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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LABVIEW 与 DSP的串口通信在电力系统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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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介绍 电力 系统中，基于法拉 第效应的光学电流互感器测试 电流的基本 原理 ，采 用 TI的最新数 字处理芯片 

TMS320F28335的片内A／D转换器对被测电流进行数据采集，以LabVIEW 作为开发平台，使用串口将 DSP的数据传送给 PC端，同 

时给出DSP与 KS232的硬件连接图，以及 DSP和 LabVIEW 的软件编写程序，对实验室小电流模拟的高强电流信号进行测试研究， 

测试结果表明该数据采集及分析系统能正常通信，为电力系统电力参数的监测提供了可靠、简便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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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对电能需求日益增大，电力系 错的检查131。 

统中电力参数的监控显得异常重要，光学电流互感器(OCT)由 本电路采用RS一232串口接口标准，通过符合 RS一232标准 

于其绝缘性能好 、耗材少 、造价低 、安全稳定、抗电磁干扰性能 的驱动芯片 SP3232EEA来实现 "／TIA~S一232C之间的电平转换 

好、无污染等优点逐渐取代传统的电流互感器成为测量电流最 电路。对被测电流数据的采集采用了F28335内部集成的l2位 

好的方法。另外 ，数据采集是测试系统中的一个重要过程，采用 A／D转换器，其内部 自带采样保持电路， 80ns的转换时问，确 

数字信号处理器 (DSP)作为前端数据采集，通过串口进行与 保了转换的精度。其硬件连接如图2所示。 

LabVIEW 的数据通讯 ，则比昂贵的数据采集卡显得更为便利 
[1l

，本文就此设计了一个基于 TMS320F28335的数据采集及分析 

系统系统，用 LabVIEW对 DSP采集的电流数据进行分析处理 ， 

并通过串口实现二者之间的数据交换。 

1 光学电流互感器的基本原理 

光学电流互感器(ocT)的工作原理是 Faraday效应。即当一 

束线偏振光通过置于磁场中的磁光材料时线偏振光的振动面会 

线性地随着平行于光线方向的磁场的大小发生旋转 ，结合安培 

环路定律 ，得出电流 和振动面的旋转量 存在线性关系，通过 

测量线偏振光振动面的旋转角度，就可间接地测量出导体中的电 

流值。然而 以目前的技术水平，旋转角 难以直接被测得，一般 

是通过测量和计算含有信息的出射光强信号的大小变化而间接 

获得。测量原理如图 1所示。 

光功率 R ⋯  

图 1 无源光学电流 互感器测量 

2 硬件部分设计 

DSP芯片采用 TI公司的TMS320F28335，其内部有两个 SCI 

异步串口，该串行通信接口模块(sci)支持CPU与其他使用标准 

格式的异步外设之间的数字通信。SCI的串口接收和发送均是双 

缓冲的，接收和发送都有 自己独立的使能和中断标志位。全双工 

模式下，两者都可以独立或同步运行。为了确保数据的完整性， 

SCI模块对接收的数据进行间断检测、奇偶性校验、超时和帧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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串口通讯 

图 2 DSP与串口硬件连接 图 

3 软件部分设计 

3．1LabVIEW部分 

LabVIEW 是实验室虚拟仪器工程平台 (Laboratory Virtual 

Instrument EngineeringWorkbench)的简称 ，是 目前应用最广泛 、 

发展最快 、功能最强的图形化 软件开发环境 。在 LabVIEW 

环境中使用 串口与在其它开发环境中开发过程类似 ，主要包 

括三个部分。即首先调用 VISA Configure SeriM Port完成串口 

参数的设置，包括串口资源分配、波特率、数据位 、停止位、校 

验位和流控等。若初始化没有问题 ，就可以使用这个串口 

进行数据收发。发送数据使用 VISA Write，接收数据使用 

VISA Read。 

LabVIEW部分程序框图如图 3所示 ，可连续显示 12个周 

波 ，能够自动记录数据到excel的部分。 

图4为 Labview的一次测量数据的截图，图中较大的波形为 

原始AD转换采样数据组成的波形。系统采用每12周波分析一 

次数据，使用了多种的Labview计算方法对数据进行各种方面的 

测试。如OCT传感头温度、两路差分信号的平均值、实时有效 

值，l2周波平均有效值，有效值误差的均方差，有效值误差，每周 

波的采样点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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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LabVlEW 部分程序框 图 

图 4 测试 结果显示 

3．2DSP部分 

DSP的软件设计是在 CCS3．3(Code Composer Studio 3．3)上 

实现的，CC3．3S是TI开发的—个完整的DSP集成开发环境，也是目 

前最新版本、使用最为广泛的 DSP开发软件之一，它提供了环境 

配置 、源文件编辑、程序调试 、跟踪和分析等工具，以帮助用户在 

一 个软件环境下完成编辑、编译链接 、调试和数据分析等工作哪。 

DSP的时钟频率为 30MHZ，本系统波特率设置为最大值 

115200、8位数据 、1位停止位、无奇偶校验 ；A／D转换器数据采 

样频率为 50KHz。 

4 结束语 

本系统主要实现了对电力系统中电流参数的数据采集与监 

测分析。其中，采用了目前最高端的光学电流互感器测量法来检 

测电流，利用了DSP片内的A／D进行前端数据的采集 ，通过串口 

实现与 Labview的数据通讯。同时，利用 LabVIEW 的强大信号分 

析处理功能，构成了一套操作简便、有效的数据采集与信号分析 

应用系统。通过实验测出的数据分析，除去 OCT测试法本身的 

因素，实验证明本数据采集及分析系统能良好运行，为电力系统 

电力参数的监测提供了可靠、简便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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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24页)router到 Internet通过 PPP—DS3连接； 

②应用类程序类型型为FTP，选择 High Load； 

③Client设置为请求 FTP服务 ，Repeatability设置为 “once at 

start time”； 

④IP Clouds丢包率为0％，Server端TCP不使用快重传和 

快恢复。 

⑤模拟网络工作时间设置为5分钟。 

2．2．3检验仿真结果 

首先要选择所需的统计数据 ，本实验选择的统计数据为 

TCP连接的 congestion widow size(Bytes)，运行仿真后得到的结 

果如图 2TCP拥塞窗口变化情况所示。 

2．2．4调整 IP_ 

Clouds丢包率为 0．05％，再次运行观察有关情况，Server端 

TCP只启动快重传，以及同时启动快重传和快恢复算法 ，再次运 

行观察有关情况。 

2．2．5回答问题 

①当网络丢包率增大时，如何使网络中数据流量平稳一些? 

②得到不同算法情况下 ，F什 服务器端的瞬时流量图和平 

均流量图，并分析相应算法对 P服务器的影响。 

③若使用无线链路时，应果用那一猢 塞控制方法，为什么? 

3 结束语 

计算机网络实验教学长期以来一直是计算机网络教学过程 

中的难点 ，实验教学的组织对课堂的教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组 

织良好的实验教学会对课堂教学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组织不 

好则会影响到课堂教学的效果。计算机网络需要实验的支撑，以 

加深学生对抽象 内容的理解 ，借助 OPNET的强大功能，同时可 

以增强学生对计算机网络的整体认知，强化学生对相关协议的 

理解，提高学生的创新意识和能力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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