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3�C�2�4�1�0芯片的 �B�S�P包中支持绝大部分的驱动程序�,但有

时出于实际开发的需要、操作系统的稳定性考虑�,用户往往需要

开发一个自己的流接口驱动程序�,以下就分析了 �W�i�n�d�o�w�s�C�E

流接口驱动程序结构以及 �A�D�C驱动程序的开发。本驱动可以用

在测试电压、环阻、电流等�,不涉及中断处理的驱动程序。

�1�S�3�C�2�4�1�0芯片及 �A�D�C模块介绍

�S�3�C�2�4�1�0是韩国三星电子公司推出的一款基于 �A�R�M�9�2�0�T

内核的 �1�6�/�3�2位 �R�I�S�C嵌入式微处理器�,该处理器主要面向手

持式设备以及高性价比、低功耗方面的应用。�S�3�C�2�4�1�0�X芯片集

成了 �N�A�N�D�F�L�A�S�H控制器、�S�D�R�A�M控制器、一个 �L�C�D控制器

�(支持 �S�T�N和 �T�F�T液晶显示屏�)、�3个通道的 �U�A�R�T、�4个通道的

�D�M�A、�4个具有 �P�W�M功能的计时器和一个内部时钟、�8通道的

�1�0位 �A�D�C�,同 时 �S�3�C�2�4�1�0还 有 丰 富 的 外 部 接 口 �,例 如 触 摸 屏

接口、�I�2�C总线 接 口 、 主 从 �U�S�B设 备 接 口 、�S�P�I接 口 、�S�D�/�M�M�C

卡接口等等。

�S�3�C�2�4�1�0内部集成了一个 �8通道 �1�0�B�i�t的 �A�D�C转换模块

�(其中第 �5、第 �6通道可用于支持触摸屏接口�)。�A�D�C模块最大

转换速率可达 �5�0�0�K�S�P�S�,�A�/�D转换器以片上采样、保持的方式

工作�,支持掉电模式�,其测量模拟输入电压范围为 �0～�3�.�3�V。要实

现 �A�D�C功能�,我们需要把 �A�D�C触摸屏控制器�(�A�D�C�T�S�C�)设置

成 通 常 工 作 模 式 �(�A�D�C�T�S�C的 �A�U�T�O�_�P�S�T�=�0�,�X�Y�_�P�S�T�=�0�)�,对

�A�D�C操作�,主要对下面的 �A�D�C几组寄存器进行读写操作�:

�A�D�C控制寄存器�:�A�D�C�C�O�N�(�2�4�1�0�A�R�M平台下寄存器地

址是 �0�X�5�8�0�0�0�0�0�0�,在 �W�i�n�C�E下将映射到虚拟物理地址空间�)�;

�A�D�C触摸屏控制寄存器�:�A�D�C�T�S�C�(�2�4�1�0�A�R�M平台下寄存

器地址 �0�X�5�8�0�0�0�0�0�4�)�;

�A�D�C时延寄存器�:�A�D�C�D�L�Y�(�2�4�1�0�A�R�M平台下寄存器地址

�0�X�5�8�0�0�0�0�0�8�)�;

�A�D�C数据寄存器�:�A�D�C�D�A�T�0�/�1�(�2�4�1�0�A�R�M平台下寄存器

地址 �0�X�5�8�0�0�0�0�0�C�/�0�X�5�8�0�0�0�0�1�0�)�;

�2�W�i�n�d�o�w�s�C�E�.�N�E�T的驱动模型

目前基于 �W�i�n�d�o�w�s�C�E�.�N�E�T的驱动模型包含两种�:本机设

备驱动程序和流接口驱动程序。正如他们的名字所表明的�,本机

设备驱动程序适用于集成到基 于 �W�i�n�d�o�w�s�C�E�.�N�E�T平 台 的 设

备�,例如 �L�E�D、电源驱动就是这样的例子�,他们是操作系统中

�G�W�E�S�(图形窗口事件子系统�)的一部分�,这些驱动程序不表现

在一个 �D�L�L的动态链接库上。也有一些样本本机驱动程序�,他

们表现在一个 �D�L�L的文件上�,如显示、键 盘 驱 动 程 序 �,并 由

�G�W�E�S统一管理和加载。本机设备驱动程序的结构分为两种类

型�:单片驱动程序和分层的驱动程序。单片驱动程序直接把硬件

的功能传递给操作系统�,分层驱动程序则由上层的 �M�D�D�(模型

设备驱动程序�)和下层的 �P�D�D�(依赖平台的驱动程序�)组成。因

为本机设备驱动程序通常与基 于 �W�i�n�d�o�w�s�C�E�.�N�E�T的 平 台 有

着紧密的连接�,微软提供了定制接口的方式来支持内部设备驱

动 程 序 �,原 始 设 备 制 造 商 �(�O�E�M�)把 �W�i�n�d�o�w�s�C�E�.�N�E�T定 制 到

一个新平台的时候�,需要创建自己的本机设备驱动程序�,而对于

绝大多数的开发人员来讲�,则不需要编写本机设备驱动程序。本

机设备驱动程序总是在 �W�i�n�d�o�w�s�C�E�.�N�E�T启动时加载的。

另外一种驱动模型是具有定制接口的流接口驱动程序�,以

�D�L�L动态链接库的形式存在。与本机设备驱动程序相比�,所有的

流接口驱动程序都是用同一组接口�,并调用同一个称为流接口

的函数集。当操作系统启动时�,绝大多数的驱动程序�(包括流接

口驱动程序�)是由设备管理这一进程�(�D�E�V�I�C�E�.�E�X�E�)统一加载、

管理和卸载的�,所有这些驱动程序共享这一个进程地址空间。

每个流接口的驱动程序�,都必须实现一组标准的函数�,用来

完成标准的文件 �I�/�O函数和电源管理函数。

�3�A�D�C底层驱动程序的设计

�A�D�C驱动程序的主要任务�,就是把 �2�4�1�0的 �A�D�C外设模块

的使用传递给应用程序�,为了便于理解�,下面就按照驱动程序加

载、使用的顺序�,来讲述 �A�D�C底层驱动的实现。

�3�.�1驱动程序的加载

当操作系统启动时候�,首先由设备管理器加载驱动�,这时调

用 �A�D�C�_�I�n�i�t�(�)函数。绝大多数驱动程序�,都要在 �X�X�X�_�I�n�i�t�(�)函数

中完成驱动程序的初始化�,这其中包括物理地址的映射、�I�S�T中

断注册、管脚的初始化等等。

在 基 于 �W�i�n�d�o�w�s�C�E�.�N�E�T的 平 台 中 �,�C�P�U的 硬 件 寄 存 器

地址空间要映射到操作系统的物理寄存器地址空间�,这样对操

作系统物理寄存器操作如同对 �C�P�U的硬件寄存器操作。硬件寄

基于 �W�i�n�d�o�w�s�C�E�.�N�E�T的 �A�D�C驱动程序实现与应用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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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器地址主要由处理器决定的�,但操作系统的物理寄存器地址

空 间 是 固 定 的 �,�O�E�M在 �O�E�M�A�d�d�r�e�s�s�T�a�b�l�e中 实 现 了 �2�4�1�0的

所有硬件寄存器到 �W�i�n�C�E物理寄存器空间的映射。�W�i�n�C�E下

应用程序中要实现对 �A�D�C的物理寄存器访问�,由于地址空间不

同�(应用程序地址空间为�:�0�X�0�0�0�0�0�0�0�0～�0�X�4�1�F�F�F�F�F�F�,操作系统

物理寄存器为�:�0�X�A�0�0�0�0�0�0�0～�0�X�B�F�F�F�F�F�F�F�)�,这时就需要用到

�V�i�r�t�u�a�l�A�l�l�o�c�(�)和 �V�i�r�t�u�a�l�C�o�p�y�(�)函数来实现地址的映射。�A�D�C初

始化主要代码如下�:

�v�_�p�A�D�C�r�e�g�s�=�(�v�o�l�a�t�i�l�e�A�D�C�r�e�gQ�)�V�i�r�t�u�a�l�A�l�l�o�c�(�0�,�s�i�z�e�o�f�(�A�D�C�r�e�g�)�,

�M�E�M�_�R�E�S�E�R�V�E�,�P�A�G�E�_�N�O�A�C�C�E�S�S�)Z
�i�f�(�v�_�p�A�D�C�r�e�g�s�)

[
�i�f�(\�V�i�r�t�u�a�l�C�o�p�y�(�(�P�V�O�I�D�)�v�_�p�A�D�C�r�e�g�s�,�(�P�V�O�I�D�)�(�A�D�C�_�B�A�S�E�)�,�s�i�z�e�o�f

�(�A�D�C�r�e�g�)�,�P�A�G�E�_�R�E�A�D�W�R�I�T�E�|�P�A�G�E�_�N�O�C�A�C�H�E�)�)

[ �E�R�R�O�R�M�S�G�(�1�,�(�T�E�X�T�(″�F�o�r�A�D�C�r�e�g�: �V�i�r�t�u�a�l�C�o�p�y�f�a�i�l�e�d\
�\�r�\�n″�)�)�)Z

�V�i�r�t�u�a�l�F�r�e�e�(�(�P�V�O�I�D�)�v�_�p�A�D�C�r�e�g�s�,�0�,�M�E�M�_�R�E�L�E�A�S�E�)Z
�v�_�p�A�D�C�r�e�g�s�=�N�U�L�LZ
hh

�V�i�r�t�u�a�l�A�l�l�o�c的 功 能 是 在 当 前 申 请 一 段 大 小 为 �s�i�z�e�o�f�(�A�D�-

�C�r�e�g�)的保留�(�M�E�M�_�R�E�S�E�R�V�E�)地址空间�,�V�i�r�t�u�a�l�C�o�p�y的功能是

把一段 �A�D�C物理地址�(起始于 �A�D�C�_�B�A�S�E�,大小为 �s�i�z�e�o�f�(�A�D�-

�C�r�e�g�)�)映射到当前申请到的地址空间�(�v�_�p�A�D�C�r�e�g�s�)�,这样驱动

程序就能实现对寄存器物理地址的访问了。

�3�.�2打开、读、写 �A�D�C驱动程序

当应用程序打开 �A�D�C驱动程序时�,调用到 �A�D�C�_�O�p�e�n�(�)函

数�,这个函数比较简单�,不予介绍。�S�3�C�2�4�1�0有 �6通道可做一般

功能使用的 �A�D�C�,为了区分这 �6通道�,驱动程序中使用了一个

全局变量 �S�e�l�P�i�n�N�u�m来保存管脚号。应用程序要读取某一路的

�A�D�C值 时 �,先 调 用 �A�D�C�_�W�r�i�t�e�(�)函 数 �,把 这 一 支 路 号 写 到

�S�e�l�P�i�n�N�u�m�,接下来应用程序调用 �A�D�C�_�R�e�a�d�(�)函数来启动、读

取 �S�e�l�P�i�n�N�u�m这一支路的 �A�D�C值。�A�D�C�_�W�r�i�t�e主要代码如下�:

�D�W�O�R�D�A�D�C�_�W�r�i�t�e�(�D�W�O�R�D�h�O�p�e�n�C�o�n�t�e�x�t�, �L�P�C�V�O�I�D

�p�S�o�u�r�c�e�B�y�t�e�s�,�D�W�O�R�D�N�u�m�b�e�r�O�f�B�y�t�e�s�)

[ �D�W�O�R�D�d�w�R�e�t�=�2Z
�S�e�l�P�i�n�N�u�m�=Q�(�P�W�O�R�D�)�p�S�o�u�r�c�e�B�y�t�e�sZ
�d�w�R�e�t�=�M�I�N�(�d�w�R�e�t�,�N�u�m�b�e�r�O�f�B�y�t�e�s�)Z �/�/�R�e�t�u�r�n�n�u�m�b�e�r�o�f

�b�y�t�e�s�w�r�i�t�t�e�n�.

�r�e�t�u�r�n�d�w�R�e�tZ h
�h�O�p�e�n�C�o�n�t�e�x�t由 �C�r�e�t�e�F�i�l�e�(�)函 数 返 回 的 句 柄 �,�p�S�o�u�r�c�e�-

�B�y�t�e�s是一个缓冲区地址用于往驱动内写数据�,这里写入的是

�A�D�C支路号到 �S�e�l�P�i�n�N�u�m。

应 用 程 序 接 下 来 即 可 调 用 驱 动 中 �A�D�C�_�R�e�a�d�(�)来 启 动

�S�e�l�P�i�n�N�u�m这一支路的 �A�D�C转换�,并读取转换后数据�,这一过

程是主要对 �A�D�C物理寄存器进行操作�,主要代码如下�:

�C�l�e�a�r�_�t�e�m�p�A�D�C�b�u�f�f�e�r�(�)Z �/�/清空用户定义临时缓冲区

�v�_�p�A�D�C�r�e�g�s�-�>�r�A�D�C�D�L�Y�=�A�D�C�_�D�E�L�A�Y�_�T�I�M�EZ �/�/设 置 �A�D�C转

换时延寄存器

�f�o�r�(�i�=�0Z �i�<�M�A�X�_�S�A�M�P�L�EZ �i�+�+�)�/�/进行 �1�0次 �A�D�C转换�,取平均

值后保存结果

[
�v�_�p�A�D�C�r�e�g�s�-�>�r�A�D�C�T�S�C�&�=�(～�7�)x �/�/设 置 �A�D�C控 制 寄 存 器 为 正 常

�A�D�C工作模式

�/�/下面设置 �A�D�C控制器的工作频率、如何开始转换、转换哪一支路信

号等

�v�_�p�A�D�C�r�e�g�s�-�>�r�A�D�C�C�O�N�&�=�(～�7�)Z

�v�_�p�A�D�C�r�e�g�s�-�>�r�A�D�C�C�O�N�=�(�1�<�<�1�4�)�|�(�A�D�C�P�R�S�<�<�6�)�|�(�(�S�e�l�P�i�n�-

�N�u�m�&�0�x�7�)�<�<�3�)Z
�v�_�p�A�D�C�r�e�g�s�-�>�r�A�D�C�C�O�N�|�=�0�x�1Z �/�/启动 �A�D�C转换

�w�h�i�l�e�(�v�_�p�A�D�C�r�e�g�s�-�>�r�A�D�C�C�O�N�&�0�x�1�)Z �/�/检测转换是否进行

�w�h�i�l�e�(\�(�0�x�8�0�0�0�&�v�_�p�A�D�C�r�e�g�s�-�>�r�A�D�C�C�O�N�)�)Z �/�/检 测

转换是否结束

�A�D�C�_�B�u�f�f�e�r�[�i�]�=�0�x�3�f�f�&�v�_�p�A�D�C�r�e�g�s�-�>�r�A�D�C�D�A�T�0Z �/�/读

取转换后数值

�S�l�e�e�p�(�D�e�l�a�y�m�s�)Z �/�/延迟一段时间以进行第二次转换

h
Q�(�P�W�O�R�D�)�p�B�u�f�f�e�r�=�S�U�M�_�A�d�c�B�u�f�f�e�r�(�)�/�M�A�X�_�S�A�M�P�L�EZ �/�/返

回 �1�0次转换后的平均值

�p�B�u�f�f�e�r是 驱 动 程 序 �A�D�C�_�R�e�a�d�(�)中 返 回 给 应 用 程 序 的

�A�D�C数据。

主 要 的 流 接 口 函 数 介 绍 完 毕 �,接 下 来 只 要 完 成

�A�D�C�_�C�l�o�s�e、�A�D�C�_�D�e�i�n�i�t等其他流接口就可以了。

�3�.�3流接口驱动程序的加载

有了这些编译出来的 �D�L�L函数 还 不 能 叫 做 流 接 口 驱 动 程

序�,因为其流接口函数还没有导出�,还需要告诉连接程序需要输

出一些什么样的函数�,为此就必须建立一个自己的 �d�e�f文件。下

面是此文件的内容�:

�L�I�B�R�A�R�Y �a�d�c�2�4�1�0 �;动态链接库名称

�E�X�P�O�R�T�S �;列出将要导出函数名

�A�D�C�_�I�n�i�t

�A�D�C�_�D�e�i�n�i�t

�A�D�C�_�O�p�e�n

�A�D�C�_�C�l�o�s�e

�A�D�C�_�P�o�w�e�r�D�o�w�n

�A�D�C�_�I�O�C�o�n�t�r�o�l

�A�D�C�_�P�o�w�e�r�U�p

�A�D�C�_�R�e�a�d

�A�D�C�_�S�e�e�k

�A�D�C�_�W�r�i�t�e

接下来在 �P�B打开 �p�l�a�t�f�o�r�m�.�r�e�g�,设置驱动程序的加载信息�: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B�u�i�l�t�I�n�\�A�D�C�2�4�1�0�]

″�P�r�e�f�i�x″�=″�A�D�C″ �;驱动设备文件名

″�D�l�l″�=″�a�d�c�2�4�1�0�.�D�l�l″ �;驱动程序的 �D�L�L动态链接库名

″�O�r�d�e�r″�=�d�w�o�r�d�:�3 �;驱动程序加载的时序

″�I�n�d�e�x″�=�d�w�o�r�d�:�1 �;驱动程序的索引号

同样在 �P�B下�,打开 �p�l�a�t�f�o�r�m�.�b�i�b�,设置把驱动加载到系统的 �N�K�.�B�I�N中

�a�d�c�2�4�1�0�.�d�l�l ＄�(�_�F�L�A�T�R�E�L�E�A�S�E�D�I�R�)�\�a�d�c�2�4�1�0�.�d�l�l�N�K�S�H

最 后 再 增 加 两 个 文 件 �m�a�k�e�f�i�l�e�(定 义 了 编 译 规 则 �)和

�s�o�u�r�c�e�s�(使用的头文件�,自定义函数库�,系统函数库等�)�,重新编

译 �W�i�n�d�o�w�s�C�E�,�A�D�C驱 动 程 序 即 可 加 载 进 操 作 系 统 。 使 用

�K�I�T�L把编译好的 �W�i�n�d�o�w�s�C�E镜像 �N�K�.�b�i�n下载到板子上�,使

用 �P�B的模块查看器�,可以看到驱动程序 �a�d�c�2�4�1�0�.�d�l�l已经被成

功加载�,如图 �1。

图 �1�P�B模块查看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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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A�D�C驱动程序的使用

在基于 �2�4�1�0的 �W�i�n�d�o�w�s�C�E环境下�,用这个驱动程序可

以实现外部模拟信号到 �2�4�1�0数字信号的转换�,下面是一个典型

电压测量的运用�,原理图如图 �2。

图 �2电压测量电路

�T�E�S�T�0�/�T�E�S�T�1是模拟待测量电压�,经 �1�0倍分压后接到一

个减法放大器�,然后与 �2�4�1�0的第 �6支路 �A�D�6管脚连接�,放大器

可起到信号传输、滤波作用。�W�i�n�d�o�w�s�C�E�.�N�E�T把每个设备表

示为文件系统�,这样应用程序可以通过这一特殊文件形式来访

问驱动程序�,主要代码如下�:

�H�A�N�D�L�E�h�S�t�r�=�C�r�e�a�t�e�F�i�l�e�(�_�T�(″�A�D�C�1�:″�)�,�G�E�N�E�R�I�C�_�R�E�A�D�|�G�E�N�E�R�-

�I�C�_�W�R�I�T�E�,�F�I�L�E�_�S�H�A�R�E

�_�R�E�A�D�|�F�I�L�E�_�S�H�A�R�E�_�W�R�I�T�E�,�N�U�L�L�,�O�P�E�N�_�E�X�I�S�T�I�N�G�,�0�,�0�)V
�/�/打 开 一 个 设 备 �,如 同 打 开 一 个 文 件 一 样 �,设 备 文 件 名 为 �_�T�(″

�A�D�C�1�:″�)

接下来先调用写函数�,写入要读取的管脚号 �6�:

�D�W�O�R�D�d�w�W�r�i�t�t�e�n�=�0�,�d�w�B�y�t�e�s�R�e�a�d�=�0VV
Z�W�r�i�t�e�B�u�f�f�e�r�=�A�I�N�6V �/�/写入管脚号 �6

�W�r�i�t�e�F�i�l�e�(�h�S�t�r�,�W�r�i�t�e�B�u�f�f�e�r�,�2�,�&�d�w�W�r�i�t�t�e�n�,�N�U�L�L�)V �/�/写 入 �A�D�C管

脚号

�/�/接下来读取 �A�D�C值到 �R�e�a�d�B�u�f�f�e�r

�R�e�a�d�F�i�l�e�(�h�S�t�r�,�R�e�a�d�B�u�f�f�e�r�,�2�,�&�d�w�B�y�t�e�s�R�e�a�d�,�N�U�L�L�)V
读函数得到 �1�0�B�i�t的 �A�D�C值到 �R�e�a�d�B�u�f�f�e�r�,根据这一值计

算 �A�D�6的 模 拟 电 压 �V�A�D�6为 �:�*�R�e�a�d�B�u�f�e�r

�2
�1�0

�-�1
�*�3�.�3�,进 而 根 据 原

理图 �2�,我们可以得到外部待测点 �T�E�S�T�0的电压�,计算公式为�:

�V�T�E�S�T�=�(�R�5�+�R�6
�R�6

�)�(�R�1�+�R�2
�R�2

�)�(�R�4�*�3�.�3
�R�3�+�R�4

�-
�R�1�*�V�A�D�6

�R�1�+�R�2
�)

�5结束语

基于 �W�i�n�d�o�w�s�C�E的嵌入式产品运用已经越来越广泛�,分

析了 �W�i�n�C�E下 �A�D�C驱动程序的开发�,通过本文的介绍�,读者

可以对 �W�i�n�d�o�w�s�C�E的驱动程序的结构、编写以及实际应用能

有一定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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驱动方式来刷新 �W�e�b组件中来自一个或多个 �I�n�f�o�P�l�u�s�.�2�1数据

源的数据。�W�e�b组件与 �I�n�f�o�P�l�u�s�.�2�1数据源通讯�,请求历史数据�,

或者应用远 程 数 据 服 务 �(�R�D�S�)记 录 数 据 �,与 运 行 在 �I�n�t�e�r�n�e�t信

息服务器上的过程数据 �W�e�b目标通讯�,或者与 �A�c�t�i�v�e�X数据目

标通讯。

�E�v�e�n�t�.�2�1是 �I�n�f�o�P�l�u�s�.�2�1的报警和事件跟踪系统。通过预组

态的方式对报警和异常事件进行管理。用户可以用浏览器的方

式进行浏览和监控。

�2�.�4�.�2实时数据库接口软件

�C�I�M�-�I�O是一标准的接口平台�,其允许实时数据库和应用

软件从 �D�C�S或 �P�L�C以及其它类型的实时数据库系统中读写实

时数据和历史数据。

�C�I�M�-�I�O�T�M�f�o�r�O�P�C�,这是实时数据库和满足服从 �O�P�C协

议标准的控制设备的一个接口软件。它可以连接各厂的可提供

�O�P�C接口的设备。

�C�I�M�-�I�O�f�o�r�I�n�T�o�u�c�h�,这是实时数据库系统和 �I�n�T�o�u�c�h系

统的接口软件。

�C�I�M�-�I�O�f�o�r�I�n�t�e�l�l�u�t�i�o�n�,这是实时数 据 库 系 统 和 �I�n�T�o�u�c�h

系统的接口。如动力厂的液化装置采用 �I�n�t�e�l�l�u�t�i�o�n�,可通过 �C�I�M�-

�I�O�f�o�r�I�n�t�e�l�l�u�t�i�o�n软件进行现场实时数据采集。

�2�.�4�.�3客户端软件

�A�s�p�e�n�P�r�o�c�e�s�s�E�x�p�l�o�r�e�r以 流 程 图 及 趋 势 图 的 方 式 组 织

及显示来自 �I�n�f�o�P�l�u�s�.�2�1和关系数据库的信息。这是 �A�s�p�e�n�T�e�c�h

的最新的桌面 �G�U�I客户端产品。它是一个浏览大量实时数据的

工具�,一个以趋势显示的方式分析实时、历史数据的工具。同时

也是一个可以组态流程图�(包括立体画面、嵌入位图�)、趋势图以

及组织桌面应用的工具。它可以使公司生产管理者应用在线的

数据实时做出有关生产、管理方面的决策。它还可以增加有关技

术人员的过程知识�,从而使他们对过程的变化及优化生产过程

做出快速的响应。用户可以很容易通过流程图的组态来完成手

动输入数据而不需要专门的软件。

�D�e�s�k�t�o�p�O�D�B�C�,这个软件用于与实时数据库交换信息。通

过 桌 面 �O�D�B�C模 块 使 用 户 应 用 如 �M�i�c�r�o�s�o�f�t�E�x�c�e�l、�M�i�c�r�o�s�o�f�t

�A�c�c�e�s�s、�C�r�y�s�t�a�l�R�e�p�o�r�t、�M�i�c�r�o�s�o�f�t�V�i�s�u�a�l�B�a�s�i�c等 查 询 实 时

数据库的数据�,并生成统计报表。

�3结束语

整个方案的核心是 �A�S�P�E�N�I�n�f�o�P�l�u�s实时数据库。它采集、

管理来自公司各生产装置控制系统的过程数据�,并将这些数据

整 合 后 提 供 给 其 他 应 用 系 统 �,同 时 与 以 关 系 数 据 库 为 核 心 的

�E�R�P系统集成�,为 �E�R�P系统提供所需的过程数据�,完成了企业

信息化实时数据平台的建设�,成为仪化公司生产实时监控、调度

的利器�,系统自运行以来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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