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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主要介绍了一种在自定义串行通信协议下的基于
Q74

K

OF

的串行通信监控程序设计"通

过分析使用
Q74

K

OF

控件
-&M3DD

进行串行通信的方法!阐述了串行通信软件的实现方法!为自

动控制和监视系统的通信提供了一种实现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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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

由于机房空间狭小!为方便设置机房内光端机的参数和实时监测光端机的工作参数#增益和光功率$

可以利用
.#!#

串口通信近距离监控%也可以通过发射端
.#!#

转
.C##

!接收端
.C##

转
.#!#

!从而增加

监控距离%这样解决了机房狭小带来的操作设备困难的问题%

(H

K

9FG7

公司推出的
Q74

K

OF

是一种基于

%8

E

7ML&;GM;4

语言的'用于开发
dFHN3RG

应用程序的'功能强大的可视化开发工具!其具有的可视化面向

对象的特性!特别适于在
dFHN3RG

环境下图形界面和用户程序的编制%

文中介绍的是正是基于
Q74

K

OF

的串行通信应用程序设计实现过程!它是基于自定义通信协议下的监

控应用程序%理解它对设计基于
Q74

K

OF

的串行通信监控程序有很好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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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定义通信协议

787

!

命令字格式

&)

与
0)/

通信!写'读取
0)/

中的数据需要遵循一定的通信协议%串口通信协议采取帧格式!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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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带
).)

校验%计算机与单片机之间相互通信所用的帧格式第一个字节#前
B

位$规定为-命令字.!其组

成定义如下"前
?

位#-命令码.$是确定要操作的变量!可选择
#

?

Z?C

个变量&后两位确定的是操作方式!

即-状态标志码.!约定如下"

$$

为只读方式'

$"

为写命令方式!

"$

为写数据方式!

""

为预留%因为采用的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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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LM[MM9@@Z0

"?

a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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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

=

a"

$!所以产生的校验码是两个字节的%每次发送的一

帧都是三个字节!第一个字节是命令字或数据字!后两个字节是校验码(

"

)

%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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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令字格式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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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命令及返回数据的帧格式定义

读操作是发送一个字节的命令字和这个命令字的两个字节的校验码%单片机收到这
!

个字节的数

据并校验无误后!发送指定的变量给计算机#返回数据的帧格式见图
!

$

(

#

)

&若校验错误!连续发送-重发

帧.2

$V$$

3'2

$V66

3'2

$V66

3给计算机!通知重发并开始计数!累计
"$

次后不再重发#避免陷入死机$!停

操作并发送-告警帧.2

$V$"

3'2

$V$"

3'2

$V$"

3给计算机%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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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命令帧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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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片机返回给计算机的数据格式!第一字节数据!后两个字节校验码"

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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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数据帧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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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命令的帧格式

写数据的帧格式#包括写数据命令帧和写数据数据帧$格式和读数据帧格式类似!稍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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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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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件串口通信具体实现方法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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串口参数的设置

-&M3DD

控件!主要属性有"

)3DD,;D7

#串口名$'

S;:.;L7

#波特率$'

&;LFL

<

#奇+偶校验$'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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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79FT7

#数据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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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止位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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串口的打开和关闭

使用方法
-L;9L)3DD

和
)43G7)3DD

来打开和关闭串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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串口的读写操作

用触发事件来实现!在
.7M7FP7Q;L;

事件中接收数据并处理!

S:JJ79

参数是接收到的数据(

C

)

!

S:JJ79+7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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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

是接收到的数据的长度%在
d9FL7)3DDQ;L;

事件中把要发送的字符串写入发送缓冲区%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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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自定义协议的事件处理

如事件"计算机控制光端机上的光功率操作!原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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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传输设备监控软件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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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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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

设计的监控软件实时地监测了光传输设备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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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光功率'增益$!同时可以实时地远程控制修改光端机的信息!方便了工作人员的操作!监控软件界

面人性化水平高!易于操作!由于加了
).)

校验!软件监控准确无误(

?

)

%

?

!

结
!

论

文中介绍的是一种基于自定义协议和
Q74

K

OF

的串行通信监控程序设计的实现方法!对于广大想设计

串行通信监控程序的科技人员有很高的借鉴价值%文中介绍的设计方法流程简单'步骤简练清晰!不用

涉及到底层的驱动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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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蓝光材料'蓝光主体材料研究获系列进展

有机发光二级管#

%+1Q

$在全彩色平板显示和固态白光照明等领域展示出诱人的前景!引起了人们

极大关注%在科技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和中国科学院的共同支持下!中国科学院化学所有机固体重

点实验室相关课题组多年来致力于有机光电材料及器件的研究工作!在关键性的蓝光材料'蓝光主体材

料方面取得了系列进展!成果发表于
#$"$

年第
#$

期的/先进功能材料0#

*NP6:HML0;L79

$%

近年来!该课题组对一系列蓝光材料'蓝光主体材料的结构与性能之间进行了深入研究!成果发表在

/化学材料0#

)O7D0;L79

$期刊上%其后!课题组利用互补色和部分能量下转换的原理制备了稳定的'高

效率的白光器件!研究成果发表在/材料化学0#

\0;L79)O7D

$期刊上%

最近!化学所有机固体重点实验室相关课题组设计了一种高热稳定性的无定型分子!它能与常用的

高效率磷光发射材料
6(9

K

FM

形成固态溶液!从而实现高效率的蓝色磷光发射!该工作发表在
#$"$

年第
##

期的/先进材料0#

*NP0;L79

$%

化学所研究员刘云圻介绍!

6(9

K

FM

是一种天蓝色磷光发射材料!也是目前报道的发射效率最高的材

料!其发射峰位于
C@CHD

处左右!且发射光谱很宽%由于没有一个良好的蓝色磷光主体材料在能级与化

学相容性上与
6(9

K

FM

匹配!磷光发色团之间容易相互作用!从而引起发射光颜色不纯和发射效率降低!因

而限制了其用途%科研人员利用苯基联二芴为核构建的咔唑类分子!是一种高热稳定性材料!同时具有

很高的三线态能级!能与
6(9

K

FM

形成固态溶液!使得
6(9

K

FM

磷光分子得到很好的分散!从而实现了其本征

的蓝光发射%这一工作将为蓝色磷光主体材料的设计提供新的指导思想%

%摘自'科学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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