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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本书从工程应用的角度出发，对 Delphi 开发测控程序的各种方法进行了全面阐述。内

容包括在 Delphi 工程中调用 ActiveX 组件和 DLL 动态链接库等开发板卡数据采集与控制程

序；在 Delphi 工程中利用 MSComm 组件、调用 API 函数等方法开发串口通信程序。每种程

序设计方法都提供了多个设计操作，每个设计都提供了线路图、详细的任务实现和完整的程

序代码，所有代码均编译通过，并经过实际的测试。 
书中提供的典型测控应用实例都有详细的操作步骤，学习者可以在实验室动手操作，按

步骤去实现 Delphi 的各种测控功能，即实践操作性强是本书的特色。 
本书内容丰富，论述深入浅出，有较强的实用性和可操作性，可供自动化、计算机应用、

电子信息、机电一体化、测控仪器等专业的大学生、研究生以及计算机测控系统研发的工程

技术人员学习和参考。 

 

 

 

 

 

 

 

 

 

 

 

 

 

 

 

 

 

 

 

 

 



前  言 
利用 PC 机（或 IPC）实现测控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通过串行接口（RS-232 或 RS-485），

二是通过各种数据采集板卡。在硬件系统设计组装完成后，就要考虑选用何种计算机语言来

实现各种测控功能。我们认为，Borland 公司推出的可视化、面向对象的结构化程序设计语

言 Delphi 应是不错的选择。Delphi 可以胜任从最简单的用户界面程序到高级、复杂的

Windows 应用程序的编程工作；使用 Delphi 编制的程序具有代码尺寸小、运行速度高和移

植能力强的特点。 
用 Delphi 实现数据采集，一般需要编写 DLL 和 ActiveX 组件，然后通过 Delphi 的 API

功能调用和组件调用，实现对模拟量输入/输出、数字量输入/输出以及计数等功能。就 Delphi
应用来说，一般厂商都为他们的数据采集卡提供了丰富的 DLL 函数和 ActiveX 组件，以灵

活的方式实现各种数据采集功能。 
就串口开发而言，Delphi 通过对串口通信组件 MSComm 的属性和事件进行相应编程操

作，就可以轻松地实现串口通信；另外，Windows 还提供了丰富的 API 函数，Delphi 调用与

串口有关的 API 函数也可实现串口通信。在实践中，使用串口组件实现通信的方法比调用

API 函数的方法更加方便、快捷，而且用较少的代码可以实现相同的功能，从而使编程效率

大大提高，也减少了因编程不当而导致的系统不稳定。 
本书从工程应用的角度出发，对 Delphi 开发测控程序的各种方法进行了全面阐述。每

种方法都提供了多个设计操作，每个设计都提供了线路图、详细的任务实现和完整的程序代

码，所有代码均编译通过。 
本书内容丰富，论述深入浅出，有较强的实用性和可操作性，可供自动化、计算机应用、

电子信息、机电一体化、测控仪器等专业的大学生、研究生以及计算机测控系统研发的工程

技术人员学习和参考。 
石河子大学李江全编写第 1、2、3 章，郑瑶编写第 4、5 章，朱东芹编写第 6、7 章，全

书由李江全教授策划并统稿。研华（中国）、电子开发网等公司为本书提供了大量的技术支

持，编者借此机会对他们致以深深的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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