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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针对煤矿安全的重要性#设计了一种基于Bd̀ F 控制器的煤矿安全监控通信分站$该分站由传

感器数据采集电路'集成-B)控制器的Bd̀ F 芯片'-B)接口电路组成$用移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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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时操作系统

的Bd̀ F 微控制器处理传感器采集来的数据#并以-B)总线的方式与监控中心进行通信&

关键词!Bd̀ F$监控分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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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总线

((中图分类号!3K@F# 文献标志码!B

一直以来煤矿安全问题是煤炭生产的重心#近几年随着一次性能源的不断利用#相关政府部门也开始

高度重视煤炭生产安全问题#因此要保证安全生产就需要拥有一套性能优良的监控系统. 该监控系统通过

对井下各种生产环境参数和设备运行情况的检测#及时的对检测到的数据进行处理#并通过总线与井上的

监控中心进行通信#监控中心的工作人员可以根据井下的情况采取相应的管理措施#如遇到突发事件可以

及时的通知井下的工作人员做出相应的决策. 监控系统通信分站肩负着环境数据采集与井上通讯的任务#

是监控系统的枢纽#它的工作稳定性和实时性决定了监控系统工作的质量.

本文采用 K.2&2C公司生产的基于 Bd̀ F 内核带有 -B)接口的 !@ 位微处理器 MK-@AN#. 处理器比以

前的 I 位单片机处理速度快#能及时的将处理的数据通过 -B)总线送到总站#真正地实现监控系统实时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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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源码公开多任务且基于优先级的实时操作系统#可以优先处理优先级高的任务#例如瓦

斯浓度检测任务能够得到及时的处理. 现场总线采用 -B)总线的通信方式#-B)总线的数据通信具有

可靠性+实时性和灵活性. 这符合煤矿监控系统实时性的要求#大大提高了执行速度#保证了煤矿的安全

生产.

A(监控通信站的总体设计

整个煤矿安全监控系统大体由 ! 个部分组成#传感器和执行器模块#监控通信分站以及地面监控中心.

其中监控通信分站是整个监控系统最重要的部分#起着枢纽的作用. 监控通信分站的主要作用是处理各类

传感器采集来的数据#然后根据预定的程序执行相应的执行器#调节相应的环境变量#保证井下的安全生

产. 现场总线采用-B)总线的方式#-B)总线属于现场总线的范畴#它是一种有效支持分布式控制或者实



时控制的串行通信网络. -B)总线是德国6%85.公司上世纪 I" 年代初为解决汽车内部控制与测试仪器之

间的数据交换而开发的一种串行通信协议#由于其高性能+高可靠性以及独特的设计#被广泛应用在过程控

制+机械工业+纺织机械等领域#系统框图如图 A 所示.

图 A(监控系统结构图

@(监控通信站硬件设计

@+A(控制器的选择

在目前运用的 I 位+AE 位控制器的矿用设备中#大多都只具有简单低速的数据处理功能#对于复杂多任

务的功能很难在一块芯片上实现#这样不仅实时性得不到保证#因而需要使用多块芯片#使得电路设计的复

杂#且降低了系统的抗干扰能力#不利于设计和设备的正常工作. 现选用 K.2&2C 公司生产的 Bd̀ F !@ 位微

处理器MK-@AN##它采用非常小的 E# 脚封装+极低的功耗+多个 !@ 位定时器+# 路 A" 位 B̂ -+# 路高级-B)

通道+Kg`输出以及 #E 路hK_*及多达 N 个的外部中断#同时采用三级流水线设计使得处理数据和存储的

速度更快#内核带有-B)接口#有利于与-B)总线进行通信. 这款微控制器特别适合自动化应用#如在不

同速率的子网络上#通过一个-B)网关连接多个-B)总线及-B)桥路. 可以通过移植入实时操作系统进

行基于优先级的多任务管理和调度#满足煤矿监控系统对实时性的和可靠性的要求.

@+@(控制器硬件的设计

控制器硬件设计主要包括数据采集电路#键盘与显示电路#存储器扩展#以太网接口等. 硬件电路的系

统框图如图 @ 所示.

监控分站硬件部分的核心部件是 MK-@AN# 处理器#它是数据处理和数据传输的中心. 以复位+时钟和

晶振电路等组成最小系统电路#在此基础上扩展多种功能. 键盘输入可以手动的调节相关设备的运行参

数#并在M-̂ 上显示出来. 液晶模块可以用动态的方式显示煤矿监控分站的设备运行状况. -B)总线接口

电路是将采集来的数据发送到-B)总线上#可以通过总线将井下的信息传递到井上#经过井上监控中心的

综合分析和管理#采取相应的措施#及时通知井下的工作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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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硬件系统结构图

@+!(瓦斯浓度采集模块

瓦斯浓度检测是煤矿安全生产的最重要的部分#是关系到煤矿安全生产和矿工的人生安全. 本设计采

用矿用的红外瓦斯传感器#它的检测浓度范围宽#使用寿命长. 该模块由红外瓦斯传感器+信号放大电路和

Bq̂ 转换器组成#红外瓦斯传感器将感测的瓦斯浓度转换成模拟信号#此模拟信号通常较弱#首先经过信号

放大电路放大后#而后经过Bq̂ 接口送入微处理器进行数据处理.

@+#(按键和液晶显示及报警模块

键盘是用来设定相关设备的参数#如温度检测上限值+瓦斯浓度报警值+系统的时间等. 液晶显示用于

显示这些参数以及图形和文字. 该监控分站还采用报警功能#当温度过高或瓦斯浓度超过报警值时#红色

报警指示灯就会闪烁#如图 ! 所示的电路图. 由 MK-@AN# 的 K"+I 脚控制 f

A

和 f

@

的通断#当需要报警时#

微处理器通过K"+I 脚送连续的矩形脉冲序列.

图 !(报警电路

@+H(-B)接口电路设计

本设计采用的微处理器MK-@AN# 已经集成了 -B)控制器#接口电路采用隔离 -B)收发器模块#保证

-B)总线遭受严重干扰时控制器能够正常运行. 在以往的设计中#通常采用两个高速光耦!E)A!F"来实现

电气上的隔离#用电源隔离模块实现电源上的隔离#这样不仅设计起来麻烦#而且效果不理想. -3̀ 系列模

块是集成电源隔离#电气隔离#-B)收发器#-B)总线保护于一体的隔离 -B)收发器模块. 此模块 3Ĵ +

dĴ 引脚兼容S!+! $或者SH $的-B)控制器#无需外接其他元器件. 直接将-B)控制器发送接收引脚

与-3̀ 模块的发送+接收引脚相连接. 有了隔离-B)收发器#就可以很好的实现-B)LU78总线上各节点电

气+电源之间完全隔离和独立#提高节点的稳定性和安全性. 隔离-B)收发器模块电路如图 #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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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隔离-B)收发器模块 图 H(任务优先级的划分

!(监控通信站软件设计

控制分站的软件部分是监控系统的重要部分. 监控系统对实时性要求较高#输入输出数据量较大#需

处理的信息源多#为了保证整个监控系统能够稳定有效的运行#选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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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时操作系统进行软件的开

发. 保证通信站与-B)总线进行通信#设计-B)通信程序.

!A" 系统任务. 当系统上电后#检测任务优先级最高#最先运行. 执行此任务后#当检测到瓦斯浓度或

者温度等变量过高时#立即报警和设备的开停控制!调用相应的程序". 然后及时通知 -B)总线上的其他

节点设备和矿井上的监控中心. 按键操作和M-̂ 显示部分对实时性要求不高#因此设置为低优先级#如图 H

所示.

!@" -B)总线通信. 将采集的数据打包成-B)发送帧格式进行数据的发送. 首先要判断发送缓冲器

是否空闲#若空闲则-B)控制器将要发送的数据送入发送缓冲器. 当 -B)控制器将缓冲器中的数据发送

完毕后返回数据帧是否发送成功的状态信息. 接收数据子程序和发送数据基本流程一样#在此不做介绍.

-B)总线发送数据流程图如图 E 所示.

图 E(-B)总线发送数据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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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煤矿安全是近年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监控通信分站的设计是整个监控系统核心部分#随着传感器技

术+计算机技术+通信技术以及微电子的快速发展#监控通信分站的设计也需要不断地完善#保证煤矿生产

更加安全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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