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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其机优 化 控制 系挽集 成软件平台的研 究
加 夕万

杭州 电子工业学院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

抓

包健 严义 曾文华

【摘要 】本文介绍计 算机优化控制 系统集成软件平 台在过程控

制 中的作用
,

阐述 了 集成软件平 台的概念
、

结构 及功 能
,

提 出

了总体结构 的组成
,

并分别介绍 了各个模块的研究设计
、

开发

方 法
。

关键字 集成软件平 台 优化控制系统 用 户接 口

技术创新

,

引 言

等 支 持 的 向用 户 开 放 的 软 件 开 发层 面
。

整 个 系 统 是在

环境下用 开发而成
,

图 给 出系统结构
。

作为监控优化层 的集成 软件平 台
,

除 了 负责 设备 的管理

外
,

还要提供系统构造和用 户 开发接 口 两大功能
。

前者是平 台

的 内置功能
,

使得用 户可 以通过组态方式完成系统的构造
,

这

些功能可 以满足监控优化层任务的一般性要求
。

后者则允许用

户在平 台的支持下用 高级语言独立地开发 自己 的应用软件
,

如

建立对象 的数学模型
,

开发特定 的优化控制算法等
,

以满足监

控层任务的特殊要求
。

用户在集成软件平 台开发接 口支持下 完成的应用软件最纠

是与平 台一起运行
,

这些应用软件是挂在平 台软件 的接 口 上
,

并与集成软件平台共 同构成监控优化层的集成系统 的 应用捌
块享受软件平台提供的内置功能

,

由模块管理系统统一进行调

度管理
。

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 是七十年代 开始兴起的制

造高技术
,

它将制造技术发展过程中成熟的各种分散系统结合

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
。

近二十年来
,

在制造工业和连续

过程工业都得到 了巨大的发展并被普遍认为是未来的工业控制

模式 在连续过程工业中的实现称为计算机集成过程系

统
,

目前较为流行 的趋势是采用总体设计
、

分布实施

的战略
,

重点是解决现有系统集成和 局 部系统 的集成 问题
。

一个企业的 层次结构如 图 所示
。

图中最底 下二层

与具体的工业对象结合最为紧密
,

随着
、

工业控制机的

广泛应用
,

为实现 奠定 了坚实的硬件基础
。

在直接数字

控制层
,

己经有 了相 当丰富的控制软件包和 多种图形化的组态

工具
,

系统的构造十分方便 而监控优化层 已成 了实现

的瓶颈
。

主要的问题是缺乏一个支撑环境
,

软件投资大
,

专用

性强
,

移植和 维护费用 高
。

因此开发适合于监控优化层集成需

要的软件平台
,

已成 了实现该层系统集成的关键
。

它是实现软

件集成 的必 由之路
,

也是系统从硬集成
、

封 闭式集成走 向软集

成和 开放式集成的关键技术

集成软件平 台软件组成

系统软件主要核心 是任务调度和模块管理
,

通过五大模块

实现集成软件平台的主要功能
。

监控优化层

的各个任务是通过多个模块完成的
,

这些模块的启动和终

止
,

模块运行周 期 的设定 以及模块间的状态查询
,

模块间逻辑

约束关系的设定 由模块管理系统完成
。

见 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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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成 软件平 台 是 由基本 系统 操作 系统
、

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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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 络

图 集成软件平 台的主要模块结 构

通讯管理模块

优化控制系统与下层设备间的通讯 由通讯管理模块实现
。

它分成通讯设置模块和通讯处理模块
,

通讯设置模块提供对通

讯端 口 的在线 设置功 能
。

通讯处理模块完成数据 的采集与输

出
。

数据库系统

在优化控制系统中
,

存在着大量的实时数据的处理 各控

制点的模拟量
、

开关量
、

中间计算量
。

一方面
,

过程模拟量

巡检任务
,

将各模拟量的值周期地采集进来 采集进来的数据

经优化控制计算出中间计算量又周期性地输 出
。

如过程数据显

示
、

控制调 节
、

报警检测都要用到这些数据
。

为了减少内存开

支
,

并减少各任务之 间的数据交换
。

在系统中
,

要有一个公共

·

威威撞中丈寸视组态靛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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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实时数 据区

,

即实 时数据 库
。

同 时
,

为 系统能对 过程数 据进 动作
,

以提醒 操作员 注意
。

并要求 操作 员及时完 成报警 确认动

行 保存和 过程状 态的趋 势分 析
。

又 要建立 历史数据 库以保 存各 作
。

系统报 警是 反映软 件系 统本 身的 故障
,

如通 讯系 统的故

个 控制点 位号 在不 同时 问采集 的过程 数据
。

障
、

非 法操作 引起的 故障等 等
。

木 系统 采用 数 据库 管理系 统开 发工 报警 处理模 块还应 对各种 报警进 行报警 记录

,

报警 记录数

具

。

根据 优化 控制 的要 求

,

设 计若 干需 要监控 的 温度

、

压 据结构 见表

。

⋯

牛巍
报警 处理模 块 人 机界面

报 警系 统在系 统中 占有很重 要的位 置
,

报警系 统可分 为两 人机 交互界 面 监 控优化 系统需 要以直 观的方 式显 示系统

部 分 过 程报警 和系统 报警
。

过程报 警是指 各工位 控制点 的被 当前 的状态 和变化 趋势
,

以 及提供 操作 人员 对系统 的干 预能

控 量的报 警
,

每 个控制 回路 的报警信 息
,

通 过数据 通讯传 输到 力
,

如 修改数 据属性
、

改变 回路状 态和应 用模块 运行方 式
,

以

本 系统
,

根据工 位优先 级和警 报值 的高低程 度进行 相应的 报警 及 输入 所需的 数据等
。

任务 由人机 系统完 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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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采用 如下两条指令来实现
,

,

先执行指令
, ,

此时 将输 出高电

平
,

由于输 出端 口 具有锁存功能
,

将持续输出高电平
。

接着再执行指令
, ,

若此时 由于外 围电路的影响致

使 端为低 电平
,

这样
,

该指令的执行 结果为

输出高电平
,

则输 出低 电平
,

而不再是高电平
,

产生了

错误的输出
。

因此
,

要保持 持续输 出高电平
,

则必须采

取如下措施
,

,

,

这样才 能真正保证 和 端输 出高电平
。

、

看 门狗的使用

看 门狗计数器作为一种 自动复位装置作用很大
,

但对于执

行周 期 长
,

且 随机执行 的程序来说
,

则不 宜启动看 门狗定时

器
。

因为
,

若看 门狗有效
,

会造成系统的定时复位
,

造成系统

无法正 常工 作
。

笔者 曾编制过一个用 于控制继 电器开关的程

序
,

当看 门狗 定 时器有效时
,

执行 的结果 是 继 电器定时开

闭
,

不能很好工作
,

当将看 门狗定时器设置为无效时
,

则执行

结果令人满意
。

、

关于 语句和 语句

在 的特殊功能寄存器中
,

有一个寄存器用于存

放程序计数器的值
。

程序计数器用于

存放要执行的下一条指令的地址
。

中的值随指令周期的增

加而增加
,

除非有指令修改 中的值
。

就 单片

机而言
,

的程序存储器的容量为 字节
,

要能实

现对 字节存储器 的访 问
,

程序计数器的容量必须为 位才

能实现
。

如图 所示
,

就 语句而言
,

指令提供

了一个 位 的 值
,

而 锁存器 却仅映射 了

中的 位值
,

因此
,

对 语句而言
,

跳转 的 目的地址不

能超过 字节
,

若超过就会 出错

同样
,

如 图 所示
,

对于 指令或修改 的指令

如
,

和 以 为 目标的任何指

令
,

指令字也仅提供 了 调用地址或 引用地址 的 一 位
,

而 总是为
“ ”

因此
,

所有的子程序调用或指令跳转都被限制在 一

字节 的地址段 内
,

而决不能超 出此范围
。

否则
,

就会 出错
。

所

以
,

所有的子程序都必须位于程序的前端 一 字节区段

内
,

且跳转指令只 可 以从后 向前跳转
。

以上介绍 的几个编程注意事项都是笔者在实际应用 中所遇

到 问题的总结
,

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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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第 页 友好方便的人机界面是整个系统能够长期稳定

运行 的重要保证
。

面 向对象 的丰富的可视化编程方法为界

面的设计提供了 良好方便的手段

本系统开发了一系列 图形化显示界面和操作界面
,

系统能

以流程图
、

趋势显示 图
、

棒图等多种方式 向操作人员报告系统

的运行状态
、

参数报警等情况
。

操作人员也可及时将控制器参

数和分析数据方便地通过对话框输入
。

图
、

分别给 出本系

统部分人机界面

用户接 口

用户接 口 提供二种方式
,

一种是静态连接方式 即 函数

型
,

这种方式用户优化程序直接 由 开发
,

然后连接编译生

成
。

另一种是动态连接方式即动态连接库 型
,

用户优

化程序可 以由 各种 开 发工 具 开 发 如
、

、 、

等
。

目前后 种连接方式 比较简单方 便
,

用户优化程序无需和 系统连接编译
,

可独立 生成
。

技术创新

结 束语

·

⋯
· ·

· ·

⋯

指令字

复

陈为
’

匕一 ‘‘

本系统应用 面 向对象 的设计方法
,

人机界面采用 图形

化界面达到 了功能明确
、

操作和显示一致
,

界面具有所见即所

得功能 系统 的宽容性
、

美观性
、

可控性都达到 比较好 的效

果
。

用户优化控制采用该集成软件平台可大大缩短系统开发周

期
。

可望在炼油化工过程优化控制中
,

如常压塔优化控制系

统
、

减压塔优化控制系统
、

催化裂化优化控制系统得 到广泛应

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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