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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终端标准信息在线录入误差控制系统设计

王　昕，周育忠，石嘉豪，李俊超，王　宏
（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 电网技术研究中心，广州　５１００００）

摘要：传统控制系统在控制移动终端标准信息在线录入误差时，控制范围小；针对这一问题，设计了一种新的控制系统，分

别对系统的硬件和软件进行设计，硬件主要设计了采集器、处理器、存储器、显示器结构，采集器内部芯片选用 ＡＤＳ７８０９采集

芯片，提高采集精度，处理器选用最新上市的Ｉｎｔｅｌ酷睿处理器，加快运营速率，存储器选用型号为ＤＤＲ３１８６６存储器，加大存

储容量，显示器选用ＡＯＣＱ２７Ｐ１Ｕ显示器，提高系统分辨率；软件流程分为移动终端标准信息采集、标准信息录入、误差检测、

误差控制、控制结果显示五步；为检测设计的控制系统效果，与传统控制系统进行了实验对比，结果表明，设计的控制系统比传

统控制系统控制范围更大，控制效果更好，值得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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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移动终端指的是可以移动的计算机设备，现在比较普

遍的笔记本、手机、平板电脑都是移动终端。移动终端包

含大量信息，通过互联网在移动终端上录入有效信息。由

于智能设备与互联网紧密相连，所以录入的信息量极大，

在录入过程中很容易产生误差，目前人们对信息的准确性

关注度越来越高，移动终端包含大量用户个人信息，配合

移动网络使用，能够为客户带来更为便捷的服务。移动终

端给人们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带来了各种问题，误差信息

的存在降低了人们使用移动业务的安全性，如何对误差进

行控制，确保移动终端录入的信息符合规范已经成为人们

广泛关注的话题。绝大多数的移动终端都是智能终端，因

此在对其进行控制时，要分别从硬件和软件两个角度进行

考虑［１］。

基于上述问题，本文设计了一种新的移动终端标准信

息在线录入误差控制系统，从硬件和软件两方面进行强化，

该系统能够针对多类型的移动终端误差信息进行有效控制，

控制范围广、类型丰富，对客户的信息有着很好的保护效

果，令客户使用起来更加放心。

１　移动终端标准信息在线录入误差控制系统硬件

设计

　　从全局规划的角度设定移动终端标准信息在线录入误

差控制系统硬件结构，在保证不影响录入系统正常工作的

同时，完成数据的更新和共享，将所有移动信息汇集到一

起，降低误差率。移动终端标准信息在线录入误差控制系

统硬件架构图如图１所示。

观察图１可知，移动终端标准信息在线录入误差控制

系统硬件主要分为中心层和控制结果显示层，中心层负责

数据的采集和误差信息的处理。结果显示层主要负责将得

到的结果显示出来，下面对硬件的采集器、处理器、存储

器和显示器四个结构进行重点设计［２］。

１１　采集器设计

采集器选用的采集芯片选用ＡＤＳ７８０９采集芯片，能够

有效提高系统的采集精度。数据采集终端是由多个电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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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移动终端标准信息在线录入误差控制

系统硬件结构

理器所组成，可分为多种处理机制，分别是脉冲采集、电

能前 （后）期采集，模块又分为三种，通讯处理模块、电

源模块、征集管理模块。采集器结构如图２所示。

图２　采集器

图２中设定的采集器被固定在电表箱中，能快速安装

配备的屏幕上。正面装有指示灯与按键，下部装有输入输

出口，方便安装点线，设计非常实用。ＡＤＳ７８０９采集芯片

能接受输入的脉冲，采集模块与电能前期处理模块还可以

接受开关量的输入。为防止数据丢失，采集器会自动对采

集到的数据做前期处理，然后存到存储器内，确保数据的

完整性。采集器后期处理模块安装了两条通讯接口，一是

用于通讯，连接ＲＨ２４２通讯模块，二是安装ＲＧ２８７电子电

能表，与采集器的前期处理模块配合使用。后期处理模块

可以对前期处理模块处理的数据做更新处理，从而成为新

的数据，即二次数据，备份在ＰＯＡＭ内
［３］。

ＡＤＳ７８０９采集芯片耗能很低，即使断电也可保证数据

在一定时间内不丢失。模块采用非易失内存器ＥＲＧＭ，能

保存数据长达５年，里面还保存了多个电流电压比、电表

实时数、采集器配置参数等，安全可靠。数据采集器的整

机管理与后期处理模块装有显示接口，用于连接显示器，

操作非常简单，中文界面、按键选择、整机驱动，显示的

信息非常丰富，主要显示各线路的电流电压变比与自检等

信息。

采集器电路图如图３所示。

通讯处理模块与后期处理模块相连接，主要是通过

ＢＨ３３４接口完成，负责接受模块命令。它也是一个解调器，

图３　采集器电路图

负责检测通讯线路与中心模块连接的状态，将接收到的信

号解调成串行ＴＣＨ信号，发送到后期处理模块，通讯处理

模块将送来的后期处理模块命令转换成音频信号并输入到

电话线内，专用网与电话网负责将收到的信号送给主站。

根据采集进程，通讯处理模块所做的相应处理。电源模块

采用可自动切换的双电源设计，保证数据顺利采集，增加

可靠性，能耗低于１２ＶＡ，效率高，且电压适用范围宽，

采用了自恢复式 ＧＶＵＡ保险丝，免去了后期维护，安全

可靠。

１２　处理器设计

处理器选用的是最新上市的Ｉｎｔｅｌ酷睿处理器，系统内

部安装多个处理器来解决运行问题，加快运营速率。传统

的处理器性能有极限，高性能的处理器价格非常高昂，Ｉｎ

ｔｅｌ酷睿处理器具有很高的性价比，可在计算机中重复安装。

处理器内部拥有并行数据库，提高可用性、扩充性、线性

加速比，同时能够将多处理器的能力充分的展现出来。处

理器电路图如图４所示。

图４　处理器电路图

为了优化相应时间和事务吞吐量，实施了多种并行高

性能数据库［４］。处理器并行系统分以下几种：全对称多处

理系统、合群集机系统、大规模并行系统和比较特殊的混

合系统，合群集机系统为处理器的核心系统，每个节点是

一个 ＭＩＣ系统。数据库系统结构也相对的有三种，共享内

存结构、共享磁盘结构、无共享资源结构。共享内存结构

是通过共享数据库，完成交换数据与信息，并且每个处理

器都有访问权限，是单ＴＬＣ硬件平台首选的数据库结构。

处理器内部设有共享磁盘结构，结构内部每一个磁盘

数据有访问权限，确保资源的安全性。为了提高处理器的

运行效率，系统内部安装缓存器对各个处理器节点进行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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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控制，拥有多个ＢＩＭＩ。无共享数据结构可用多个节点执

行命令，但必须将多个节点划分在数据库表上，并且要有

内存与磁盘，通过交换消息与数据的共享来执行。该结构

是群集硬件最优先运行的并行数据库结构。如果相对应的

数据库并没有映射在优先运行的硬件结构平台上，效率会

大大降低，还可能会增加软件进行辅助运行，因此处理器

内部必须要加入数据库［５］。

１３　存储器设计

存储器选用的是型号为 ＤＤＲ３１８６６存储器，加大存储

容量。存储器内部芯片为ＪＦＣ芯片，该芯片能执行代码。

本文将普通单片机放到存储器内，使单片机从ＣＰＵ获取数

据与指令代码，物理存储单元和地址是相互对应且不能改

变的，ＪＦＣ芯片较为复杂，它与普通的单片机存储器地址

不同，ＪＦＣ芯片里的储存单元地址可以根据自己的设定而

变更，在每一次设置后，之前储存单元对应的地址换成另

一个不同的地址，实现重新映射。用户可见的部分区域被

存储器复位之后，将再次映射其它地址［６］。重新映射共包

含两种，ＢＯＲＴ重新映射与异常中断向量重新映射。ＢＯＲＴ

重新映射的ＦＬＡＳＨ为１０ＫＢ，为了考虑兼容性，在新产品

中增加了ＦＬＡＳＨ容量。为了防止高端的ＢＯＲＴ映射地址

发生异常，从而改写代码，存储器顶部的空间都是要留给

ＢＯＲＴ，等待重新映射。异常中断向量映射指ＦＬＡＳＨ在外

中断向量表最低达到３８字节。存储器内部结构如图５所示。

图５　存储器结构

１４　显示器设计

显示器选用 ＡＯＣＱ２７Ｐ１Ｕ显示器，大大提高显示结果

的分辨率。ＡＯＣＱ２７Ｐ１Ｕ显示器是一种２Ｋ显示器，在ＬＥＤ

屏幕上显示控制结果，使用广视角的显示方式令客户拥有

更好的用户体验。该显示器的分辨率极好，可以达到１９２０

×１０８０，动态对比度高达５０００万：１，静态对比度也能够达

到１０００：１。该显示器能够显示１０．７亿的颜色，显示亮度

为１５０ｃｄ／ｍ２，刷新率为１２０Ｈｚ。选用Ｄ－ｓｕｂ作为视频接

口［７］。ＡＯＣＱ２７Ｐ１Ｕ显示器对于电源的要求也很低，电源

只要能够持续输出１００Ｖ以上的电压，显示器就能够稳定

工作，支持ＨＤＣＰ模式，同时具备ＣｌｅａｒＶｉｓｉｏｎ功能，有效

提高画面的清晰度，使画面看起来更加锐利。以智能的方

式操控，降低了人工劳动强度，节约能源。

２　移动终端标准信息在线录入误差控制系统软件

设计

　　为移动终端标准信息在线录入误差控制系统设计了软

件流程，流程图如图６所示。

图６　移动终端标准信息在线录入误差控制系统流程图

分析图６可知，误差控制系统在控制移动终端标准信

息录入误差时，选择Ｌｉｎｕｘ作为软件平台，通过多种方法处

理测量值和参考值之间的差值。

第一步：标准信息采集。标准信息包括真实值和观测

值，采集器能够对真实值和观测值的差值进行简要计算，

并将误差结果统计起来。在对信息量进行计算、观察时必

然会出现某些错误，或者会因为一些无法改变的因素造成

误差。测定值与真实值之间产生的误差会对移动终端标准

信息的录入造成很大影响，因此，必须要对每一个影响实

验结果的因素进行采集。测量过程不会改变误差大小，可

以通过多次计算和反复实验采集误差结果。

第二步：标准信息检测。标准信息检测是指检测所有

的采集信息，将内部的标准信息提炼出来。检测时，系统

会自动建立一个数学模型，将所有复杂抽象的问题总结到

数学模型中。数学模型并不能针对所有因素，因此在构建

该模型时要对某些因素进行简化处理。本文设计的处理器

对于误差检测精度极高，最高能够达到１２位，虽然达不到

极限运算的效果，但是与准确结果极为贴近［８］。

第三步：误差检测。在检测出标准信息后，对移动终

端的录入信息进行检测，系统内部拥有多个测量仪器，每

个测量仪器都拥有独特的规范和规程。一旦系统启动工作，

多个仪器同时工作，能够把误差完全检测出来。频率变化

和交换功率变化会影响检测的时间和能量，导致误差检测

结果出现偏差，这时候就需要进行多次检测，选取平均值，

确保检测结果相对准确。

第四步：误差控制。误差控制是控制系统的核心步骤。

本文同时考虑了移动终端标准信息录入过程的频率变化量

和功率变化量，利用 ＡＣＥ手段修正能量误差和时间误差。

系统内部加入了 ＭＡＴＬＡＢ软件，将软件平台分为双区域和

三区域，多次修正，提高控制效果。分区域控制与本地控

制手段相结合，将处理时间分成多个周期，分周期、分阶

段控制，通过时间维度系统地看待问题，使误差控制效率

能够达到最佳。

第五步：控制结果显示。移动终端中的信息多样，而

且很容易出现变化，所以控制结果必须能够实时显示，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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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更新。本文选用的液晶显示器与多个硬件设备连接，同

时接收和发送命令，完成数据信息的多次显示，并及时更

新显示结果［９］。

３　验证实验

３１　实验目的

为了检测本文研究的移动终端标准信息在线录入误差

控制系统实际效果，与传统系统进行对比，分析系统控制

范围。

３２　实验参数设置

设置实验参数如下：设定系统的电源工作电压为３２０

Ｖ，工作电流为３００Ａ，工作频率保持在１８０～２００Ｈｚ之间，

系统允许的工作温度为－４０～５０℃，最大消耗功率为３０００

Ｗ，系统内部时钟精度为２．５８ｓ／ｄ，设置的绝缘工频耐压为

１２００Ｖ，绝缘冲击耐压为１４ｋＶ，通讯协议为ＲＳ４８５通讯，

接口方式为ＵＡＭ．４５，系统操作平台为Ｌｉｎｕｘ平台。

３３　实验结果与分析

根据上述参数进行实验，选用本文研究的误差控制系

统和传统误差控制系统，同时对多系统移动终端标准信息

的误差进行控制，分析控制范围，根据结果对两种系统的

性能进行分析。得到的控制范围测试实验结果如图７所示。

（１）使用ＩＯＳ系统的移动终端控制范围对比结果：

图７　ＩＯＳ系统移动终端信息误差控制范围

（２）使用Ａｎｄｒｏｉｄ系统的移动终端控制范围对比结果：

图８　Ａｎｄｒｏｉｄ系统移动终端信息误差控制范围

在不同频率下，误差控制系统对于移动终端标准信息

在线录入产生的误差控制效果是不同的。观察图７和图８可

知，在频率为２５Ｈｚ和１８０Ｈｚ时，误差控制效果最佳，传

统系统可以达到８２％，本文控制系统可以达到９３％。鉴于

ＩＯＳ系统的复杂性，控制系统在控制ＩＯＳ操控的移动终端

时，控制效果要比控制Ａｎｄｒｏｉｄ操控的移动终端时差，这种

差异在传统系统中展现的十分明显。

对比上图实验结果，当频率为５０Ｈｚ时，传统系统对

ＩＯＳ移动终端的误差控制范围仅为５１％，对 Ａｎｄｒｏｉｄ移动

终端的误差控制范围也只能达到６２％，大量误差信息难以

得到控制。而本文研究的系统对ＩＯＳ移动终端的误差控制

范围能够达到７６％，对 Ａｎｄｒｏｉｄ移动终端的误差控制范围

也能达到８３％，当频率为１７５Ｈｚ时，传统系统对ＩＯＳ移动

终端和的Ａｎｄｒｏｉｄ移动终端控制能力极差，对ＩＯＳ移动终

端误差控制范围低至２８％，对 Ａｎｄｒｏｉｄ移动终端的误差控

制范围也只能达到３５％，严重影响系统正常运行。而本文

研究的系统对ＩＯＳ移动终端的误差控制范围为６２％，对

Ａｎｄｒｏｉｄ移动终端的误差控制范围为７４％，系统能够维持正

常工作。

３４　实验结论

根据上述实验结果与分析，得到如下实验结论：

传统的移动终端标准信息在线录入误差控制系统对于

误差信息的控制能力很差，控制范围小，而且很难对信息

进行及时处理。虽然传统系统拥有控制的基本框架，但是

难以满足标准工作质量的要求，同时系统内部缺少对应的

管理和监控模块，在信息日益发达的今天，传统系统已经

难以满足人们对信息的需要。本文研究的误差控制系统以

ｗｅｂ方式建立基本框架，通过辅助模块决策系统内部全部

信息。该控制系统结合了收集、存储、传递、处理等多种

工作，与中心模块相连，实现了动态更新。标准化的管理

方式使中心模块能够统一管理所有硬件信息，用户端能够

根据客户的要求及时作出决策。

目前移动终端的管理系统越来越多，ＩＯＳ系统、Ａｎ

ｄｒｏｉｄ系统、Ｂｌａｃｋｂｅｒｒｙ系统、Ｗｉｎｄｏｗｓｐｈｏｎｅ等多类型系

统的出现，为移动终端信息误差控制带来了更大的挑战。

传统的控制系统虽然能够进行一定的控制，但是整体性差，

仅能针对某一个系统做出较强的控制，难以进行全面控制，

本文研究的系统能够同时控制各类系统，控制范围广，用

户在使用不同操控系统时，不需要多次切换。本文设定的

误差控制系统能够在短时间内对大量录入信息误差进行控

制，有效提高移动终端录入信息的工作效率，缩短工作时

间，提升用户体验。由于本文误差控制系统在短时间内就

能完成控制，所以外界信息很难侵入，即使外界信息入侵，

该系统也能够快速将其杀除，保障了用户的使用安全。

综上所述，本文设计的移动终端标准信息在线录入误

差控制系统能够控制更大范围的误差，节省用户时间，提

高信息的准确率。该系统具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更加值得

推广使用。

４　总结与展望

移动终端设备与人们的生活、工作、学习结合的越来

越紧密，已经成为广大群众获取信息的基本方式，对人们

的生活带来很大程度的影响。如何统一透明地管理移动终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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