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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串口通讯的打包数据的接收方案
The Reception Program of Packed Data Base on Seria l Com m unica tion

(河南安阳师范学院)刘跃军 苏 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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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串 口 通 讯 是 上 微 机 与 下 微 机 通 讯 过 程 中 一 个 较 为 常 见 的 问 题 。本 文 提 出 了 一 个 串 口 通 讯 中 打 包 数 据 的 接 收 方 案 , 并 用

VB语 言 对 此 方 案 进 行 了 实 现 。 经 过 实 际 测 试 , 该 方 案 不 仅 能 满 足 实 时 通 讯 的 要 求 , 而 且 保 证 了 数 据 包 传 送 的 正 确 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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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erial communication is a common problem on the PC and PC under communication. This paper presents a serial communi-
cation program to receive bundles of data, and the realization of the program in VB language. After the actual testing of the program,
it not only meets the requirements of real- time communication, but also ensures the correctness of data packet transmi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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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实 际 程序 设 计 中有 很 多 方法 可 以 实现 串 口 通 讯 , 如 在

VC++中就有两种方法可以实现串口通讯 : ①ActiveX 控件 ; ②直

接 用 VC++访 问 串 口 。 一 般 在 面 向 对 象 的 高 级 语 言 中 , 使 用

ActiveX 控件进行串口通讯程序的设计较为常见。在串口通讯

较为频繁的情形下 , 我们需要建立一个缓冲区将串口接收的数

据直接放入缓冲区 , 以防串口的数据丢失。当需要读取串口端

的数据时 , 从缓冲区直接读取即可。但是在实际应用中 , 无论使

用何种方式实现串口通讯都存在着这样一个问题 : 由于通讯质

量或者是外界因素干扰等问题 , 串口接收到的包数据可能并非

真正实际的数据(如只接收到了部分包数据)。故需要在缓冲区

读取数据的时候进行相应的处理才能得到完整的包数据。

2 数据分析

2.1 串口端接收数据包的完整性分析

在此 不 妨假 设 正 确的 数 据 包的 包 头 、包尾 , 分 别 为十 六 进

制的 FF、FE。将串口接收原始数据抽象为一种链表的数据形式

(假设数据包中的数据都是一些十六进制数据), 如图 1 所示 :

图 1 串口接收的原始数据

在此我们先不判断数据包中内容是否正确 ( 实际上这项工

作是后续的逻辑功能模块需要做的内容 ) , 先对数据包形式的

完整性进行判断。若图 1 中的原始数据包 : bit 数据 1=FF; 并且

bit 数据 n=FE, 则说明此数据包是完整的 , 否则即为非完整的数

据包( 打包数据的传送 , 是以数据包为最小单位进行的)。

2.2 缓冲区中存在的数据分析

串口端接收的数据是依次存放于缓冲区中的。一般说来对

串口端接收的数据 , 其处理顺序是按照串口端接收的先后顺序

进行的 , 故将缓冲区建为一个“先进先出”的队列数据模型较为

合适。由于串口端接收的数据包有完整与非完整之分 , 故缓冲

区中存放的来自串口端的数据是杂乱无章的 (因为串口端接收

的数据包可能来自于多个中断设备 , 故接收的数据包长度不统

一)。其情形如图 2 所示 :

图 2 串口端接收的数据在缓冲区中存放的情形

3 数据提取模块的设计

3.1 模块功能分析

通过上文分析可知 : 缓冲区队列中接收的来自串口的数据

是杂乱无章的 , 在程序中我们需要的是完整的数据包数据。因

而为了满足实际需要 , 我们需要建立一种机制定时对缓冲区中

的数据进行处理。这个机制可以通过一个程序模块来实现 , 此

模块的功能为 :

①定时将缓冲区队列中的垃圾数据清理掉 ;

②将缓冲区队列中的完整数据包正确地提取出来。

3.2 模块的设计思想

模块的设计思想为 :

①首先从缓冲区队列中取出一个数据 , 然后对此数据的数

值进行判断。若此数据不是包头数据(不妨设包头数据为 FF),

则为串口接收的垃圾数据 (因为此数据前面已经没有了数据 ,

串口端 接收 的 数 据都 是 打 包数 据 而 打包 数 据 都是 以 包 头数 据

开始的); 若此数据为包头数据 ,

②则开辟一个新的数据链表, 将链表的头指针指向包头数据。

③缓冲区队列继续执行数据出队列的操作。

若出队列的数据为包尾(在此不妨设包尾数据为 FE), 则将

此包尾数据插入到数据链的链尾。然后把此数据提交给相应的
刘跃军: 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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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级模块进行进一步的处理 , 至此模块流程结束。若出队列的

数据不是包尾数据 , 则判断此数据是否为包头数据。如果此数

据是包头数据 , 则 说 明 在此 之 前 传输 的 数 据都 是 错 误的 ( 因 为

在串口端接收的打包数据中只可能有一个包头数据 , 不可能在

一个打包数据中出现两个包头数据) , 故将数据链表中以前插

入的数据信息全 部 清 除 , 并 转 向②执 行 下 一步 的 操 作 ; 如 果 此

数据不是包头数据 , 则说明它是打包数据中的一个正确数据 ,

需要将此数据和 以前 接 收 到的 ( 到 目 前为 止 来 说 , 认 为 是 正确

的数据) 数据进行合并以构成完整的数据包并将此数据插入到

数据链表的链尾 , 同时转向③进行下一步的继续操作。

模块的具体设计流程如图 3 所示 :

图 3 模块的设计流程图

4 数据提取模块的程序实现

在此以 VB 程序设计语言为例 , 实现上述的设计思想 , 其程

序代码如下 :

Private Function AnalyseDate() As Boolean

If UBound(tempBuffer) >= 0 Then

Dim SPos As Integer

Dim EPos As Integer

Dim i As Integer

Dim NSPos As Integer ' 下一个位置

SPos = gArrayFindPos(tempBuffer, &HFF)

If SPos >= 0 Then

For i = 0 To SPos - 1 ' 将收到数据的包头以前的垃圾

数据删除掉

tempBuffer = gArrayRemove(tempBuffer, 0)

Next i

EPos = gArrayFindPos(tempBuffer, &HFE) ' 找包尾

' 检测是否存在两个 FF,如果存在多个 FF,将最后一个 FF

前面的代码删掉

Dim temp() As Byte

temp = tempBuffer

temp = gArrayRemove(tempBuffer, 0)

NSPos = gArrayFindPos(temp, &HFF)

If (EPos > 0) Then

While (NSPos >= 0 And NSPos < EPos) ' 有包尾的情况

tempBuffer = temp

temp = gArrayRemove(tempBuffer, 0) ' 移出多余的包头

NSPos = gArrayFindPos(temp, &HFF)

EPos = gArrayFindPos(temp, &HFE)

Wend

End If

EPos = gArrayFindPos(tempBuffer, &HFE) ' 查找包尾的的

位置

If EPos > 0 Then

Dim sTmp() As Byte

sTmp = gArrayMid(tempBuffer, 0, EPos)

' 将完整的数据包取出放在 stemp 中

dateBufferComm.Add sTmp

RaiseEvent startCommRe

' 触发向外抛送的事件

For i = 0 To EPos

tempBuffer = gArrayRemove(tempBuffer, 0)

' 将取出的完整数据包从缓存中移出掉

Next i

AnalyseDate = True

End If

End If

End If

End Function

5 结论

在上微机与下微机通讯的程序设计中 , 串口通讯问题是其

中一个较为常见的问题。并且通过串口传送的数据大部分是打

包数据。文中提出的串口通讯中打包数据的接收方案经过实际

测试 : 在满足实时通讯的基础上 , 保证了数据包传送的正确性。

该方案不仅可以有效地防止数据丢包的发生 , 而且可以屏蔽掉

下层因传输过程带来的数据传输错误 , 能很好的为上层程序模

块提供正确传输的完整数据包。

创新点:本文提出的串口通讯中打包数据的接收方案 , 可以

有效地防止数据丢包发生 , 并且可以屏蔽掉下层的因传输过程

中带来的数据传输错误 , 能很好的为上层程序模块提供正确传

输的完整数据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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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表注册到相应的 GRIS 中,GRIS 需要对提交的信息进行处理,

将处理的结果加入数据库中。如果网格中提供资源的节点所提

供的资源发生了改变 ,则需要修改资 源提 供 表 ,然后 向 GRIS 请

求更新信息。GRIS 和 GIIS 中的内容是经过处理的所有节点的

资源提供表。

4 总结

本文利用网格计算的思想对大量分散、异构的面向专业内

容的信息资源初步设计了一种有效的组织和管理方法, 并通过

网格中间件,使信息资源的数据格式转换与快速定位,提高了信

息检索的效果。并对信息存储管理系统进行了简单设计说明。

进一步的深入研究表明,本文提出的理论模型思路新颖,是正确

的、可行的和有效的。本文的主要创新点: 利用网格计算的思想

对大量分散、异构的面向专业内容的信息资源初步设计了一种

有效的组织和管理方法,并通过网格中间件,使信息资源的数据

格式转换与快速定位,提高了信息检索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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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系统测试

用 M3Gate 1.2 模拟器对系统进行测试 , M3Gate 模拟器是

Numeric Algorithm Laboratories 开发的 WAP 模拟器 , 该模拟器

能模拟手机的 WAP 浏览功能 , 并且能够在联网的 PC 机上访问

互联网上的 WAP 站点。

输入本系统的首个页面地址后 , 便会进入系统首页( 欢迎

界面) , 在欢迎界面显示 5 秒后 , 系统自动进入车次信息查询界

面 , 可根据需要输入“目的地”, 如果不指定日期 , 则系统默认取

当天的日期 , 点击“查询”按钮后 , 系统显示查询结果。

测试结果表明系统能够快速、正确地返回所查询的信息 ,

如图 3 所示。

(a)查询界面 (b)查询结果

图 3 用 M3Gate 测试的结果

6 结论

本文所设计实现的系统可供各种规模的汽车客运站使用 ,

使汽车客运站可以为客户提供随时随地的车次信息查询服务 ,

以提高营业额和客户服务水平。

创新点 :

1. 国内未见有公开的关于基于 WAP 的汽车车次信息查询

系统的研究的报道 , 因此本研究具有一定的创新性。

2. 本研究使用 WML 和 JSP 结合的方式来实现 WAP 的 动

态内容 , 取得较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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