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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 介绍由 N I公司 LabV IEW编程的基于 TCP / IP协议的远程监测系统的数据传输 ,利用 SQL - SERVER对上传的数据进行

管理 ,简单介绍了 LabV IEW与数据库之间的连接工具 ———LabSQ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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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ata transm ission of long2distance monitoring system based on TCP / IP p rotocol p rogrammed by Lab2
V IEW of N I Company is introduced in this paper. The SQL2SERVER is used to manage received data. A lso, the con2
nection tool between LabV IEW and database—LabSQL is simp ly described.

Key words: LabV IEW ; TCP / IP p rotocol; SQL2SERVER; LabSQL

0　引言

LabV IEW是由美国 N I公司开发的基于图形化编

程语言 G的开发环境 , 它是使用工程技术人员熟悉的

术语、图标、概念、图形化的符号编程的一种方法。本

文主要介绍基于 LabV IEW平台 ,采用 Socket网络套接

字构建 TCP协议层的远程监测系统服务器端应用软

件 ;采用 SQL2Server实现对监测上传的数据进行管理。

系统总体结构图如图 1所示。

图 1　系统总体结构

1　以太网通信

基于 LabV IEW平台的 DataSocket技术 ,通过以太

网将远程客户端的应用程序以网络数据包的形式传输

到远程服务器端。

1. 1　TCP / IP整体构架概述

TCP / IP协议并不完全符合 OSI的 7层参考模型。

传统的开放式系统互连参考模型 ,是一种通信协议的

7层抽象的参考模型 ,其中每一层执行某一特定任务。

该模型的目的是使各种硬件在相同的层次上相互通

信。这 7层是 :物理层、数据链路层、网络层、传输层、

会话层、表示层和应用层。而 TCP / IP通信协议采用

了 4层的层级结构 ,如图 2 TCP / IP协议簇的 4个层

次 ,每一层都呼叫它的下一层所提供的网络来完成自

己的需求。这 4层分别为 :

图 2　TCP / IP协议簇的 4个层次

应用层 　应用程序间沟通的层 ,如网络远程访问

协议 ( Telnet)、文件传输协议 ( FTP)、电子邮件传输 ( e2
mail)等。

传输层 　在此层中 ,它提供了节点间的数据传送 ,

应用程序之间的通信服务。主要功能是数据格式化、

数据确认和丢失重传等 ,如传输控制协议 ( TCP)、用户

数据包协议 (UDP)等。TCP和 UDP给数据包加入传

输数据并把它传输到下一层中 ,这一层负责传送数据 ,

并且确定数据已被送达并接收。

网络层 　负责提供基本的数据封包传送功能 ,让

每一块数据包都能够到达目的主机 (但不检查是否被

正确接收 ) ,如网际协议 ( IP)。

链路层 　有时也称作数据链路层或网络接口层 ,

通常包括操作系统中的设备驱动程序和计算机中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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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网络接口卡 ,它们一起处理与电缆 (或其他任何传

输媒介 )的物理接口细节。

1. 2　TCP / IP的工作原理

TCP / IP的工作原理如图 3,在源主机上应用层将

一串字节流传给传输层 ;传输层将字节流分成 TCP

段 ,加上 TCP包头交给 IP层 ; IP层生成一个包 ,将

TCP段放入其数据域 ,并加上源和目的主机的 IP地址

后 ,交给网络接口层 ,再交数据链路层 ;数据链路层在

其帧的数据部分装上 IP包 ,发往目的主机或 IP路由

器处理。在目的主机处 ,数据链路层将数据链路层帧

头去掉 ,将 IP包交给网络接口层再交 IP层 , IP层检查

IP包头 ,如果包头中的检查和计算出来的不一致 ,则

丢弃该包 ;如果检查一致 , IP层去掉 IP头 ,将 TCP段

交给 TCP层 , TCP层检查顺序号来判断是否为正确的

TCP段 ; TCP层检查 TCP包头 ,如果不正确就抛弃 , 若

正确就向主机发送确认 ;目的主机在传输层去掉 TCP

头 ,将字节流传给应用程序。

图 3　TCP / IP的工作原理

1. 3　基于 LabV IEW的 TCP通信编程实例

LabV IEW 可以直接使用 TCP / IP协议的传输层 ,

这一层的功能主要是提供应用程序间的通信 , TCP / IP

协议簇在这一层的协议有 TCP和 UDP, LabV IEW提供

了与这两个协议相关的功能函数。UDP协议较为简

单 ,但可靠性稍差 ; TCP协议提供的是面向连接、可靠

的字节流服务。当客户和服务器彼此交换数据前 ,必

须先在双方之间建立一个 TCP连接 ,之后才能传输数

据。TCP提供超时重发、丢弃重复数据、检验数据、流

量控制等功能 ,保证数据能从一端传到另一端 , 因而 ,

多数情况下 ,为了实现可靠性数据传输 ,考虑使用 TCP

协议构建 PC端服务器。

本模块应用 Socket技术构建基于 TCP协议的服

务器 ,实现监测终端与远程服务器数据的传输和共享 ,

保证数据的实时性 ;应用 TCP / IP技术实现监测终端

和服务器进行对话、数据传输等其余的网络通信功能。

在 LabV IEW 中可以利用已发布的 TCP V I及相关

子例程设计实现 TCP通信。此前需要在通信的计算机

上正确安装 TCP / IP协议簇。在已接入 Internet/ Intranet

的 W indows/Unix系统中 , TCP / IP协议是内置的 ;若是

新接入的计算机系统 ,须确保 TCP / IP正确的安装和设

置 ,同时保证通信所需的源端口 /目标端口开放。

由于需要把各数据点的数据汇总到处理主机 ,设计

上采用服务器 /客户端通信模式 ,下面以一个简单的服

务器与客户端之间收发的例子来模拟 ,设计其工作模式

如图 4,具体服务器端程序如图 5,客户端程序如图 6。

图 4　双机 TCP通信流程图

图 5　服务器端软件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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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客户端软件设计

　　运行仿真结果如图 7所示 ,由图中可看出在服务

器端软件中输入 abc,则在客户端接收到 abc;同时客

户端输入 123,则在服务器端接收到 123,实现了客户

端与服务器端的数据传送功能。

图 7　双机 TCP通信仿真结果

2　LabV IEW 与数据库的连接技术

2. 1　数据库访问的工具包 LabSQL简介

LabSQL是一个免费的、多数据库、跨平台的 Lab2
V IEW数据库访问工具包。目前的版本是 LabSQL Re2
lease 1. 1。LabSQL支持 W indows操作系统中任何基于

OBDC的数据库 ,包括 Acess、SQL2Server、O rcale、Perva2
sive、Sybase等。LabSQL 是利用 M icrosoft ADO 以及

SQL语言来完成数据库访问 ,将复杂的底层 ADO 及

SQL操作封装成一系列的 LabSQL V Is。LabSQL V Is

按功能可分为 4类 :

(1) Command V IS,完成一系列的基本 ADO 操作。

(2) Connection V IS, 管理 LabV IEW 与数据库之间的连

接。 (3) Recordset V IS,对数据库中记录进行各种操作。

(4)高层 V IS,对前 3类 V IS进一步进行功能的封装。

2. 2　建立 LabV IEW与数据库的连接

SQL Server 2005是微软推出的一款基于应用客户

机 /服务器体系结构的关系数据库管理系统 ,它提供了

较为全面的服务。本文采用 SQLServer 2005关系数据

库管理系统 ,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

(1) 安装好 SQL Server 2005后 ,在对象资源管理

器中选择要创建的服务器 (这里为本地计算机 ) ,右击

“数据库 ”,在弹出菜单中选择“新建数据库 ”命令 ,在

弹出窗口中 ,设置数据库的名称“radiation test”,设定

数据文件和日志文件的属性。

(2) 将 DAQ添加到系统数据源 DSN中 ,并选择

该系统数据源的驱动程序。本文所选驱动程序为 SQL

Server ,任何具有权限的用户都可以访问该数据源。

(3) 利用 create命令创建数据表。这里需要建立

4个表格 ,分别用来存储远程监测终端上传的分钟数

据、小时数据、报警数据和日志文件。打开一个 Connec2
tion对象并调用 Open方法连接数据源。在 ADODB.

Connection的 Open方法中需要设置一些与数据库连接

的参数 ,连接字符串为具体的数据源 (ODBC) ,在此为

“radiation test”;然后调用 Connection对象的 Execute方

法执行 SQL语句 , SQL语句输入可通过软件里的 Com2
mand Text输入 ,提交给 Execute方法执行。

2. 3　LabV IEW访问数据库流程

利用 LabSQL访问数据库的步骤大致分为 4步 :

(1)通过 ADO Create. vi创建一个 Connection对

象。 (2)利用 ADO Connection Open. vi建立与数据库

的连接。 (3)利用 ADO SQL Execute. vi执行对数据库

的操作 (查询、添加、删除、修改 )。 (4)利用 ADO Con2
nection Close. vi和 ADO Connection Destroy. vi关闭与

数据库之间的连接。 (下转第 48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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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　5位 ; 01　6位 ; 10　7位 ; 11　8位

线路状态寄存器 (LSR )提供了与 CPU 进行通信

过程中的状态信息 ,其中包括接收寄存器中数据是否

已准备好、是否发生数据溢出或奇偶校验错误、发送寄

存器是否空等标志 , CPU 可在任何时候读取这些状

态 ,以查询的方式与 16C550 进行通信。为了减少

CPU对接收和发送寄存器读写的次数 ,节省时间 ,

ST16C550还提供了 F IFO模式 , F IFO缓冲区的大小由

F IFO控制寄存器 ( FCR)决定 ,最大为 14个字节。

具体的程序代码如下 :
lcr_dlab . set 80h　　　　　　; DLAB = 1,写波特率发生器

baut_dll . set 60h ; K = 1200kbit/ s

baut_dlm . set 00h

lcr_data . set 03h ; parity = 0, stop = 1, data = 8

ier_data . set 06h ;使能接收和发送的中断控制位

temp . usect " temp" , 5 ;定义 5个临时地址

initial:

STM #temp, AR1

STM #lcr_dlab, 3 AR1 + ;将初始值放到临时地址中

STM #baut_dll, 3 AR1 +

STM #baut_dlm, 3 AR1 +

STM #lcr_data, 3 AR1 +

STM #ier_data, 3 AR1 +

STM #temp, AR1

PORTW 3 AR1 + , 03h ;将初始值写入到 ST16C550相应的寄存器中

PORTW 3 AR1 + , 0h

PORTW 3 AR1 + , 01h

PORTW 3 AR1 + , 03h

PORTW 3 AR1 + , 01h

ANDM #0, IFR ;清除中断标志寄存器

STM #03h, IMR ;打开 INT0, INT1中断

STM #0220h, PMST ;设置中断向量指针 IPTR

RSBX INTM ;开放总中断

IDLE ;等待中断

3. 2　中断服务程序

中断服务程序分为接收程序和发送程序 ,将接收

的数据存放在 receive_buffer开始的缓冲区 ;要发送的

数据存放在 transm it_buffer开始的缓冲区。

程序代码如下 :
STM #receive_buffer, AR2　;将接收缓冲区首地址赋予辅助寄存器 AR2

STM #transm it_buffer, AR3 ;将发送缓冲区首地址赋予辅助寄存器 AR3

receive:

PSHM ST1

PORTR 00h, 3 ar2 + ;读入来自接收缓冲寄存器的数据

POPM ST1

RETE ;开中断返回

transm it:

PSHM ST1

PORTW 3 ar3 + , 00h ;将数据写入到发送缓冲寄存器

POPM ST1

RETE ;开中断返回

3. 3　功能验证

ST16C550提供了一种 LOOPBACK模式 ,将 MO2

DEM控制寄存器中的第 4位置 1进入这种模式。在

LOOPBACK模式中 , RX和 TX引脚在内部连接起来 ,

发送的数据经 RX引脚又接收进来。通过这种模式 ,

可以验证软件设计的正确性。

4　结论

借助串口调试助手 ,将 PC 机的波特率设置成

1200kbit/ s,然后向 ST16C550发送异步串行数据 ,变成

同步数据后送入 DSP中。DSP将接收到的数据再返

送回 PC机中 ,结果显示与发送的数据完全一致 ,验证

了本系统设计的正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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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bV IEW 访问数据库的流程如图 8所示。

图 8　LabV IEW访问数据库的流程

3　结束语

本文简单介绍了远程监测系统服务器端软件的构

建 ,包括基于 TCP / IP协议的数据通信与数据管理。

其中 ,数据通信介绍的是双机通信的一个简单例子 ,在

实际应用中 ,还可以根据需要扩展为多机通信。而

LabSQL是 LabV IEW与数据库之间进行连接的一个工

具包 ,在实际应用中 ,可以利用其提供的模块 ,根据实

际需要进行数据库中表格的建立 ,插入记录 ,以及查询

表格等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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