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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对远程数据采集系统的设计、加工和调试过程做了

简单明的了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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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热力公司是城市供暖、供热的重点营销企业。其

设在发电厂热网出口的调度中心则担负着汽网和水

网的调度和计量任务。

为了更好地完成市政府供热、供暖的任务 ,努力

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 ,哈尔滨市热力公司于 1997年

8月与哈尔滨七 O三研究所合作对原有的热网出口

计量系统进行了彻底的技术改造。并于当年 11月份

投入试运行。

经过市计量检定测试所现场检定和严格计算分

析 ,认为: “该系统采用经典的标准孔板计量方法 ,应

用工控微机根据热网首端实时测得的热工信号 ,对

各管线的瞬时质量流量、累积流量、瞬时热流量、累

积热量、温度及压力等进行计算显示 ,并打印报表 ,

是热网首端实现科学化调度管理的重要手段。”“经

过全面的严格测试 ,该系统各项计量精度均优于设

计指标要求。”两个多月的实际运行也表明 ,该系统

测试、显示稳定 ;记录、存储数据完整 ;受到调度中心

的专业人员好评。

2　主要技术指标和设计要求

根据技术改造方案的要求 ,该系统的技术指标

着眼点在测量精度和稳定性 ,因为该系统要常年不

停顿地运行 ,任何测量误差都将引起累积量的更严

重的差错 ,所以它不同于普通的工业监测系统。

具体要求如下:

( 1)从采集器至测量系统显示输出的精度为

0. 2% ; (包括信号采集、 A /D变换、异地传输、存储、

计算、送显等 )

( 2)全部数据的处理周期为 2秒 ; (包括 13个测

试量输入 , 26个以上的计算量输出 )

( 3)温度测量的一次元件要求选用铂电阻温度

计 ,直接引入测量系统 ;

( 4)压力和压差测量的一次元件要求选用孔板 ,

经工业变送器引入测量系统 ;

( 5)调度中心配备操作台、微机屏幕显示和数码

大屏幕显示等设备 ;

( 6) 采用分布式方案 ,下位机负责采集、计算和

显示 ;上位机负责报表处理和特性分析。

3　主要难点和具体的解决方法

该系统面临的环境是:测量间位于发电厂院内 ,

而调度中心位于与发电厂一路之隔的二层楼上 ,信

号电缆穿过马路下面通过 ,电缆长度近 300米 ,易受

大量过往汽车的火花干扰。

调度中心还有一套发射功率很大的车载电台 ,

对采集系统干扰也很大。所以 ,研制该系统的难点就

是确保现场采集的精确度和妥善处理远传信号的抗

干扰问题。

为了综合解决以上两个问题 ,对现场采集器、电

流传输法、频率传输法方案进行了分析 ,也参考了一

些实例 ,最后确定了如下措施:

3. 1　选用 ADAM采集模块

该系统的现场采集部分按照无人值守的条件设

计 ,选下台湾研华的 ADAM工控模块完全符合现场

使用的要求。它的特点是稳定、易安装 ,并且可以任

意组合或进一步扩展 ,尤其是它的通讯传输标准化 ,

抗干扰能力强 ,比电流传输和频率量传输都有很多

长处。ADAM模块的种类很多 ,根据需要选用了电

流输入模块和铂电阻输入模块两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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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　电阻温度计采用 4线制输入

因为从测量现场的电阻温度计到采集模块之间

的引线不可能做到严格对称 ,会引起很大测量误差 ,

所以 ADAM模块采用 4线制引入 ,通过自动补偿消

除了由引线产生的测量误差。

3. 3　电流信号由标准电阻取压输入

根据 ADAM模块的要求 ,± 20 m A电流信号需

要由标准电阻取压输入 ,该电阻可在 100Ψ至 125Ψ

之间根据需要选取 ,其稳定性是系统测量的关键 ,而

标称值与实际阻值的偏差可由程序补偿。

3. 4　远传电缆采用屏蔽双绞线

在现场采集至热力公司调度室之间的远传电缆

采用了带屏蔽层和保护外皮的双绞线 ,为了防止意

外的断线 ,铺设电缆时 ,另加了一根备份。

3. 5　选用优质工业控制计算机

图 1　计量系统方框图

为了能使系统长期、可靠、不间断地工作 ,选用

了台湾研华的 586工业控制微机 ,其电源容量大 ,散

热好 ,插板组装牢固 ,适合长期连续工作的需要。系

统选用了 15″的飞力利浦直角平面彩色监视器 ;显示

卡和各种接口板也选用了新型优质产品。

3. 6　大尺寸数码显示屏

为了便于调度人员观察 ,在数码显示屏的设计

上 ,选用了高度为 34毫米的高亮度数码管 ,并在安

装前经过老化筛选。显示屏设计采用“单表固定 ,整

体覆盖”的方案 ,以大块茶色有机玻璃将数码屏联为

一体 ,因为每块表具有独立锁存功能 ,所以能够通过

调整 LED的电压来调节显示屏的亮度。

3. 7　应用软件的编写

由于本系统的应用程序规模不大 ,而可靠性才

是其重点 ,所以没有采用流行的 WINDOWS环境 ,

而选用了 DO S环境下的 QB- 45来编制主程序。因

为 QB语言的语法清楚 ,编程灵活 ,具有与 C语言类

似的模块化设计和调试功能 ,维护起来非常方便。为

了保证精度 ,对于程序中涉及到质量流量和热流量

等计算的问题 ,没有直接用 QB-45编写 ,而是调用了

一个工程计算模块 ,该模块是用 FO RTRAN语言编

译的 ,在双精度变量的计算过程中对各种补偿、修正

都考虑得非常周到。

该系统配有工控机特有的“看门狗”功能 ,对意

外的死机能自动恢复引导 ,并通过专用子程序对累

加值数据自动进行补偿 ,使系统在无人干预的情况

下稳定运行。

3. 8　通讯处理

为了随时处理采集的数据 ,又不至于影响采集

系统的时间周期 ,选用了一种简便可靠的通讯处理

结构: 即通过下位机 (工业控制机 )的并行口与上位

机 (分析处理用 PC机 )的并行口连接 ,并在启动系统

时运行一个连接程序 ,使上位机可以在不干扰下位

机的情况下随时取走采集数据。详细的报表打印和

特性分析等工作则由上位机单独完成。

3. 9　软件补差功能

如果发生意外的停电、死机故障 ,虽然可以自动

或手动恢复 ,但在停顿的这段时间里的测量数据将

丢失 ,这必然造成累积值的误差 ,如果停顿的时间较

长 , ( U PS电源只能维持 30分钟 )所造成的误差就相

当大了 ,所以 ,在软件中设置了自动补差功能。

每当出现微机再起动的时候 ,软件首先检查上

次存盘的时间标记 ,再根据当前时间依次判断丢失

的小时、分钟数和秒数 ,然后根据丢失前的平均值分

别补齐、存盘。

4　结论

通过该系统的改造 ,对复杂环境下数据采集的

设计又积累了新的经验 ,同时对改善热力公司的生

产环境、提高经济效益都起到相当大的作用。

(复　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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