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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向传感器现场自动核查仪系统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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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大气探测技术保障中心&福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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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气象台&乌鲁木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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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摘要!针对格雷码式风向传感器的核查需求&尤其针对隐性故障较难排查的问题&设计了风向传感器现场自动核查仪系统$

系统采用电池供电&并可给风向传感器供电$通过利用格雷码的特性和风向值的变化规律等进行故障检测&使得操作更简便且故

障排查更全面$本系统通过了模拟故障测试和省市县三级相关气象部门的业务试用$结果表明&本系统便携易用&检测周期缩

短&检测结果的输出清晰准确&能较好地满足风向传感器现场核查的业务要求%

关键词!风向传感器$格雷码$故障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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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地面气象观测中所测量的风是水平运动的二维矢量&

包括风速和风向'

%

(

%风向指的是风的来向&是重要的地面

气象观测要素之一&目前我国各级气象台站广泛使用的是

格雷码盘式风向传感器&其主要部件包括)风向标*格雷

码盘*光电管组*外壳和信号线插座等%风向标随风旋转

时&带动同轴的格雷码盘同时旋转%对于七位格雷码风向

传感器&每转动约
"=&%"'j

!即
$(#j

/

"

/

"&传感器内部光电

管组则会产生
/

位新的格雷码电平%格雷码是一种无权

码'

"

(

&属于可靠性编码&相邻的两个码值只有一个二进制

位不同&特别适合于具有单步和循环特性的风向传感器

!转角位移输出信号"&可减小风向测量时随机取数时出现

较大误差的可能性%

风向传感器故障主要分为机械故障和电路故障'

$

(

%其中

机械故障主要为显性故障 !包括风向标转动故障和码盘变形

缺损等"&可以通过观察传感器外观和测试转动性能等方式

来排查$而电路故障除传感器完全不能工作外&主要为隐性

故障&故障原因包括传感器内部的光电对管损坏*插头脱焊

和线缆损坏 !如机械损伤*鼠咬破损或者长期使用造成的老

化"等&此时通常会使得部分格雷码点位输出错误&即传感

器不会完全停止工作而是继续 ,正常-输出信号%如果未及

时发现此问题并进行传感器维修或更换&数据中心虽然不会

有数据缺测的反馈&但是据此解算出的风向值为错误值&会

严重影响观测数据的质量%例如某国家基本气象站即存在此

类故障近
"

个月却未及时发现'

*

(

)从
*

月
"*

日起至
(

月
&

日&风向值虽然未缺测但是只在
P+PVF+F

之间变化&疑似

为错误值%业务人员通过将主站 !疑误风向传感器在主站"

与备份站风向值记录对比发现&主站风向在方位
FV-VP

之

间均无记录&并且在方位
+PV+F

度之间风向出现频率较备份

站正常记录明显偏多%经业务人员测量采集器端的格雷码电

平发现)在不同风向下&

,'

脚始终是高电平 !

*='_

以上"&

而
,*

脚始终是低电平 !

%_

以下"%因此可判断是格雷码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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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

!!

#

和
,'

异常%经过检查通信线缆发现)线缆中
,'

与电源线破

皮短接&

,*

线缆断裂开路%

上述隐性故障的排查方法包括使用核查装置事前检测

和利用风向数据事后反查%目前业务应用的风向核查装置

主要为
..P%#

型风向核查仪'

'/

(

&其风向示值校验采用同步

转动方法进行&适用于各类风向传感器的定性定量测量%

然而该装置需要人工观察和记录&无自动输出检测结果的

功能%赵建凯'

&

(通过使用
+: $̂"

单片机设计了
P]%'V"U

风

向传感器检测仪&可以实现格雷码和风向值的检测&以及

故障结果输出&但是只检测数值的连续性&而无法检测传

感器码盘偏位故障&同时未利用格雷码自身特性而对所有

格雷码数据进行比对&检测效率不够高并且没有风向值的

显示%李秀英等'

)

(通过总结风向传感器故障时错误方位示

值规律&无需测量格雷码&只要根据错误方位示值判断故

障点%但是需要准确地将风向标旋转到某一风向值范围内

!对工作人员技术水平要求高"甚至是某具体风向值 !要借

助专门的角度盘来定位&较难操作"%张永军'

%#

(等提出的基

于分布律规则的风向传感器故障检测算法虽然能够在不拆

下风向传感器的情况下准确发现和判断风向传感器单一或

组合式故障类型&此外&还有反查格雷码法'

%%%"

(等方法%

但是这些事后通过数据核查具有一定的滞后性&使得故障

期间的观测数据不可用&并且无法补测%

为此&本文从风向传感器核查工作的实际需求出发&

同时考虑到现有风向传感器核查仪检测方法不够全面 !只

利用到部分格雷码本身所固有的特性"且操作较繁琐等问

题&研制了基于单片机的风向传感器现场自动核查仪系统%

风向传感器通过接口模块连接入系统&系统可自动读取格

雷码和解算出风向值进行故障检测&最后可自动生成检测

结果并输出&输出方式包括
]P,

指示灯*数码管和蜂鸣器

等%同时&该核查仪便携易用&采用电池供电&风向传感

器接入后即可直接检测&无需额外对传感器供电%

2

!

系统总体设计

本系统以单片机为核心&通过模块化的电路设计&完

成相关功能模块的设计%系统主要由单片机*供电模块*

接口模块*按键模块*显示模块和声音模块等组成&系统

框图如图
%

所示%供电模块包括升压或降压模块将电池电

压调节后给系统供电%风向传感器通过接口模块连接入系

统&单片机通过
10

口连接并读取风向传感器的数据%人机

交互方式主要通过按键模块*显示模块和声音模块来实现)

使用者通过按键模块向系统输入&例如切换工作模式等$

系统通过显示模块和声音模块实现信息输出&例如格雷码*

风向值和声音提醒等功能%

3

!

系统电路设计

3G2

!

控制系统电路设计

由于系统除了需要连接和识别风向传感器 !输出为
/

位格雷码的风向传感器需要
/

个
10

口"以及对格雷码*风

向值和检测结果等信息进行显示 !显示模块包括
]P,

灯和

图
%

!

系统框图

数码管等"外&还需要识别按键和控制蜂鸣器等%同时&

为了使得系统电路更加简单可靠&因此主控芯片选择有较

多
10

口的单片机&本文选用封装为
]IZ;**

的国产单片机

+:U%'Z"J(#+"

'

%$%*

(

%它是宏晶科技生产的单时钟/机器周

期的单片机&采用
+:UVG'

超高速
U;Q

内核%它具有无法

解密*高可靠*高速 !速度比传统
&#'%

单片机快
&

'

%"

倍&

并且兼容其代码指令"和低功耗等特点%其内部集成高可

靠性的
`

/

U

时钟&可省去外部复位电路和晶振&并可
1+;

编程可选设置于
'

'

$'^bY

%

+:U%'Z"J(#+"V]IZ;**

具

有
*"

个
10

口&其工作电压为
*='

'

'='_

&

ZWB>K

程序存储

器为
(#5

&大容量
+̀ <^

为
"J

&高速异步串行口有
"

组&

具有
$

个普通定时器/计数器
:#

'

:"

为
%(

位可重装载&外

部管脚也能掉电唤醒%具有
$

路
UU;

/

;F^

/

;U<

!可再实

现
$

个定时器或者
$

个
,

/

<

转换器"%具有
'

个外部中断%

具有掉电唤醒专用定时器%具有
%

组高速串行通信端口

+;1

%其内部
PP;̀ 0^

为
%J

%具有看门狗%可对外输出

赶时间及复位&可设置下次更新程序需要口令%支持

+̀*&'

下载%

3G3

!

电源模块

由于本系统的应用场景主要是在野外&因此选用电池

供电&本系统采用
)_

方块电池
(]̀ (%

%同时由于本系统

的单片机和其他主要元器件的供电电压为
'_

&因此还需要

将
)_

电压经过降压模块降压形成
'_

电压进行供电&降

压模块选用
%'#5bY

固定频率的
;F^,U

开关稳压电源换

器
]̂ "')(+V'=#

'

%'%(

(

%它具有
$<

输出电流驱动能力&高效

率*高线性调整率*负载调整率和低纹波等特点%该芯片还

提供了工作状态的外部控制引脚&其应用电路简单&仅需极

少的外部元器件%此外&该芯片还内置过流过温保护等功

能%输入电压范围为
*='_

到
*#_

%电路图如图
"

所示%

图
"

!

降压模块电路图

3GF

!

接口模块

目前气象部门应用范围较广的格雷码式风向传感器主

要为中环天仪 !天津"气象仪器有限公司生产的
P]%'V

"U

'

%/

(和江苏省无线电科学研究所有限公司生产的
cIcV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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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向传感器现场自动核查仪系统设计
#

"&/

!!

#

:Z

'

%&

(

%其传感器底部航空插头分别为
%)

芯和
%"

芯的公

座&航空插头座焊装接线定义如表
%

所示%为了能检测风

向通信线缆 !即在现场核查时&将风向通讯线端子从主采

集器风向接口拔出&然后插入核查仪系统即可测试"&本系

统的接口模块选用与自动气象站主采集器的风向接口相同

的接线端子)

'=#&NN

接线端子
"P,M'=#&V);

公座%同

图
*

!

显示模块电路图

时&本系统也可通过转接线直接检测风向传感

器&即分别将两种风向传感器对应的航空插头

母座 焊 接 线 缆 连 接 到
'=#& NN

接 线 端 子

"P,M'=#&V);

母座%测试时&将该母座连接入

核查仪系统即可测试%

表
%

!

P]V"U

和
cIcV:Z

航空插头

座焊装接线定义表

焊线定义
P]V"U

航插端子编号

cIcV:Z

航插端子编号

,#

!最低位"

* %

,% ' "

," ( $

,$ / *

,* & '

,' ) (

,(

!最高位"

%# /

_

!电源正极"

% %%

M

!电源地"

" %"

信号地
$ &

风向传感器经由接口模块直接与单片机
10

相连&单片

机通过识别对应
10

口的电平状态)低电平时对应的格雷码

点位为 ,

#

-$高电平时则对应的格雷码点位为 ,

%

-%据此

可解算出对应的格雷码值及风向值%七位格雷码式风向传

感器的接口模块电路图如图
$

所示%

图
$

!

风向传感器接口模块电路

3GH

!

显示模块

显示模块主要包括
]P,

指示灯和数码管%其中数码管

用于显示风向值和测试结果等信息&选用
$

位共阳数码管&

采用动态扫描的方式来控制 !利用人眼的 ,视觉暂留现

象-&逐个快速切换显示不同位的数码管&使得看起来数码

管的
$

位数字是同时显示的"$

]P,

指示灯用于显示系统工

作模式和格雷码&分别选用
"

个
$NN

单色
]P,

和
/

个

$NN

共阴红绿双色
]P,

%

"

个单色
]P,

分别用于显示系统

的工作模块%实时格雷码及格雷码检测结果使用双色
]P,

)

当格雷码电平变化时双色
]P,

的红灯的亮灭状态切换 !即

格雷码输出 ,

%

-时&红灯点亮&格雷码输出为 ,

#

-时&

红灯熄灭"$当系统检测模式且已经完成了一个检测周期

时&若通过故障检测则对应的格雷码点位绿灯常亮&若未

通过故障检测则红灯闪烁%显示模块电路图如图
*

所示%

3GI

!

按键与声音模块

按键用于切换系统工作模式)检测模式 !自动重复进

行风向传感器故障检测"和显示模式 !实时显示格雷码和

风向值"%声音模块选用有源蜂鸣器 !其内部带有震荡源&

只要一通电就会鸣叫"&通过
;-;

三极管来控制蜂鸣器的

通电与否及通电时间)连接三极管的
10

口为低电平时三极

管导通&蜂鸣器鸣叫$

10

口为高电平时三极管则截止&蜂

鸣器静音%根据不同的检测结果信号输出不同的声音信号

!例如长鸣和急促间歇鸣叫等"以提醒使用者%按键与声音

模块电路图如图
'

所示%

图
'

!

按键与声音模块电路图

F

!

系统软件设计

本系统的程序设计主要为单片机编程%风向传感器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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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接线或自动气象站自带的通信线缆连接到本系统&通过

按键切换系统工作模式 !检测模式和显示模式"%显示模式

实时显示风向传感器的格雷码值及对应的风向值$检测模

式则利用识别和解算出来的风向值&根据故障检测算法对

接入的风向传感器进行故障判断%以下主要介绍检测模式

的故障判断逻辑&程序流程图如图
(

所示%故障检测的判

断逻辑主要包括)格雷码点位检测和风向值检测%其中格

雷码点位检测主要是检测风向传感器输出的格雷码数值是

否符合格雷码的自身特性$风向值检测则主要利用风向传

感器在旋转过程中风向值的出现规律进行故障判断%

图
(

!

系统程序流程图

FG2

!

格雷码点位检测

将风向传感器朝同一方向转动
%

周以上&针对传感器

输出的格雷码信号按如下的方法进行故障检测)

%

"由于风向传感器在旋转过程中&格雷码的每个点位

的输出既有高电平 !即 ,

%

-"又有低电平 !即 ,

#

-"%因

此&当某位格雷码的输出电平没有变化 !即只识别到 ,

#

-&

或者只识别到 ,

%

-"时&则认为此位格雷码异常&可直接

判定该风向传感器故障%例如
,#

始终为 ,

#

-!或者始终为

,

%

-"则可认为
,#

位损坏&该风向传感器存在故障%

"

"由于格雷码本身就具有如下的特点)任意两个相邻

的码值只有一位二进制数不同%因此&当检测过程中&风

向传感器相邻输出的
"

组格雷码之间的差异不止
%

个点位

时&则可判定该风向传感器存在故障%

$

"根据传感器厂家提供的 +风向角度与
/

位格雷码对

照表.&如表
"

所示&我们可以发现格雷码不同点位的 ,

#

-

和 ,

%

-是交替出现的&并存在如下规律)

,#

!即最右边点位"&

"

!即
"

%

"个 ,

#

-和
"

个 ,

%

-

交替出现$

,%

&

*

!即
"

"

"个 ,

#

-和
*

个 ,

%

-交替出现$

,"

&

&

!即
"

$

"个 ,

#

-和
&

个 ,

%

-交替出现$

,$

&

%(

!即
"

*

"个 ,

#

-和
%(

个 ,

%

-交替出现$

,*

&

$"

!即
"

'

"个 ,

#

-和
$"

个 ,

%

-交替出现$

,'

&

(*

!即
"

(

"个 ,

#

-和
(*

个 ,

%

-交替出现$

,(

&

(*

!即
"

(

"个 ,

#

-和
(*

个 ,

%

-交替出现$

当风向传感器朝同方向转动时&也可根据各个点位的

出现频率是否符合如上的规律来判断格雷码是否异常%若

不符合则认为风向传感器是异常的%由于风向传感器的初

始位置不确定&因此检测时分别从每位格雷码第一次检测

表
"

!

风向角度与
/

位格雷码对照表

角度 格雷码 角度 格雷码 角度 格雷码 角度 格雷码

#

!

-

"

#######)#

!

P

"

#%%####%&#

!

+

"

%%#####"/#

!

F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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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向传感器现场自动核查仪系统设计
#

"&)

!!

#

到电平变化时&开始记录统计%同时在测试时通常只要求

转动
%

周多&

,'

&

,(

在识别电平变化时开始计数&有可能

不会完整地识别到连续的
(*

个 ,

#

-和
(*

个 ,

%

-的间歇变

化%因此&在此步骤时&只进行
,#

'

,*

的检测&默认
,'

&

,(

正常 !若
,'

&

,(

异常&在接下来的风向值检测中也会

被检测出来"%

当以上
$

项故障检测均通过时&则认为风向传感器的

格雷码点位检测结果为正常%

FG3

!

风向值检测

风向传感器的格雷码输出信息最终需要经采集器转化

为风向值&因此还需要进行风向值检测%中国气象局部门

计量检定规程
..M

!气象"

##*7"#%$

+自动气象站风向风

速传感器.

'

%)

(中规定&风向实验室检定规定的检定点是)

#j

*

*'j

*

)#j

*

%$'j

*

%&#j

*

""'j

*

"/#j

和
$%'j

%但是考虑

到)!

%

"格雷码点位也可能存在工作不稳定的状态 !即在

检定点时格雷码各点位工作正常但是其他风向点时却异

常"$!

"

"若只在上述点位进行检测则需要对风向标严格定

位&然后再读取风向值检测是否异常%由于本系统主要应

用于野外现场核查 !观测场均在野外"&由于风和人手抖动

的影响&使得让风向标摆动到在某个核查点并且保持绝对

静止是较为困难的'

"#

(

% !

$

"如果全部取消核查点检测&则

可能会造成无法识别码盘偏位故障 !即码盘输出的格雷码

所解算的风向值与真实值存在偏移"%因此&风向传感器现

场核查仪需要尽量减少核查点&本系统只选用
#j

这
%

个检

测点 !因为风向传感器外壳在
#j

点通常自带有明显的竖线

标识&较好定位"并进行全部风向值的检测%

在朝同方向 !顺时针或逆时针"转动风向传感器时&

我们实时解算出对应的风向值序列存在如下的规律 !如表

"

所示")顺时针转动时&风向值的变化规律为数值依次增

大&当跨越
$'/j

时&下一个值为
#j

$逆时针转动时&风向

值的变化规律为数值依次减少&当跨越
#j

时&下一个值为

$'/j

%因此&也可利用此变化规律来判断传感器是否异常%

在进行风向值检测时&转动风向传感器朝同方向转动
%

周以上&根据解算出来的风向值是否满足如下的规律进行

故障检测)!

%

"风向标转到
#j

位置时&读取的风向值为
#

$

!

"

"风向值按递增或递减的顺序依次变化$ !

$

"每个风向

值都有出现 !所有风向值如表
"

所示"%当某风向传感器不

能满足以上的
$

个条件的任意一条时&则认为其存在故障$

当某风向传感器同时满足以上的
$

个条件时&则认为风向

传感器的风向值检测结果为正常%

FGF

!

检测结果输出

根据格雷码点位和风向值的检测结果情况&即可判断风

向传感器是否正常)当上述
"

个检测都通过时传感器正常&

否则传感器为异常%检测结果的输出主要通过双色
]P,

*数

码管和蜂鸣器来体现%检测结果对照表如表
$

所示%

H

!

系统测试与分析

系统研制完成后&为了检验本系统设计的可靠性和准确

表
$

!

检测结果对照表

单项检测情况 检测结果输出

格雷码点位检测通过&

风向值检测未通过

全部点位
]P,

绿灯点亮

数码管显示,

PCC

-

蜂鸣器急促鸣叫

格雷码点位检测未通过&

风向值检测未通过

异常点位红灯闪烁&其余绿灯常亮

数码管显示,

PCC

-

蜂鸣器急促鸣叫

格雷码点位检测通过&

风向值检测通过

全部点位
]P,

绿灯点亮

数码管显示,

;<+

-

蜂鸣器一声长鸣

性&还进行了模拟测试和实际应用测试%系统实物图如图
/

所示%模拟测试即模拟常见故障情况进行测试&主要包括

开路和风向缺失等故障&模拟测试结果见表
*

所示&其中

%

&

&

取值范围为
#

'

(

&并且
%

和
&

不相等%从表中可以

看出&本系统能有效地排查出有故障的风向传感器%同时

本系统可将检测周期缩短至
'

秒%

图
/

!

系统实物图

模拟格雷码点位异常故障
%

'

$

时&由于检测到的格雷

码点位
!

&

不满足上述格雷码点位检测中的方法 !

%

"&因此

!

&

对应的
]P,

指示灯红灯闪烁%同理&当不止一位格雷

码点位存在开路*始终为 ,

#

-或 ,

%

-时&对应点位的

]P,

指示灯红灯闪烁%

模拟格雷码点位异常故障
*

时&检测到的格雷码点位满

足上述格雷码点位检测中的方法 !

%

"但是不满足格雷码点

位检测中的方法 !

"

"%例如当
&h#

&

%h%

时&在风向为

%%j

和
%/j

时&格雷码分别为 ,

####%%%

-和 ,

####%##

-&不满

足格雷码 ,任意两个相邻的码值只有一位二进制数不同-%

模拟风向值缺失故障时&检测到的格雷码点位满足上

述格雷码点位检测&但是解算出来的风向值由于有缺失值

不满足风向值检测&因此全部点位的
]P,

绿灯常亮&数码

管显示 ,

PCC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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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

!

模拟测试结果

模拟故障 模拟方式 检测结果

格雷码点位异常

%

)

,-

开路

将
,-

从接线座中

拔出&不接入电路

,-

对应的
]P,

红灯闪

烁&其余绿灯点亮

数码管显示,

PCC

-

蜂鸣器急促鸣叫

格雷码点位异常

"

)

,-

始终为
#

将
,-

从接线座中

拔出&并用导线将

接线座
,-

位连接

到
M-,

,-

对应的
]P,

红灯闪

烁&其余绿灯点亮

数码管显示,

PCC

-

蜂鸣器急促鸣叫

格雷码点位异常

$

)

,-

始终为
%

将
,-

从接线座中

拔出&并用导线将

接线座
,-

位连接

到
_33

,-

对应的
]P,

红灯闪

烁&其余绿灯点亮

数码管显示,

PCC

-

蜂鸣器急促鸣叫

格雷码点位异常

*

)两个以上点位

变化相同

例如)将
,-

从 接

线座中拔出&并用

导线将接线座
,-

位与
,^

相连

全部点位
]P,

红灯闪烁

数码管显示,

PCC

-

蜂鸣器急促鸣叫

风向值缺失
旋转

$

/

*

圈!即不

转满
%

圈"

全部点位
]P,

绿灯点亮

数码管显示,

PCC

-

蜂鸣器急促鸣叫

实际应用测试)即在实际业务工作中进行测试&使用

本系统和现有的相关仪器进行对比检测验证%同时当检测

到传感器异常时进行验证 !包括使用万用表等仪器测量或

送检确定故障"%

"#"%

年
%#

月以来&本系统已在福建省气

象计量检定所*漳州市气象局*龙岩市气象局和南平市光

泽县气象局试用&反馈良好&无工作异常情况&能够较好

地满足格雷码式风向传感器的核查工作需求%

I

!

结束语

本文从格雷码式风向传感器核查的工作实际需求出发&

设计研发了风向传感器现场自动核查系统%该系统便携易

用&可快速对风向传感器的格雷码点位*逐个风向值和通

信线缆等进行检测%风向传感器直接接入后即可进行检测&

无需对传感器进行额外供电%同时&该系统体积小&重量

轻&便携易用&检测周期短&检测结果输出快&可快速高

效地完成风向传感器的核查工作%

考虑到风向传感器隐性故障较难发现&除了要求台站

工作人员定期进行核查&在今后的工作中&也可将本系统

进行相应的修改后&挂接在业务运行的自动气象站主采集

器的风向传感器接口上&进行在线故障检测%检测算法可

做出相应的修改)检测时间周期可适当延长 !在较长时间

周期内&风向传感器在自然风的吹动下&也会转动一周以

上"$采用格雷码点位检测 !格雷码的每个点位的输出既有

高电平又有低电平*相邻
"

组的格雷码只变化
%

个点位"和

风向值检测 !当风向传感器转动
%

周以上时&每个风向值

应该都能识别到"进行故障检测%同理&对其他位数格雷

码输出的风向传感器也可采用类似的检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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