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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 塑 料带 自动

捆扎机系采用扁平机用塑

料打包带
,

在包件之外的

环形轨道内绕行一周
,

用

卡头夹紧带头一端
,

将带

从轨道的弹性叶片中抽出

并绕包件拉紧
,

然后用电热烫头将带头熔化
、

粘

合
,

最后切断剩余塑料带
,

并使机器复原
,

整个

过程约 ∀
#

∃ 秒左右
。

��%%  ! 机的控制器
,

要对捆扎过程的四个

动作
& 送带

、

抽紧
、

热合
、

切带按规定要求进行控

制
。

此外
,

控制器还要对预送带
、

烫头加热进行

控制
,

并提供调车功能
。

我们采用微机控制捆扎机
,

研制成功 � �一  

∋ 捆扎机
,
它大大增加 了捆扎机的功能

,

使得

一些用继电器逻辑
、

分立元件逻辑电路往往很

难实现 的功能亦得以实现
。

在 �� () ∗∋ 机中
,

实现了下列功能
&

� 具有原 �  一 ! ∀ 机固有的全部控制功

能
,

并为今后机械动作速度的进一步提高保留

了充分的余地
。

# 具有故障报瞥功能
,

包括捆扎动作中任

何一步失误等十二种故障的报警
。

在故障发生

时自动停车
、

发出报警声并显示故障代号
。

∃ 能进行多道
、

多组捆扎的设定及控制
,

以及任意设置捆扎节拍
,

适应多种用户的需

要
。

% 具有外触发捆扎功能
,

便于与 自动生产

流水线同步配合
。

& 具有捆扎道数
、

件数自动计数及显示功

能
。

∋ 用数字式时间比例控温方式取代原模

拟电路反馈控温
。

( 开机预热期间
,

发电子音乐声
,

进行计

时显示
,

并防止误操作
。

) 具有慢速调车功能
。

以上这些功能
,

均在单片微机 ∗ + ,− 的控制

下得以实现
。

二
、

单片微机及控制器硬件

采用 .// ∗。单板机构成上述功能的控制系

统
,

至少必须配置 0123
、

凡、4
、

5 6 4
、

件0
、

1!6
等大规模集成电路

。

这一系统必定庞杂而不经

济
。

同时
,

乙∗78 单板机在工业现场的抗干扰能

力不够理想
。

对于简单的工业顺序控制
,

一位机是合适

的候选对象
。

但是其功能有限
,

对于定时
、

计

数
、

显示
、

报警等往往必须依靠外部电路来实

现
,

使控制器的功能受到了很大的限制
。

当附

加电路的成本大大超过 019 的成本时
,

就失去

了它 与功能更强的微机的竞争能力
。

通过实际应用研究工作
,

我们体会到
,

在智

能仪表
、

单机自动控制
、

简单生产过程控制中
, ∗

位单片微机
,

特别是 ! :; <= 4 0� > ∗ 系列单片

机是最合适的控制机
。

单片微计算机 7 − ?,=≅ =< 一 < Α =Β 4 Χ< ΔΕΦ Ε Γ
/

ΒΗ; < Δ 8是将中央处理器
、

程序存储器
、

数据存储

器
、 Ιϑ 6 接 口

、

定时 ϑ计数器等集中于单片的微

计算机
,

因而
“

麻雀虽小
,

五脏俱全
”。 40� >∗

系列单片机是 ! : ;< =公司在 ∗ + ∗+ 、 ∗+ ∗ − 之后推



出的一个 + 位机系列
,

尽管在指令功能方面作

了缩减
,

但是它囊括了前两种八位机构成的控

制小系统的一 系列功能
,

并且在集成度等技术

指标方面有 了很大的提高
,

因而在技术上是一

大进步
。

, −导 . + 系列单片机在计算机外围设

备
、

智能终端
、

智能仪器仪表中得到了极其广泛

的应用
,

因而另有微控制器/, 、( 0、犯。、、1 02 ∗∗( 0
3

的称号
。

除  4 1( ∗公司外
,

美国 5 � /56 1 72 46 ∗

�( 8 9: 2 4 ; < : 1。30 3公司和 日本 5氏
、

东芝
、

富士

通
、

三菱电机等公司均已大量生产该单片机
。

国内也有产品
。

,−�%% . + 系列按 既 ,
、

= > , 的构成划分

有如 卜表所示的主要几个品种
&

掩掩掩模模 内含含 外接接
===== > ,,, ? ≅ = > ,,, = > ,,,

=== ! , ∃ . Α ��� + Β . +++ + Χ . +++ + Β Δ ΕΕΕ

内内 = > , Φ � Γ )))))))))

=== ! , Φ∀ + Α +++ + Β . ΗΗΗ . Χ .ΗΗΗ + Β ΔΗΗΗ

内内 = >, Ι � Γ )))))))))

=== ! , ∀ Ε ∃ Α ��� + Β + ΕΕΕ + Χ Ε ΒΒΒ + Β . ΒΒΒ

内内 = > , .� Γ )))))))))

以上这些品种都含有内部时钟/钟频可达

∃ ϑ 一 , Κ Ι 3
、

中断能力
、

∀了条  Λ>线
、

+ 位的定

时器 Λ 计数器
,

以及 Η ∃ 条指令功能
。

目前以上

品种中大部分都已 −,> � 化
。

内含掩膜 = > , 的 + Β. + 等适合于在大批

量的定型产品 中应用
。

内含 ?≅= > , 的 + Χ . +

等的 应用则 灵活得多
,

但 价格较 高
。

外接

?≅= >, 的 + Β Δ + Λ +Β ΔΗ 等的应用比较适合于我

们的国情
。

�� 一  Μ 捆扎机控制 器的核心由 + Β ΔΕ
、

? ≅= > , /∀ Χ 一∃ 3及  Λ > 扩展片 +∀ . Δ 等三片大规

模集成电路附加几片中小规模集成电路构成

/见图 ∗3
。

来 自机器的微动开关信号经 + ∀.Δ

读入
,

面板控制直接由 ≅
#

端口输入
,

参数设定

和显示输出挂在总线之上
,

控制信号亦经接口

片 + ∀ . Δ 输出
。

输入信号均经 代网络滤波
,

而

输 出信号则经光电祸合器件与驱动电路隔离
,

以提高抗干扰能力
。

由于充分发挥微机的能力
,

凡在
“可硬可

软
”

的地方
,

我们尽量在软件设计上多下些功

夫
。

例如采用数字式控温使温度调节电路得到

了很大简化
。

因此
,

� � 一  Μ 机控制电路的硬

件费用与原分立 元件控制电路的费用相当
。

在

安装与连接方式上作了较大的改进
,

将电控系

统划分为几块独立的功能部件
,

相互之间用插

头连接
。

各功能部件均可独立装配调试
,

可单

独扩散生产
。

电控箱的整体组装只需拧紧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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钉
、

插入插头插座
,

无需再动用烙铁
。

这种组装

方式使电控箱的安装工时减少 了好几倍
,

因而

降低了工时成本
,

给安装
、

维修带来了很大方

便
,

同时可靠性有了很大提高
。

微机控制带来

了很强的控制功能
,

从而 ��%%  Μ 机的微机控

制取得较好的性能 Λ 价格比
。

三
、

软件设计思想

本机的控制器主要是对
“温度控制

”、 “预送

带管理
”及

“

捆扎任务处理
”
这三大任务进行处

理
,

这是独立性较强而又需要同时处理的三项

控制任务/见图 ∀ 3
。

压压带头头

抽抽带带

热热合合

送送带带

图∀ 三项控制任务的 简化框图

在原来的 ��%%  ! 机中
,

它们分别由三个

独立的控制回路来完成
。

除此之外
,

我们还要

密切
“
注视

”
随时可能出现的按键命令

,

对它迅

速作出相应的反应
。

计算机对于多任务的处

理
,

一般均采用分时的方式来实现
。

但是
,
这几

项任务中都含有大量的延时和等待外部限位开

关到位
,

而限位开关测试中又包含防抖延时
。

若采用简单的分时方式
,

则在前一任务执行完

毕时
,

必定延误了下一任务的动作时机
。

我们

不能把某一任务嵌入另一任务的延时程序中来

执行
, 因为各任务的延时几乎具有相同的数量

级
。

即使可能的话
,

各任务的互相嵌入
、

调用
,

势必使整个程序的结构复杂和混乱
。

事实上我

们也很难把上面三个大环切断
,

互相并接成一

条长链
,

因为它们是异步工作的
。

本程序中分时多任务处理的设计思想
,

采

用 了类似“
多路时间分割采样保持

”的思想方

法
。

当每一任务执行到需要延时或等待限位开

关到位时 /图 ∀ 中 Θ 处 3
,

我们就设立相应标志
,

将该任务的有关状态信息保存在标志中
,

然后

立即转入下一任务执行/见图 Δ 3
。

这样
,

我们

就把各任务之间的环打开
,

而
“

串联
”

起来
。

通

过定时器中断的方法
,

把它们作为前台任务来

处理
。

各任务下一轮的处理
,

只需查看标志即

可决定转入哪一步继续执行
。

这样一来
,

各任

务间没有转移
、

调用的关系
,

因此在流程图上各

任务间不存在分支联线
, 从而保持 了各任务模

块的原有结构
,
各自的独立性很强

,

整体结构非

常清晰
,

给程序设计
、

检查
、

修改带来极大方便
。

模块间必要的联系
, 亦是通过标志交换信息

,

而

不搞直接转移
。

这样
,

每次定时中断时
,

只执行

每一任务中必要的一个
“

任务段
”。 “

任务段
”的

执行时间一般都只有几十条指令
。

此后
,

马上

转入下一任务
,

执行它的一个
“

任务段
” 。

因此
“
速动性

”
极好

。

各任务中的延时
,

则集中于
“

专

职
”

管理
,
时间到时

,

提供一个相应的标志
。

由

于各模块中往往都需要测试各自的工作开关状

态
,

并显示各自的有关信息
。

我们提取 了这些
“公因式

” ,

将所有的
“

侧健
,

集中于前
,

并进行防

抖处理
,

确定是否已稳定
,

实行
“一次批发

,

分期

零售” ,

而不再在各任务中各自
“测键 ,’Ρ 同时

,

将
“

显示”集中于后
,

实行
“零存整取

”。

这样都有

利于提高整个程序的效率
。

简 化 的 程 序框 图

简化的程序框图/略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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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选用国外已普遍应用的导电塑料电位器代

替线绕滑线电阻
,

使寿命增长 ?++ 倍 , 提高可靠

性
。

为了提高电源指示灯的使用寿命
,

选用 了

民用产品中发展成熟
、

耗电省
、

寿命长的发光二

极管
。

7 ,8 在放大电路中
,

为了减小体积
、

减轻重

量
、

提高集成密度
,

采用光电祸合管达到输入回

路与输出回路的隔离
,

避免采用变压器隔离的

方法
。

六
、

结 论

? Τ

可靠性试验及现场使用寿命
,

由于采用

了可靠性设计技术及可靠性增长分析方法
,

该

产品在设计阶段的缺陷大多得到暴露和改进
,

产品可靠性得到认真考虑
,

使产品明显地比过

去类似产品有很大改善
。

估计对产品及早投入

市场
,

使用户得到较高可靠性的产品
,

能产生较

大的社会效益
。

. Τ

由于在设计中采用 了三次设计方法
,

找

到最佳参数组合
,

降低了对元件的精度要求
,

节

省了筛选工时
,

提高了可靠性
,

直接提高了经济

效益
。

,Τ

由于在结构设计中考虑了较多因素
,

使

仪表整体刚性加强
,

明显地提高了开箱率及可

靠性
。

自动 化 仪表敬 告作 者

为了适应形 势发展的需要 , 鼓励发明创造, 推动技术进步, 促进我行业企业间的技术 文流 , 增进

我国企业与国外同行在技术和生产方面 的国际交往
,

推动我国 自动化仪表行亚的发展
,

本刊 自本期

起增辟“专利介绍”栏 目
,

欢迎我行业的发明者
、

设计人踊跃撰稿
。

为使科学技术成果尽快真正成为

现实的生产力
,

凡属 已获批准的专利稿件均予优先刊登
。

本刊编辑部



本 期 内 容 摘 要

我国钨镰热电偶的现状及建议

李宝章 马政林

《自动化仪表》 ΦΗ +∃ 年第Ν 二期 ≅
#

Σϑ ∀

钨袜热电偶是 高温 测量的重要元件
。

近廿年来
,

我国科学 工作者先后就钨徕热电偶及其应用技术做 了

大量 的研 究工作
,

取得 了可喜成果
。

本文对此作了介

绍
,

并对今后工作提出 了建议
。

采用单片计算机实现自动化仪表智能化

向婉成 李天兵

《自动化仪表》ΦΗ +∃ 年第Ν 二期 ≅
#

Χ ϑ ΦΒ

文中论述 了在 自动化仪表智能化的设计中
,

单片

计算机可 以满足多种功能的要求
,

提出了采用单片 计

算机的智能化仪表的优点和设计原则
,

并举例加以说

明
。

固态压阻压力传感器的设计与应用

王 文襄

《自动化仪表》 ΤΗ+ ∃ 年第十二期 ≅  Χ 、旧

本文 介绍 了固态压阻压力传感器的敏感芯 片
、

工

艺制作
、

装配结构设计思想和主要技术性能
,

并对这类

压力传感器的应用作 了简要说明
。

陀螺测油盆装工

王宗衍

《自动化仪表》 ΦΗ + ∃ 年第Ν 二期 ≅ Φ. ϑ Φ∃

陀螺 测油重装 置是一种计量石油重量的新装 置
,

具有精度高
、

响应快
、

与被测介质密度无关等特点
。

文

中介绍 了该装置的原理和用途
、

结构和组成
,

并对几个

关键技术 问题作 了阐述
。

单片微机在塑料带捆扎机中的应用

朱丰毅等

《自动化仪表》 ΦΗ+ ∃ 年第Ν 二期 ≅Ι 7 ϑ ∀ .

本文 介绍 了用单片微机 + Β ΔΕ 控制的 � � 一  Μ 型垠

料带白动捆扎机
,

描述 了系统的硬件组成和软件设计

思想
。

文 中第二部分对国外单片微机的分类和简单情

况作 了介绍
,

并提出功能部件式的设计思想
。

可命性设计在仪器仪表新产品研制中的应用

刘建侯等

// 自动 化仪表》 ΦΗ+ ∃ 年第Ν 二期 ≅ ∀+ ϑ Δ ∀

可靠性设 计是 新产 品研 制过程 中的一个重要环

节
,

在我国仪器仪表行业是二项新工作
。

本文以 Γ 言Υ ?

系列中园图 自动平衡记录调节仪表研制过程中的可靠

性设 计为 典型实例
,

介绍了仪器仪表行业如何进行产

品可靠性设计方法
,

并列出了有数据
,

可供对其他仪表

进行可靠性设计时参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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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较复杂
,

价格较高
,

这是尚待解决的问题
。

这 种传感 器的工作原理是
,

由两个以上不同原子

构成的气体分子
,

具有偶极矩
,

当红外波段的光线照射

它时
,

产生核 间隔振动性的变化运动和整个分子绕一

个轴作回转运动的能级 迁移
,

吸收取决于该分子结构

的特定波 长的光
,

测这种吸收光谱可判别气体分子的

种类
,

测吸收强度可知道被测气体的浓度
。

如 图 Ε 所 示
,

传感器由两个并列的结构相同的光

学系统组成
,

一个叫比较腔
,

另一个叫测量腔
,

两腔以

一定周期同时或交替开闭光路
,

在侧定腔光路中导入

被侧气体
,

在此
,

被测气休特有的波 长被吸收
,
从而使

透过测定腔这一光路而进入 红外检测器的光通量减

少
,

气体浓度越高
,

透过的光通量的减少也愈多
,

入射

到传感器内的光通是也就愈少
,

由于透过比较腔一侧

的光通量一定
,

进入传感器的光通量也一定
,

因此
,

被

侧气体浓
#

度愈高
,

透过测量腔和比较腔的光通量差也

越大
,

由于侧定腔和比较腔以一定周期同时开闭
,

这个

光通量差作为光通量振动的振幅射入到传感器
。

光通

99999
菌菌菌

图Ε 红 外气体传 感器

量的振动被传感器内封入的气体吸收变成温度的周期

变化
,

而在密闭容器内又变成压力的周期变化
,

这种压

力变化用电容式微音器来探测
,

再经放大
、

整流
,

最后

由电流计指示出气体浓度
。

.
#

,>�%% ς? Π 气敏传感器

大家知道
,

绝缘栅场效应 晶体管/ Ω ς?Π 3的栅极偏

压 Ο Ω )
产生的纵向表面电场能有效地调剂 � 与 Ξ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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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 Φ 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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