，确定传感器

状态和变化方向。当状态与上次不同并且没有回到滞回值范围

内，则触发事件发生标志位；如果此次数值回到滞回值区间

内，则触发事件消除标志位；此次与上次状态一致时不予上报

事件。

此阈值判断策略经过实际应用验证，将数值设置在不同区

间和状态下，能够覆盖到全部可能值的判断，精确地上报超限

事件。

２５　犉犚犝与犛犇犚设计

ＦＲＵ与ＳＤＲ数据存储和解析设计作为ＩＰＭＩ管理的重要

组成部分。ＶＰＸ架构整机中全部的ＦＲＵ信息，概括起来可分

为两大类：机箱ＦＲＵ信息和板卡ＦＲＵ信息。具体到板卡模

块中，板卡ＦＲＵ信息被固定存储在各个板卡的ＥＥＰＲＯＭ 中，

按照板卡模块分类，ＦＲＵ信息分为三类：功能板卡ＦＲＵ 信

息、ＣＵ （制冷单元）ＦＲＵ信息和ＰＭ（电源模块）ＦＲＵ信息。

各个模块的ＦＲＵ通用信息包括：ＦＲＵ模块产品信息、地

址信息、设备ＩＤ、热交换信息、最大电流值等信息。上述

ＦＲＵ信息被各自存储在各自模块的ＥＥＰＲＯＭ中。

２．５．１　ＦＲＵ数据设计

ＦＲＵ数据区域划分为三部分：ＣｈａｓｓｉｓＡｒｅａ、ＢｏａｒｄＡｒｅａ、

ＰｒｏｄｕｃｔＡｒｅａ。ＣｈａｓｓｉｓＡｒｅａ区域存储机箱相关的信息数据，

包括机箱类型、机箱生产相关信息等；ＢｏａｒｄＡｒｅａ区域存储板

卡模块的信息数据，包括设备ＩＤ号码、板卡生产日期、板卡

序列号等；ＰｒｏｄｕｃｔＡｒｅａ区域的重要信息是厂家初始化信息。

上述信息需要在响应主控板卡获取设备号的命令时读取并解

析，将解析后的数据发送给ＣｈＭＣ处理。

为了方便解析ＦＲＵ数据，设计３２字节ＦＲＵ数据包头，

将包头分为区域标记和偏移量标记部分。前一个标记用于指示

具体存储数据的区域，偏移量指示相关数据存储的具体地址。

管理软件设计了较为灵活的接口函数用于初始化、生成、存

储、读取和解析ＦＲＵ信息，便于后期进行设备信息的添删改

操作。

２．５．２　ＳＤＲ数据设计

ＳＤＲ信息主要存储设备传感器相关监控信息，包括模块

上各个关键指标的监控，包括各个关键参数的阈值设置。ＳＤＲ

存储数据包括条目号、关键电压、电流、温度、风扇转速、负

载电源自检结果传感器、工作状态转换传感器等相关值，传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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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ＩＤ、传感器类型、传感器数量、传感器接收地址、实体ＩＤ、

传感器阈值设定、滞回值设定、正负参数设定等。

按照ＩＰＭＩ协议规定，一条ＳＤＲ信息容量为固定６４字节。

每一条传感器条目对应存储一个传感器信息，由于同样类型的

传感器根据不用的位置和作用，阈值设定不尽相同，设计时在

预留字符串加注标识用以区分同一类型不同实体的传感器条目。

３　设计实现与应用

本文设计的ＩＰＭＣ控制器已经成功应用于某自主可控国产

服务器机箱内的十块不同类型包括电源模块、制冷模块、交换

模块、存储模块和计算模块的功能板卡上。应用实践表明，该

ＩＰＭＣ控制器的设计能够满足服务器内各类板卡的集成数据通

信管理，管理接口设计灵活，能够方便地在各个板卡进行移

植。图１１是主控板卡用一款通用的ＩＰＭＩ管理图形界面监控

的界面截图，图中是计算板卡上３．３Ｖ电压的监控信息，左侧

视窗列表中显示机箱内各个板卡信息，展开信息为该计算模块

上所有传感器的信息；右侧视窗里显示传感器编号为０ｘ１５的

传感器监控信息，六种不同颜色的线是传感器上下六条阈值界

限，黄色的线是实际检测到的电压。

图１１　板卡管理界面演示

利用本文提出的板卡ＩＰＭＣ控制器的设计和实现方法，可

实现ＶＰＸ架构服务器平台的标准ＩＰＭＩ管理，利用通用的ＩＰ

ＭＩ监控图形界面可实现运行高效、界面美观的服务器机箱管

理系统。

４　结束语

本文设计并实现了一个基于 ＶＰＸ架构和ＩＰＭＩ管理协议

的ＩＰＭＣ控制器。本文在分析ＩＰＭＩ智能管理系统结构、板卡

管理子系统功能、板卡工作状态管理、事件信息上报策略设

计、设备信息与传感器信息存储和解析等方面对ＩＰＭＣ控制器

进行设计，并验证了该方法的可行性，为其他系统ＩＰＭＩ智能

管理的开发提供非常好的技术借鉴。

本设计与之前设计的提升在于各类传感器数值处理策略设

计。ＩＰＭＣ板级管理软件对于读取的传感器数据设置合理的阈

值判断标准，对于不同精度类型的数据，管理软件建立不同的

列表用相应的容错值和滞回值配合上下限阈值进行精确地判

断，触发事件上发并设计重传机制，以完成传感器数据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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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扩展性和安全性，最为主要的是能够解决高并发的通信

问题。

本系统适应未来智慧城市的发展方向，对其他类似的运用

物联网技术的应用设计有着很大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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