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仪器仪表用户

时设法消除污染源
,

追求
“

零污染
“

“

零损害
“

原则
绿色设计应确保产品在生命周期内对人员具有良好的保护功

能 设计时不仅要从产品的制造
、

使用
、

质里
,

可靠性等方面人员

予以保护
,

还要从人机工程学和美学角度考虑
,

避免对人员的身心

健康造成危害
。

技术先进原则
要使产品成为绿色

,

必须采用最先进的技术 产品设计者应及

时了解相关领域的最新进展 把握本行业的动向
,

发挥创造性
,

使
产品具有强的市场竞争力

〕生态经济效益最佳原则

生态化设计不仅要考虑产品所创造的经济效益 还要从可持续
发展的观点出发 考虑产品在全生命周期内的环境行为对生态环境

和社会环境所造成的影响
,

达到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双最佳

生态化设计的发展趋势
机械产品生态化设计与制造的发展趋势主要表现为

数字化 面向生态化设计地关键技术之
一

是产品在其生命

周期内的数字化建模
智能化 生态化设计

、

生态化产品评估指标体系及评估专

家系统
,

均需要人丁智能技术的参与
。

集成化 产品和工艺设计与材料选择系统的集成
、

用户需

求与产品使用的集成
、

生态化制造的过程集成等集成技术的研究将
成为绿色设计与制造的重要研究内容

。

并行化 生态化设计今后的一 个重要趋势就是与并行设计

相结合
,

从而实现并行式生态化设计

产业化 生态化设计与制造的实施将导致
·

批新兴产业的

形成 包括废弃物的回收处理
、

废弃物回收处理的服务产业
、

生态
化产品设计和实施生态化设计与制造的软件产业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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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光复 绿色设计与制造 北京 机械工业出版社 以

】朱晓春 先进制造技术 【 北京 机械 二业出版社 仪抖

王隆太 先进制造技术 【 】 北京 机械 业出版社 以幻
·

吴翔 产品系统设计 北京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犯

】蔺国民等 绿色维修与绿色维修性探讨 【 】 航空维修与 几程

仪叫 朽闷 ,

】刘飞 曹华军 绿色制造的研究现状与发展趋势 中国机械工程

戊以 】 】

作者筒介 刘一扬 〔
一

女 河南省郑州市人
,

硕 士研究生 主要研究方

向 技术及机械系统仿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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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提出了一种新翔的提高荟站砚益范圈的方法 井在此茜础上详细

讲述了在这一系统摘式下如何进行 开发和配

关妞词 光纤通伯 水 板级支持包
·

中圈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 日

块
,

包括光口 模块
、

模块
一 ,

逻辑模块
、

处理器模块
、

时钟模块
、

数字中频

模块 模块的电路图如图 所示

引言
现在的

一

基站其基带处理单元和射频单元之间普遍

采用 信号相连的方式
,

这种方式既限制了基带单元和射频单元

之间连接的灵活性 又限制了基站的部署 为了克服这一缺陷
,

本
文提出了一种改进方案 可使用光纤将射频模块拉远

,

即射频单元

通过光纤连接幕带处理单元 采用这种方式 既可提高
基站 的搜盖范围 又 可减少基站的数 目

,

此系统中使用的是

灯 型 系统要能正常运行
,

首先就需要对 进行

配里 是 操作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

目标系统加电

之后
,

首先执行的代码就是
,

所以本文将进一步讲述在这一系

统下是如何开发 的

系统结构
和 可以构成多种组网结构

,

主要有星型
、

链型和树
型结构

,

这样可以满足不同的搜盖及组网方式的要求
。

星型结构比

较常用 它是多个 和 一个 通过 链路相连
。

链型结

构是一 个 串联了多个
,

级联最大为三级 树型结构的组

网方式较复杂
,

它是一个 连接了多个
,

每个 又连

接了多
主要作用是实现无线射频信号与墓带信号相互转换

,

内
部要实现的功能有 脉冲成型

,

滤波
、

及 月 变换
、

上下变
频

、

射频放大
、

智能天线校准
、

单板自检和告普等 的操作

维护信息通过光纤随业务传输 是 中的数字部分模

此模块中 和 模块主要完成内部数字信 号和外部模

拟中频信号的转换 爪 完成中频信号在数字域的混额
、

滤

波
、

抽取及数字基带信号和 中频信
一

号的转换 部分完成

侧接 口 适配
、

物理天线数据交换和交义连接等功能
一

模块完成 编码以及并 串转换 模块完

成光 电转换后和外部光纤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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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贵
系统中的 是介于底层硬件和 之间的

·

个软件接
口 它主要完成在系统加电之后初始化

、

目标机系统和系统

资源 图 显示了 在整个过程中所处的位置

从图中看分为三大步
,

分别是 系统硬件的初始化
、

操作系统

的初始化和应用程序的初始化
。

主要集中在第
一

大步中
,

它
控制着 映像的生成和启动 所有类型的 映像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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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器仪表用户

可通过两种编译方式生成 映像 一 种是通过命令行
方式 另一种是在 。 下进行编译生成 根据所使用的下载方
式的不同 可生成如下的 映像

基于 的映像
,

需要通过一个
引导 把它下载到目标机内存中才能执行

这也是基于 的映像
,

孺要通过一个
引导 把它下载到目标机内存中才能执行 该对象内

里符号表
。

。

非压缩
、

基于 的映像 在执行前

首先把自己拷贝到目标机 中

压缩的基于 的映像
,

在执行前

首先把自己解压并拷贝到目标机 中

驻留型非压缩的 映

像
,

它在执行前把自己数据段拷贝到目标机 中

驻留型映像
,

在启动

时把数据段拷贝到目标机 中
。

结束语

拉远基站应用前景广阔
,

本文以此为背景
,

既介绍了它的原
理

,

又从实践角度介绍了在这 一系统下 的开发过程 本设计

对从事通信技术研究及 开发的人员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二
, 考文蔽

【 周启平 张杨 下设备驱动程序及 开发指南 北

京 中国电力出版社
,

以只

”
一

印 加

比

【
’ , 刀 伪

】】创为

【 康静 郑建更
,

袁涛等 在 】 上的 设计

单片机与嵌入式系统应用 以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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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交通 大学硕 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 嵌

入式系统开发
,

技术及网络管理 坏健
,

男
,

北京交通大学刹教校 研

究生导师
,

研究方向 嵌入式系统开发 技术及海波器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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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油油管变频加热电源的设计研究
李文江

,

曲长猛
,

闻孝
,

田立勇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 电气与控制工程学院
,

辽宁 葫芦岛 上溯阅

摘共 目前我国各大油田存在开采含胶质沥 , 含蜻和凝固点高等问皿
,

增

大了开采成本 为解决这些问 本文介绍一种采油油 , 变拓加热电派
。

通

过盆流把工烦交流电变成直流电 再通过逆变把 流电变成所拐翔率的交流

电 然后再把逆变的交流电加在采油份上直接加热 该电派采用单片机钾能

控制 加热系统效率离
、

可命性高 节能显
,

有很高的实用价值 应用前

广阔

关锐词 变翔加热二 单片机 采油 ,

中圈号 文献标示码

采油油管变频加热技术采用的是一种独特的加热方式
,

它利用

油井中的油管作为热源体
,

将电能转化成热能直接加热井筒内的液
体

,

化蜡
,

降粘
,

使井简内的原油在举升过程中的温度始终保持在
原油凝固点以 连续生产

。

其加热系统结构图如图 【
。

采油油苦变频加热电源硬件设计
变频加热控制柜包括变频加热电源主回路和控制回路两部分

变频加热电源主回路原理图如图 所示 该回路主要包括三相愉入

整流电路
、

无触点充电切换电路
、

全桥逆变电路和 级冲电

路
、

串联辅助谐振电感和电容
、

电源侧电流互感器
、

【 逆变

桥
、

中频变压器和负载
、

负载侧电压互感器和电流互感鉴
。

变频加热控制电路框图如图 该控制电路是一个单片机控
制系统 它包括单片机及其外围电路

、

开关 物入输出电路
、

模拟

输入电路
、

四路 输出
、

键盘电路
、

显示电路
、

指示
灯指示电路

、

电源交流真空接触器控制电路
、

控制电路和时

钟电路

其工作原理为 电能由配电变压器输出
,

经电缆输入到油管变
频加热控制柜 经隔离调整后将电能传送到油管 经油管下部的油

套管接触器连接到套管 形成一个完整的回路
,

当电流流过油和套

管时
,

因具有一定的电阻而发热
,

产生的热盘通过油管直接传递给

原油【
。

绝缘短节连接上下油管
,

避免油管的电流流到井口 的设

备和大地 保证井周围设备的安全 油套管扶正器安装在油管上与

套管隔离 保证油管与套管隔离
。

光杆下面连接绝缘抽油杆 绝缘

抽油杆下面连接常规抽油杆
,

保证抽油杆不将电能传送到地面设

备 保证地面设备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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