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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介绍一种用 于异种计算机之 间串行

异步通信的传输码校验方法
,

该法完全 由软件

实现
,

具有 简单
、

实用
、

可 靠等优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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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数控 ;< = > ?
、

柔性制造系统 ;≅ Α Β?

和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 ;>Χ ΑΒ? 中一个十分重

要的问题就是信息流的传输与控制
,

而传输码

的完整性和准确性 又是 问题的关键
。

数控系统

;= >
、

> = > ? 的联网通信
,

通常采用串行异步通

言方式
,

首先要解决的是异种计算机的通信问

题
。

笔者在实际工程应用中体会到
,

由于异种

计算机性能参数的不一致性
,

加上没有同步时

钟
,

异步通信过程中仅靠奇偶校验是不够的
,

因

为它仅能检查单个传输码 的正确与否
,

而在实

验中我们常常发现
,

当通信波特率较高 ;大于

9 Δ Ε Ε Φ ,# +? 时
,

会发生丢失字符的现象
,

对此
,

奇偶校验法就无能为力了
。

国际上流行的传输码校验方法是循环冗余

码 ;> Γ > ? 校验
,

此法工作可靠
,

使用效果很

好
。

> Γ > 校验可以用硬件方法实现
,

也可以用

软件方法实现
。

但硬件方法必然要增加投资
,

而

软件方法技术又较复杂
。

为此
,

有人提出了一

种简单的正反码校验方法
,

即
Η

每个字符发送

两次
,

一次发正码
,

一次发反码
,

由接收方来

判断两次接收的码是否互为反码
,

是则传输正

确
,

可继续接收下一字符
,

否则传输出错
,

应

立即通知对方重发
。

实验表明
,

此法 比传统的

奇偶校验法可靠性高得多
,

但仍未彻底解决丢

失字符的现象
,

很显然
,

由于异种计算机性能

参数的不一致性
,

如果发送方发送的字符串是
“ Φ> < ”

四个字符
,

而接收方收成了
Η “

正码
、

反码
、

> 正码
、

> 反码
、

< 正码
、

< 反码
” ,

在

正反码校验法是发现不了字符
“
Φ
”

的丢失的
。

;# ?发送方程 序框图

; ?接收方 程序框图

“
反馈一确认

”
校验法程序框图

笔 者 在 从 事 数 控 机 床

< = Ι 通信的研究工作中采用

了一种新的软件校验方法 ;称

之为
“

反馈一确认
”

法 ?
,

所谓
“

反馈一确认
”

法就是
Η

接收方

接收一个字符后
,

立即将此字

符回发给发送方
,

发送方收到

此字符后
,

将其与先前发出的

字符相 比较
,

若相 同则传输正

确
,

可继续发下一字符
,

若不

同则传输出错
,

应立即通知对

方重发
。 “

反馈一确认
”

法的软

件实现也十分方便
,

其程序框

图如 图所示
。

我们做了对比实验
,

利用

《机械与电子》9ϑϑ : ;Κ?



常释傅耳界等
Λ

妙料岑
一

择
北京康拓工业电脑公 司 王长生

管理信息系统 ;Α ΧΒ? 作为计算机技术的一

个方面已开始应用于我国现代化经营管理的各

个领域
,

在不 同的部 门
、

不同的层次上参与和

支持了各种经营
、

管理活动
,

显得越来越重要
,

并产生了一定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

随着社会的

发展
,

市场的竞争
,

社会信息量在急剧地增加
,

那种管理信息系统还停留在原有的基础上
,

被

动地接收信息
,

仅进行人事
、

劳资
、

档案
、

财

务
、

库房等方面的事务性管理
,

就显得比较落

后和过时了
。

首先
,

单纯的 Α ΧΒ 系统不能充分满足和适

应 ϑΕ 年代商业发展
、

市场竞争和社会变化
。

ϑΕ

年代后经济发展的趋势是
Η

信息从单向流通模

式发展为双 向和多向流通模式
Μ
信息规模从线

性增长转变为几何性跳跃增长
Μ
信息方式从单

一类型发展为多种类型
Μ
信息来源及使用从定

点式发展为社会式
Μ
市场竞争加剧

,

要求信息

时 间性强
、

实时性高
、

流通快
、

准确度高
Μ
为

保持企业竞争优势
,

对信息加工处理的深度
、

广

度有更新的要求
Μ
由于市场的竞争

,

使得流通

领域内的信息从指令性
、

条规性逐步转化成咨

询性
、

统计性
Μ
信息的采集

、

加工
、

传播逐步
收稿 日期

Η
9 ϑ ϑ : 一 Ε Δ 一 Ε ϑ

(> 机 ;Κ Ν Ο 兼容机 ? 的 Γ Β Δ Κ Δ> 串行通信接 口

与单片机 ;Χ = % Π Θ ΝΕ Κ 9? 之 间传输一文本文件
,

文件长度为 Ν Ρ Φ ;Ν , 9 Ε Δ Σ Τ Ν 9 ϑ Δ Φ3 ! ∃  
,

相当

于 Σ ΕΕ 条数控指令 ?
,

通信参数为
Η Υ 位数据位

、

9 位停止位
、

偶校验
。

分别采用三种不同的方法

进行收发实验
,

以检查它们在不同的波特率下

所需要的传输时间和所丢失的字符数
。

实验数

据如下列各表所示
Η

表 9 奇偶校验

波波 特 率 ;Φ , # + ??? Ο Ε ΕΕΕ 9 Δ Ε ΕΕΕ ΔΣ Ε ΕΕΕ Σ Ν Ε ΕΕΕ ϑ Ο Ε ΕΕΕ

传传输时间 ;Β ∃ ∃ ∗ ) + ??? 9 Δ ΝΝΝ Ο ::: Κ ΚΚΚ 9 ΟΟΟ ϑϑϑ

丢丢失字符数 ;Φ 3 ! ∃ ??? ΕΕΕ ΕΕΕ 999 Δ ϑϑϑ : Σ ΔΔΔ

表 Δ 奇偶校验加正反码校验

显而易见
,

虽然
“

反馈一确认
”

法的传输速

度比奇偶法低一半
,

比正反码法略低一些
,

但

其可靠性却比前两种方法高得多
,

何况传输一

个数控加工程序仅需几十秒钟
。

牺牲一点速度
,

换取传输信息的可靠性
,

是很值得的
,

尤其对

数控加工程序的传输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

因

为一个数据的出错很可能会导致一个贵重零件

的报废
,

甚至会造成机床的意外损坏
。 “

反馈一

确认
”

校验法之所以可靠
,

关键在于其反馈码

同时充当了收发双方的
“

握手
”

信号
,

发送方

只有在确信对方 已收到一个字符并且无误以

后
,

才继续发下一个字符
,

而不是盲目地发送
,

这就保证了信息传输的完整性和准确性
。

波 特 率 ;Φ , # + ?

传输时间 ;Β ∃ ∃ ∗ ) + ?

丢失字符数 ;Φ 3 ! ∃ ?

表 Κ 奇偶校验加

波 特 率 ;Φ , # + ?

传输时间 ;Β ∃ ∃ ∗ ) + ?

丢失字符数 ;Φ 3 !∃ ?

Δ Σ Ε Ε ςΣ Ν Ε Ε Ω ϑ Ο Ε Ε

Ο : Ξ Κ Δ Ω 9 Ο

“

反馈一确认
”

校验

Ε ς 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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