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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线缆测试仪转换软件的设计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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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解决国外某型线缆测试仪在动车组线缆测试工程化应用中存在的测试程序编写繁琐、测试结果无报表等问题，设

计一款自动转换软件，该软件采用虚拟映射技术、多任务分发机制实现测试程序快速生成和测试报表管理功能；通过与动车组实

车测试，测试结果表明，该转换软件能够大大节约流程编辑时间，减少编辑测试流程出错率；同时，转换软件生成的测试结果报

表格式清晰，可指导测试人员排查错误连接线缆，大大提高现场检错效率。

关键词：导通测试；绝缘测试；动车线缆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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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在动车组生产、定期检修阶段，整车电气线缆导通测

试及绝缘测试是车辆线路试验的主要工序，是对整车接线

正确性、线缆连接可靠性的全面把关。传统的整车线缆测

试采用手工检测方式，存在着效率低、易漏查错查等问题。

随着自动化测试的发展，国外率先在线缆自动测试领域研

制出线缆测试产品，并广泛应用于航天、航空、铁路、汽

车制造等行业。我国铁路行业 （包括株洲、长客等公司）

也相继引进国外电缆测试产品进行整车线缆自动导通绝缘

测试［１］。

本文涉及的国外某型线缆测试仪采用模块化设计，主

要由上位机、１个主控单元、多个测试单元和转接电缆等构

成，其中每个测试单元有５００个测试点，测试通道可扩展

高达数十万点。

该线缆测试仪虽然能提供自动化线缆测试，但在执行

测试前，测试人员需要手动完成三部分工作：１）建立连接

器库：根据被测线缆连接器数量，手动编辑生成连接器库；

２）地址分配文件制作：手动创建被测线缆与测试设备通道

的映射关系文件；３）测试程序编辑：测试人员需根据测试

指令，手动逐条编辑每一根线缆的测试程序［２］。

针对不同车型，测试软件需要重新定义配置文件并编

辑测试程序，给测试人员带来很大的困难，无法满足多型

车辆快捷、高效编程的需要。另外，该线缆测试仪在执行

测试后，测试结果几乎无报表格式，测试人员无法快速查

找故障信息，给现场线缆排查带来极大不便。

针对某型线缆测试仪在动车组线缆测试工程化应用中

存在的问题，本文从某型线缆测试仪转换软件设计出发，

先对测试软件进行分析，然后提出转换软件设计思路及功

能实现方法；最后介绍转换软件在动车线缆测试过程中的

应用。

１　线缆测试仪转件软件设计

线缆测试仪转换软件基于某型缆测试仪上位机软件开

发具有统一Ｅｘｃｅｌ导通表导入、测试程序自动生成和统一数

据报表管理功能。连接器库建立、地址分配文件制作、测

试程序编辑等工作均由转换软件自动完成。

１１　技术分析

通过对线缆测试仪上位机软件的操作流程分析，完成

测试主要包括以下步骤：

１）利用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ＬｉｂｒａｒｙＭａｎａｇｅｒ建立线束连接器

数据库，即建立元器件库扩展名为 “．ｐｌ”的文件，该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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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二进制格式，无法使用写字板、记事本等常见的文本文

件查看。元器件库 （．ｐｌ）的建立功能使用频度不大，基本

属于一次建立，多次使用，而且元器件库文件 （．ｐｌ）并非

测试程序执行必需的。

２）利用 ＴｅｓｔＥｄｉｔ建立测点地址与线束插针地址对应

表，建立的ＡＣＴ文件扩展名为 “．ＵＩ”的文件，该文件是

二进制格式。尝试采用反向工程生成地址对应表ＡＣＴ文件

图２　测试程序生成流程图

（．ＵＩ），反向成功后将提高软件易用性。

３）测试程序编辑，依据Ｔｅｓｔ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测试

参数）、Ｔｅｓｔｉ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测试指令）、Ｄｉｒｅｃｔｉｖｅｓ（进

阶控制指令）等设计线缆的测试程序，最终形成扩

展名为 “．ＲＯ”文件，该文件是文本格式，内容包

括指令、注释等，其格式遵循测试软件自定义的指

令规范。使得反向工程具有较大的可行性。

４）运行测试程序，ＴｅｓｔＥｘｅｃ程序读取地址对

应表 （．ＵＩ）、测试程序文件（．ＲＯ）
［３４］等，控制硬

件资源完成测试。

５）测试结果文件 （．ＥＲ）为文本格式。文件内

容是不同的测试数据列表，测试结果可视性差，几

乎无报表格式。可通过解析文件内容生成便于查看

和管理的Ｅｘｃｅｌ、Ｗｏｒｄ和ＰＦＤ文件。

１２　设计思路

通过对线缆测试软件的测试步骤和结果文件分

析，形成转换软件设计思路。转换软件设计思路如

图１所示。

图１　转换软件设计图

转换软件的导通表导入程序负责读取并解析

Ｅｘｃｅｌ导通表文件，再由．ＲＯ文件生成器按照．ＲＯ

文件格式自动生成测试程序文件，．ＵＩ文件生成器

按照．ＵＩ文件格式自动生成地址分配文件，线缆测试仪上

位机软件调用．ＲＯ 文件和．ＵＴ文件，即可执行相应的

测试。

线缆测试仪上位机软件执行完测试后，生成测试结果

文件 （．ＥＲ）由．ＥＲ文件解析器读取并解析，将解析的测

试数据传入报表导出程序，生成统一格式的测试报告 （支

持 Ｗｏｒｄ、Ｅｘｃｅｌ、ＰＤＦ格式），并统计被测线缆的故障点

数、故障的位置等信息。

转换软件采用模块化设计思想，能根据约定格式的测

试需求文件自动生成测试软件可识别、可执行的 ＵＴ文件

和ＲＯ文件，并能将测试生成的结果数据按类别导出生成测

试报表。

１３　功能实现

１．３．１　测试程序生成

测试流程生成功能实现将导通表文件 （．ｘｌｓ）转换生成

线缆测试仪上位机软件可读取、可执行的．ＲＯ文件和．ＵＴ

文件。其实现流程图如图２所示。

线缆导通表是依据车上被测电缆导通关系编写。导通

表定义了三部分内容：测试信息、参数设定、测试内容。

此三部分内容互为独立段落，且以标题为识别记号供转换

软件识别提取。导通表测试信息约定格式如表１所示，参

数设定约定格式如表２所示，测试内容约定格式如表３

所示。

表１　导通表测试信息约定格式

测试描述 某一导通绝缘测试

被测对象 某型动车组

测试单位 ———

仪器编号 ００１

被测对象编号 Ｔ１

转换软件打开并读取编辑好的导通表文件，根据约定

格式及规则对文件内容做必要的检验。如果获取到异常则

显示异常日志信息，并根据异常级别给予不同颜色高亮显

示。测试人员依据此日志内容可快速定位源文件错误位置

并修正。

如果文件格式正确，转换软件进行测试内容的解析，

采用虚拟映射技术，生成地址分配文件 （．ＵＴ）。解析提

取起始端测试内容主要流程有：１）获取测试内容；２）遍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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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导通表参数设定约定格式

测试参数 测试类型 激励 测试合格值 最短测试时间／秒 最长测试时间／秒

Ｒ２ 导通测试 ０．５Ａ ＜２．５Ｒ ０．０５ ０．１

ＨＶＬ 绝缘测试 ２００Ｖ ＞１００Ｍ ０．０５ ０．１

ＨＶＦ 空点测试 １００Ｖ ＞１００Ｍ ０．１５ ０．２５

ＮＶ 电介质测试 ５００Ｖ ２ＭＡ １

Ｄ 二极管测试 １０Ｖ ＞１０Ｋ，＜１００Ｒ １

表３　导通表测试内容约定格式

序号 起始端 起始端连接器 起始端物理地址 线号 终点端 终点端连接器 终点端物理地址 测试要求

１ ＥＪＣＲ －Ｒ５ ６３２８ １５２ ＢＣＵ ＣＮ１－７ ２１０６ Ｒ２

２ ＥＪＣＲ －Ｌ５ ６２２５ １５２ ＢＣＵ ＣＮ１－７ ２１０６ Ｒ２

３ ＥＪＣＲ －Ｆ４ ６１０２ ３９Ｂ ＢＣＵ ＣＮ２－１４ ２２１３ ＨＶＬ

４ ＥＪＣＲ －Ｖ１ ６４２７ １５０ＢＰ ＢＣＵ ＣＮ３－１９ ２３１８ ＨＶＬ

测试内容列；３）获取线号、起始端物理地址、起始端、起

始端连接器；４）检测物理地址是否重复编排；５）加入起

始点映射关系。其核心实现代码如下：

／／获取测试内容

ｌｉｓｔ＜ＣＳｏｕｒｃｅＤａｔａ＞＆ｌｓｔＤａｔａ＝ ｐＤａｔａＧｒｏｕｐ－＞ＧｅｔＳｏｕｒｃｅ

Ｄａｔａ（）；

／／遍历测试内容列

ｆｏｒ（ｌｉｓｔ＜ＣＳｏｕｒｃｅＤａｔａ＞：：ｉｔｅｒａｔｏｒｉｔｅｒ＝ｌｓｔＤａｔａ．ｂｅｇｉｎ（）；ｉｔｅｒ

！＝ｌｓｔＤａｔａ．ｅｎｄ（）；＋＋ｉｔｅｒ）

｛

　ＣＳｔｒｉｎｇｓｔｒＬｉｎｅ，ｓｔｒＡｄｄｒｅｓｓ，ｓｔｒＵＵＴＩｎｉｔｉａｌ，ｓｔｒＵＵＴＪｕｎｃｔｏｒ，

ｓｔｒＴｉｐ；　

　／／获取线号

　ｉｔｅｒ－＞ＦｉｎｄＩｔｅｍＶａｌｕｅ（＿Ｔ（＂线号＂），ｓｔｒＬｉｎｅ）；

　／／获取起始端物理地址

　ｉｆ（ｉｔｅｒ－＞ＦｉｎｄＩｔｅｍＶａｌｕｅ（＿Ｔ（＂起始端物理地址＂），ｓｔｒＡｄ

ｄｒｅｓｓ）＆＆ ！ｓｔｒＡｄｄｒｅｓｓ．ＩｓＥｍｐｔｙ（））

　｛　／／获取起始端

　ｉｆ（ｉｔｅｒ－＞ＦｉｎｄＩｔｅｍＶａｌｕｅ（＿Ｔ（＂起始端＂），ｓｔｒＵＵＴＩｎｉｔｉａｌ）

＆＆ ！ｓｔｒＵＵＴＩｎｉｔｉａｌ．ＩｓＥｍｐｔｙ（））

　｛　／／获取起始端连接器

　ｉｆ（ｉｔｅｒ－＞ＦｉｎｄＩｔｅｍＶａｌｕｅ（＿Ｔ（＂起始端连接器＂），ｓｔｒＵＵＴ

Ｊｕｎｃｔｏｒ）＆＆ ！ｓｔｒＵＵＴＪｕｎｃｔｏｒ．ＩｓＥｍｐｔｙ（））

　｛

　ＣＳｔｒｉｎｇＡｓｔｒＵＵＴＮａｍｅ＝ＣｒｅａｔｅＵＵＴＮａｍｅ（ｓｔｒＵＵＴＩｎｉｔｉａｌ，

ｓｔｒＵＵＴＪｕｎｃｔｏｒ，ｓｔｒＬｉｎｅ）；

　／／检测物理地址是否重复编排

　ｍａｐ＜ｕｎｓｉｇｎｅｄｌｏｎｇ，ＣＳｔｒｉｎｇＡ＞：：ｉｔｅｒａｔｏｒｉｔｅｒＵＵＴＳｅｔ＝ ｍ

＿ｍａｐＡｌｌＵＵＴＳｅｔ．ｆｉｎｄ（＿ｔｔｏｌ（ｓｔｒＡｄｄｒｅｓｓ））；

　ｉｆ（ｉｔｅｒＵＵＴＳｅｔ！＝ ｍ＿ｍａｐＡｌｌＵＵＴＳｅｔ．ｅｎｄ（）＆＆ｉｔｅｒ

ＵＵＴＳｅｔ－＞狊犲犮ｏｎｄ！＝ｓｔｒＵＵＴＮａｍｅ）

　ｓｔｒＴｉｐ．Ｆｏｒｍａｔ（＿Ｔ（＂起始端物理地址％ｓ被重复设置为不同

名称！上次配置行：％ｓ＂），ｓｔｒＡｄｄｒｅｓｓ，ｉｔｅｒ－＞ＦｏｒｍａｔＴｏＬｉｎｅ（））；

　ｅｌｓｅ　／／加入起点映射关系

　ｍ＿ｍａｐＡｌｌＵＵＴＳｅｔ［＿ｔｔｏｌ（ｓｔｒＡｄｄｒｅｓｓ）］＝ｓｔｒＵＵＴＮａｍｅ；

　｝

　｝

　｝

　／／获取终点端信息并生成终点映射关系

　．．．．．．

｝

完成地址分配文件生成后，转件软件依次进行测试信

息、参数设定、测试内容的解析，生成测试程序文件 （．

ＲＯ）
［３－４］。测试程序文件作为线缆测试仪上位机软件执行的

核心程序，包括的三部分信息：基本配置、参数设定、测

试操作。该三部分信息分别由测试信息、参数设定、测试

内容解析生成。

由于测试内容有数千条测试，在执行转换过程中需要

完成大量的数据计算、交换、传递，因此转换软件采用多

任务并发机制，大大提高转换效率。

１．３．２　结果报表生成

线缆测试仪上位机软件完成测试后自动将测试结果以．

ＥＲ格式存储在指定路径，打开测试结果文件可以看到，测

试数据基本无报表格式，测试人员难以快速查找故障线缆

信息。测试结果文件内容格式如下所示：

测试结果文件内容格式

；ＣＳＭＵ　　０．５００Ａ　　２．５００　　００．１００Ｓ　　００．０５０Ｔ

：ＣＣ０６３２４　　　　　　 ＥＪＣＲ｛－Ｒ１｜１５１／１５１Ｄ２｝

：０６６２７ＰＡＳＳ　１．７７９　 ＯＨＭ 组配下部｛ＣＮ１－２８｜１５１／１５１Ｄ２｝

：　　 ＣＣ０６２２９　　　　 ＥＪＣＲ｛－Ｌ９｜１７２｝

：　　 ＸＳ０１９０６　　　　 右后柜｛ＣＮ５－７｜２６２Ｂ｝

：　　 　　０１１２４ＷＩＲＥＤ　２．６４２　　 ＯＨＭＳｈｉｅｌｄｉｎｇ

：　　　　０１４０７ＷＩＲＥＤ　２．６８４　　 ＯＨＭＳｈｉｅｌｄｉｎｇ

：　　　　０１４０８ＷＩＲＥＤ　２．６９３　　 ＯＨＭＳｈｉｅｌｄｉｎｇ

：　　 ＸＴ０９６１１　　　　 总配盘｛ＣＮ７－１２｜４３５Ａ｝

：ＩＳＯＬＡＴＥＤ　 ＞３０．００Ｍ　 ＯＨＭ 总配盘｛ＣＮ７－１２｜４３５Ａ｝

　　结果报表生成的主要功能是读取、解析．ＥＲ文件内容

并转换成统一格式数据报表。结果报表生成流程如图３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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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结果报表生成流程图

首先打开测试结果文件 （．ＥＲ），转换软件自动提取测

试基本信息。然后选定导出报表的类型及格式。报表类型

包括生成全部信息报表和生成故障信息报表两种类型，报

表格式支持 Ｗｏｒｄ、Ｅｘｃｅｌ、ＰＤＦ三种格式
［５］。

生成全部信息报表：转换软件读取．ＥＲ文件内全部测

试结果数据，解析每一条数据的格式，根据测试类型代号

分为导通测试、绝缘测试和二极管测试。根据不同测试类

型，解析提取起始端物理地址、终点端物理地址、起始端

连接器、终点端连接器、线号、测试值及测试结果等信息，

并按照全部信息报表格式写入报表文件。

生成故障信息报表：转换软件只提取故障线缆数据，

通过解析数据格式得到线缆故障类型，并按照故障信息报

表格式写入报表文件，故障报表为测试人员现场排查错误

提供指导。

结果报表生成功能的核心实现代码如下：

／／将数据模糊分解

ｂｏｏｌｂＲｅｓｕｌｔ＝Ｓｐｌｉｔ（ｌｐｓｚＲｅｓｕｌｔＦｉｌｅ，ｐＯｂｓｅｒｖｅｒ）；

／／更新导出类型，导出类型分为生成全部信息报表和生成故障

信息报表

ＣＥｘｐｏｒｔＯｂｊｅｃｔ：：ＳｅｔＡｌｌＯｕｔＭｏｄｅ（ｂＡｌｌＯｕｔ）；

／／解析每组数据，提取有效信息

ｆｏｒ（ｌｉｓｔ＜ｌｉｓｔ＜ＣＳｔｒｉｎｇ＞ ＞：：ｉｔｅｒａｔｏｒｉｔｅｒ＝ ｍ＿ｌｓｔＤａｔａＧｒｏｕ

ｐＬｉｓｔ．ｂｅｇｉｎ（）；ｉｔｅｒ！＝ ｍ＿ｌｓｔＤａｔａＧｒｏｕｐＬｉｓｔ．ｅｎｄ（）；＋＋ｉｔｅｒ）

｛　／／每组头一个数据用来确认本组属性

　ｃｏｎｓｔＬｉｎｅＤａｔａＴｙｐｅｌｉｎｅＴｙｐｅ＝ Ａｎａｌｙｚｅ（ｉｔｅｒ－＞ｆｒｏｎｔ（））；

　ｉｆ（ｌｉｎｅＴｙｐｅ！＝ ＬＤＴ＿Ｉｇｎｏｒａｂｌｅ）

　｛　／／继续分解

　ｉｆ（！Ｅｘｔｒａｃｔ（ｌｉｎｅＴｙｐｅ，ｉｔｅｒ））

　｛

　ｐＯｂｓｅｒｖｅｒ－＞ＯｎＮｏｔｉｆｙ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Ｔ（＂结果数据解析异

常！＂），７）；

　｝

　｝

｝

／／导出数据到文件

ｓｗｉｔｃｈ（ｐＯｂｓｅｒｖｅｒ－＞ＧｅｔＥｘｐｏｒｔＦｉｌｅＴｙｐｅ（））

｛

ｃａｓｅＣＥｖｅｎｔＯｂｓｅｒｖｅｒ：：ＥＴ＿ＥＸＣＥＬ ：　ｂＲｅｓｕｌｔ＝ ＣＭＳＯｆｆｉ

ｃｅＯｐｅｒ：：ＥｘｐｏｒｔＴｏＥｘｃｅｌ（ｔｈｉｓ）；

　ｂｒｅａｋ；

ｃａｓｅＣＥｖｅｎｔＯｂｓｅｒｖｅｒ：：ＥＴ＿ＷＯＲＤ ：　ｂＲｅｓｕｌｔ＝ ＣＭＳＯｆｆｉ

ｃｅＯｐｅｒ：：ＥｘｐｏｒｔＴｏＷｏｒｄ（ｔｈｉｓ）；

　ｂｒｅａｋ；

ｃａｓｅＣＥｖｅｎｔＯｂｓｅｒｖｅｒ：：ＥＴ＿ＰＤＦ：　ｂＲｅｓｕｌｔ＝ ＣＭＳＯｆｆｉｃｅＯｐ

ｅｒ：：ＥｘｐｏｒｔＴｏＰＤＦ（ｔｈｉｓ）；

　ｂｒｅａｋ；

｝

在生成过程中转换软件会实时更新工作信息日志，并

将读取到的异常内容以警告的形式打印在界面上。

２　动车组线缆测试

为验证转换软件自动转换的便捷性、测试程序文件的

可执行性和结果报表的正确性，以标准动车组检修车头车

为被测对象完成部分线缆的导通测试、绝缘测试。动车组

线缆测试主要分以下几步骤：

２１　地址分配

为电气设备的被测线缆分配物理地址，地址分配遵照

电气设备位置先后及连接器芯数多少完成。头车被测设备

部分地址分配如表４所示。

表４　头车被测设备部分地址分配表

序号 机柜 位置 设备名称 连接器 物理地址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１６

１７

１８

３号

机柜

二位端

车下

二位端

车上

ＥＪＣＲ

控制继

电器盘

组配上部

组配下部

ＣＮ１ ６０００－６０１９

ＣＮ２ ６１００－６１４９

ＣＮ３ ６２００－６２４９

ＣＮ４ ６３００－６３４９

ＣＮ５ ６４００－６４４９

ＣＮ１ ７０００－７０４９

ＣＮ２ ７１００－７１４９

ＣＮ３ ７２００－７２４９

ＣＮ４ ７３００－７３４９

ＣＮ５ ７４００－７４４９

ＣＮ６ ７５００－７５４９

ＣＮ１１ ７６００－７６４９

ＣＮ１２ ７７００－７７４９

ＣＮ ６５００－６５４９

ＣＮ１ ６６００－６６４９

ＣＮ２ ６７００－６７４９

ＣＮ３ ６８００－６８４９

ＣＮ４ ６９００－６９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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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导通表编辑

依据车上线缆导通关系及被测设备线缆地址分配表，

按照导通表约定格式，完成线缆导通表的编辑。

２３　测试程序自动转换

打开转化软件，点击 “选择源文件”按钮，选择导通

表文件 （．ｘｌｓ），点击 “生成测试ＴＰ”按钮，测试软件开始

自动转化生成地址分配文件 （．ＵＴ）和测试程序文件

（．ＲＯ）。测试程序生成运行界面如图４所示。

图４　测试程序生成运行界面

２４　测试设备与被测线缆连接

１）将测试设备分别放在三个机柜内，１号机柜内放４

个开关箱和主控箱、２号机柜内放４个开关箱、３号机柜内

放４个开关箱，组成测试通道为６０００路的测试系统。１号

机柜位于二位侧车门，２号机柜位于一位车门，３机柜位于

二位端。

２）连接好上位机与测试设备主机的控制线及数据线。

连接转接工装，实现测试设备与被测电气设备的连通。

３）按照开关单元的连接先后顺序，开关单元前面板的

拨码开关依次置为００～１２。

２５　测试设备自检

打开测试设备主机电源开关，在测试设备空载时，打

开测试设备上位机软件，选择自检选项，在弹出的界面上

设定相应参数，通过给模块测试点之间施加ＤＣ５００Ｖ电压

完成绝缘测试，检验测试设备跑合是否正常。

２６　执行测试

点击 “运行测试”按钮，在弹出的列表中选择转换完

成的测试程序文件，测试仪执行测试。完成测试后自动将

测试结果以．ＥＲ格式存储在指定路径。

２７　报表生成

打开转换软件，点击 “选择结果文件”按钮，选择测

试结果文件 （．ＥＲ），勾选 “导出ＥＸＣＬＥ”项，点击 “生成

全部信息报表”或 “生成故障信息报表”按钮，转换软件

自动生成Ｅｘｃｅｌ报表文件。结果报表生成运行界面如图５

所示。

图５　结果报表生成运行界面

３　转换结果与分析

３１　测试程序文件

转换软件自动生成的地址分配文件 （．ＵＴ）和测试程

序文件 （．ＲＯ）用线缆测试仪上位机软件可以正常打开、

查看、编辑和保存，在执行测试过程中，线缆测试仪上位

机软件加载测试程序文件正确，测试仪运行正常，表明生

成的地址分配文件和测试程序文件格式完全正确、可执行。

转换生成的可执行文件如图６所示。

图６　转换生成的可执行文件

相比手工逐条编辑地址分配文件和测试程序文件，自

动转换软件只需要测试人员完成导通表文件的编辑，其余

工作由转换软件自动完成，大大节约流程编辑时间，减少

编辑测试流程出错率。

３２　结果报表文件

自动转换软件生成的全部信息报表如图７所示，生成

的故障信息报表如图８所示。

相比测试结果文件 （．ＥＲ），全部信息报表清晰的显示

每条被测线缆的起始端和终点端信息，同时给出实测值和

测试结论，测试人员可以方便快捷的查看、打印测试数据。

故障信息报表显示测试不合格线缆的详细信息，包括

错误连接点地址，错误连接点车上信息，检测值和错误连

接关系。如图８所示的故障信息报表，左开关盘ＣＮ１－１６

（物理地址００１０５）与右后柜ＣＮ５－７ （物理地址０１９０６）的

导通电阻实测值大于３０．００ＭΩ，测试结果不合格。故障信

息报表显示故障点 （物理地址０１９０６）与左后柜ＣＮ２－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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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全部信息报表

图８　故障信息报表

（物理地址１１２４）存在短接关系，与右前柜ＣＮ２－８ （物理

地址１４０７）存在短接关系。测试人员可以根据该信息快速

定位线缆的故障位置，从而进行现场故障排查。

４　结语

通过与实车对接测试，验证了某线缆测试仪转换软件测

试流程生成和结果报表生成功能的可行性。该转换软件能自

动生成测试程序，省去了手动编写测试程序文件、制作地址

分配文件等繁琐流程，大大节约了流程编辑时间，减少了编

辑测试流程出错率。同时，转换软件可生成全部信息报表和

故障信息报表，极大方便测试人员查找、打印测试结果，为

现场排查故障线缆提供指导，提高现场检错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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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动输入重建距离且重建距离获取困难的问题，本文提出

基于二代小波算法的数字全息显微成像自动对焦方法，用

全息图自动寻找最佳重建点，自动对焦准确率为９０％以上，

解决了传统重建算法难以获取重建距离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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