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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介绍了 CAN总线、L IN总线的特点,研究了两种总线之间的互操作性, 提

出了一种基于 CAN总线、L IN总线的混和网络体系, 设计了 CAN /L IN网关。重点阐述

了 CAN /L IN混和网络的构建和网关的硬件设计以及软件实现,并简要介绍其在电梯通

信系统中的应用。该混和网络适用于多领域成本低、可靠性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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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The character istics of CAN and L IN w ere introduced and the interoperation o f both w as studied,

based on wh ich, a m ixed ne tw ork and CAN /L IN gatew ay w ere proposed. The construction o f CAN /L IN m ixed ne-t

w ork and the ha rdw are& softw are o f the gateway w ere deta iled expounded. A lso the app lica tion o f th is m ixed ne-t

w ork in e lev ator comm un ica tion system w as introduced briefly. Them ixed netwo rk could be w ide ly used w ith low

cost and h igh reli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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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由 CAN总线、LIN总线构成的混和网络体系

已逐步在汽车工业形成, 其技术的成熟及在其他

工业领域的广泛应用是一种发展趋势。本文在研

究了两种总线之间的互操作性的基础上, 提出了

一种可适用于诸多工业领域的 CAN /LIN混和网

络体系,并设计了一种低成本、高可靠性的 CAN /

LIN网关来实现两种总线之间的互操作。

1 CAN /L IN混和网络

1. 1 CAN总线

CAN总线是一种有效支持分布式控制或实

时控制的串行通信网络,可实现分布式多机系统。

CAN总线采用双线串行通信方式工作, 具有强有

力的检错功能,可在高噪声干扰环境中使用。

CAN是一个多主机局部网, 每个 CAN节点

的硬件应包括控制器和收发器, CAN信息的发送

和接收都是由控制器自动完成的, 总线中的各个

节点应使用相同的位速率。CAN总线是以报文

为单元进行信息传送的,报文中包含标识符 ID,

它也标志了报文的优先权, 总线上的各个节点都

可以主动发送。报文数据按照携带的信息类型可

分为数据帧、远程帧、出错帧和超载帧。数据帧组

成如图 1所示。

图 1 CAN数据帧的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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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LIN总线

LIN总线是一种基于普通串行接口的新型串

行通信协议,其目标定位是作为 CAN总线的辅助

总线。

LIN网络中的每个节点都有一个从机任务模

块,主节点还包含一个主机任务模块。LIN总线

上的报文传输是由报文帧的格式形成和控制。一

个报文帧是由一个主机节点发送的报文头和一个

主机或从机节点发送的响应组成 (见图 2)。

图 2 L IN报文帧

1. 3 CAN /LIN混和网络

由 CAN总线和 LIN总线组合而构建的混和

网络体系,可以利用 CAN网络来传输一些实时性

要求比较高的数据信息, 而通过 LIN总线传输一

些对实时性要求不高的信息, 在保证通信系统的

高可靠性、高可扩展性的同时, 最大化地降低系统

成本。

为构建 CAN /LIN混和网络, 需解决 CAN总

线和 LIN总线下信息共享和互操作实现的问题,

整个 CAN /LIN混和网络的系统如图 3所示。

  为实现 CAN、LIN网络之间的通信, 需要一

个 CAN /LIN网关。网关除了将两种总线不同的

图 3 CAN /L IN混和网络体系的系统

电气信号进行隔离和转换之外, 还要匹配两种总

线的数据传输速率,同时对不同的报文格式进行

转换, 为不同总线上的设备提供透明的数据传输

服务。网关既是 CAN网络中的节点设备, 又作为

LIN网络中的主节点设备。网关接收到 CAN数

据帧后,将对 CAN数据帧进行处理转换成 LIN报

文帧的格式,作为 L IN数据在 LIN网络中进行传

送;网关接收到 L IN数据帧后, 将对 L IN数据帧进

行处理,直接将要发送到 CAN网络的信息发送给

CAN控制器,由 CAN控制器自动转换成 CAN数

据帧格式在 CAN网络中传送。

2 CAN /L IN网关的实现

2. 1 硬件设计

CAN /L IN网关实现 CAN、LIN网络之间的通

信,它既是 CAN节点又是 LIN节点,因此, 其硬件

结构由 CAN节点控制电路和 L IN节点控制电路

组成 (见图 4)。

图 4 网关原理框图

  由图 4可见,网关硬件电路的设计并不是太

复杂, 但需注意:

( 1) CAN总线两端应该接有 2个 120 8 的

电阻, 对于匹配总线阻抗,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

忽略掉它们会使数据通信的抗干扰性及可靠性大

大降低,甚至无法通信。

( 2) LIN总线采用单线传输数据, 作为主机

应用时,必须通过串联的外部电阻和二极管将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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脚 INH或引脚 BAT与引脚 LIN进行连接,如图中

虚线框所示,主机端电阻为 1 k8。和上拉电阻串

联的二极管 D2可防止控制单元在本地电池掉电

时通过总线上电。

2. 2 软件设计

网关的软件流程图如图 5所示。

图 5 网关的软件流程图

  网关的初始化部分包括系统的初始化设置、

在 CAN控制器复位模式下对 CAN的设置、LIN

主节点的设置及将 L IN从节点连接到 LIN网络。

3 应  用

本文利用 CAN /LIN混和网络体系组建了电

梯控制系统的通信网络,其结构框图如图 6所示。

  首先从安全可靠性考虑,对于诸如曳引机,调

速器等关键性部件仍然保留 PLC的可靠性优势,

采用 PLC的 I/O口进行控制, 而主控制器与轿厢

控制器、轿顶控制器可以采用高速的 CAN总线来

完成通信。对于楼层控制器, 其实时性要求不高

但节点数目多且布置分散, 对成本比较敏感, 此

系统采用较为低速的 LIN总线来实现通信, 从而

弥补低速 CAN总线应用成本高的不足。经验证,

此通信网络在电梯系统的应用是合理和成功的。

图 6 电梯通信网络的结构框图

4 结  语

本文设计的 CAN /L IN网关具有高可扩展性,

适用于诸多工业领域构建 CAN /L IN混和网络体

系, 易于编写接口程序, 可靠性高、成本低。由

CAN总线和 LIN总线组成的混和网络体系的发

展是一种趋势,而 CAN /LIN网关的设计则将为混

和网络体系的应用提供更广阔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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