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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外接微机实时数据处理集成系统

全　萍*

(五邑大学计算中心　江门　 529020)

【摘要】　利用微机软硬技术集成的思想 ,采取两台生化分析仪挂接一台微机的二对一模式 ,既解决

了微机软硬件资源共享 ,减少系统开销的问题 ,又达到了用外接系统统一管理两台生化仪的检测数据实

现无纸实验室的目的。 文中对实现数据实时通信 ,数据合并与合成 ,数据库共享与管理等关键技术作了

详细论述 ,其方法对同类系统的设计与实现具有借鉴和推广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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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的普遍使用 ,已经代替了实验室繁琐的手工操作。由于一般的生化分析仪只

注重于检测结果的精密度、准确性和分析速度 ,对被检对象的信息资料的录入、保存、检索和统计等

数据库管理功能考虑较少 ,因此便产生了先进的自动化仪器和落后的资料处理体系的矛盾。目前很

多使用单位已配备两台生化分析仪 ,而且生产厂家和型号往往不同 ,在这种情况下 ,被检对象的各

种信息就不能统一处理 ,分析结果的形式也只能各成一体 ,这样就不能对数据进行统一管理 ,不能

保证数据共享。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途径就是对每台生化仪外接一台微机 ,充分利用微机上通用数

据库管理功能 ,达到数据统一管理、共享的目的。但每台生化分析仪配置一台微机 ,开销大 ,造成硬

件资源浪费。本文讨论的系统就是以既能解决被检对象的数据集中统一管理 ,又能达到软硬资源共

享 ,减少开销为目的而设计的。

1　系统概述
1. 1　系统构成

系统结构如图 1所示。两台异型生化分析仪通过外接微机的串行口 COM1和 COM 2共享一台

微机资源 ,由串行口的接口软件协调传输接收生化仪数据 ;由微机数据库管理系统软件将两台生化

分析仪传输过来的数据进行合并 ,统一格式处理 , 最后形成共享的中央数据库。 反过来 ,中央数据

库的数据又可经数据分解合成为不同生化分析仪所需的数据 ,分别经 COM 1或 COM 2发送到相

对应的生化分析仪 ,实现双向通信。

1. 2　系统功能

应用系统软件完成如下功能:

1)实时数据通信子系统

用中断控制方式通过串行口的接口软件实现生化分析仪与外接微机系统之间的实时数据交

换 ,将接收到的生化仪分析结果数据及时交由数据库管理应用子系统处理。

2)数据库管理子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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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外接微机实时数据处理集成系统结构图

( 1)参数设置与系统维护模块:完成通信接口软件参数设置 ,检测项目与检测通道映射关系设

置 ,系统数据库维护 (记录增删 ,索引更新 ,日志 ,备份等 )。

( 2)数据处理模块:完成被检对象资料录入、修改、检测项目发送数据格式合成 ,分析结果数据

接收和接收数据合并入库处理。

( 3)数据查询模块:能多途径多条件查询、模糊查询、组合查询 ,查询结果联机打印等。

( 4)数据统计分析模块:能进行日、月、年的检测项目统计 ,工作量统计 ,成本核算 ,质控统计 ,

打印报表生成 ,室内质控图生成。

( 5)数据打印模块:完成检测数据实时打印 ,批打印 ,查询打印。

2　系统设计
2. 1　总体设计

2. 1. 1　设计思想

为了使两台生化分析仪的数据能在一台微机上统一管理 ,提出“异种同构”的思想 ,通过中间转

换程序将接收到的数据合并为一种统一格式的结果 ,形成一个共享中央数据库 ,或者利用中央数据

库合成为各自所需的发送数据格式。采用系统集成的方法实现“异种同构” ,首先通过软件技术集

成 ,将两台生化分析仪与微机通信的接口程序有机合并 ,简化两套接口程序共存的复杂性 ;其次 ,在

系统功能上集成 ,使系统在已知参数设定情况下 ,自动完成各种数据的转换和实时处理 ,减少人为

干预。 在整个系统设计中 ,均采用模块设计思想 ,以保证系统的可维护性和可扩充性。 中央数据库

的建立为今后网络化数据共享提供了条件。

2. 1. 2　设计目标

( 1)两台生化分析仪的分析数据由一台微机统一管理 ,达到统一格式 ,统一结果 ,资源共享。

( 2)微机与两台生化分析仪实时数据通信 ,数据自动转换。

( 3)检测结果联机实时打印。

2. 2　系统实现的关健技术

2. 2. 1　实时通信接口程序设计

为了保证数据的实时处理 ,串行通信接口程序采用中断控制方式设计 ,考虑到两台生化分析仪

要同时与一台微机通信交换数据 ,如果 TSR常驻内存编程技术 ,在程序设计处理上较复杂 ,因此 ,

这里引进技术集成的思想 ,采用内嵌暂驻内存的编程技术 ,将两套通信接口程序合并为一个整体 ,

用通信繁忙标志保证每次只能有一个通信口处在工作状态 ,既避免通信冲突又能实时通信 ;借用键

545　第 5期 全　萍 : 　一种外接微机实时数据处理集成系统 　　



盘缓冲区的功能传递数据接收完毕信号给数据库管理系统 ,通知及时处理接收数据入库 ,从而达到

数据的实时处理。

实时串行通信接口程序由三部分组成: 1)初始化程序 ,负责两个串行口中断控制方式通信的

初始化 ,实验项目初始参数数据的发送 ,已接收数据转储和本接口程序工作完毕的撤离等工作 ,采

用标志字判断应进行哪个串行口的有关工作 ,标志字由数据库管理主程传递过来 ; 2)数据区 ,把两

个串行口将要用到的各种数据 ,如标志变量、串口地址、原中断向量地址 ,接收数据缓冲区等集中在

一个区域内 ,便于管理和调用 ; 3)串行口通信中断例程和接管 IN T13例程 ,串行口通信中断例程

对 COM 1和 COM 2的中断请求分别处理 ,但采用一个繁忙标志 ,以保证每次只有一个口处于通信

状态。 为了将中断例程接收到的数据及时传递给数据库管理主程 ,这里采用发布消息的方式 ,直接

向 DOS系统资源区的键盘缓冲区写入接收数据完毕的信号 ,通知主程取走接收数据 ,在主程中用

ON Key Label捕获消息 ,作出处理。如此设计既能保证中断时间最短 ,又能及时从中断例程中取走

数据 ,实现了通信的实时性与数据处理的实时性的统一。 对于 DO S系统中不宜长时间中断的一些

功能 ,如 IN T13则采用接管该中断的方式 ,记录进行标志 ,以保证在 IN T13进行时 ,不接受通信中

断。

2. 2. 2　内嵌暂驻内存技术

生化分析仪与微机数据库管理系统进行交往的纽带是串行通信接口程序。这一接口程序与数

据库管理系统的协调问题是整个数据处理系统的关键。 为了减少编程的复杂性和提高数据处理效

率 ,本系统采用内嵌暂驻内存技术 ,即将接口程序以暂驻内存的方式 ,内嵌于数据库管理系统之中。

这里的关键问题是如何在主程序中镶嵌接口程序。 根据本系统的要求 ,接口程序用汇编语言编写 ,

数据库管理系统用 Fox Pro 2. 5编写 ,其中 , Fox Pro 2. 5提供了一种外部程序接口命令 Load和 Call。

调用命令 Call可以传递参数 ,参数地址保存在寄存器 DS: BX之中 ,利用这一特点 ,可将汇编接口

程序嵌入 Fox Pro之中。但由于 Fox Pro中经 Call传递的内存变量参数是以动态存储变量的形式管

理 ,内存变量地址随时在变 ,因此每次调用需要延用上次调用的内存变量参数存入新字符串 ,则必

须重置刚用过的内存变量参数地址 ,即使上次调用已将 DS: BX中的地址保存在接口程序中 ,也不

能建立 DS: BX与内存变量参数的对应关系。根据这一特性 ,对接收数据的处理 ,不能直接传递存

入到内存变量参数中 ,而采取在接口程序中开辟一块接收数据缓冲区的方式 ,将接收到的数据先存

入接口程序的接收数据缓冲区中 ,再通过消息传递将接收信息通知数据库管理系统主程 ,通过 Call

命令带内存变量参数 ,将接收数据缓冲区中的数据转储在内存变量参数之中 ,至此 ,数据库管理主

程就可将接收到的数据作出相应的处理 ,从而达到实时处理数据的目的。

2. 2. 3　两套生化分析仪的数据实时合并和合成技术

要将两套生化分析仪的数据合并成一个共享的中央数据库 ,或将中央数据库的有关数据合成

为两台生化分析仪各自所需的数据格式 ,就必须在系统中设计一个双向转换程序。这一程序要根据

两台分析仪各自提供的数据协议设计 ,重点要解决好数据标识问题 ,即在数据转换时能自动识别是

哪种数据协议。解决的办法是使用接收数据回置码 ,根据回置码类别判断要作哪种数据转换。回置

码由通信接口程序给出 ,使用 On Key捕获 ,达到实时处理。

2. 2. 4　位操作技术

生化分析仪在与外接微机通信 ,请求标本测试项目时 ,往往是以位的形式进行测试项目的组

合 ,而在 Fo x Pro中没有直接对位操作的命令 ,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是借用按置位二进制权值展开

求和得出每个字节的十进制值作为一 ASCII码 ,再引用 CHR( )函数转换成字符 ,即可完成被测项

目的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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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5　实时打印检验报告和质控图转换

每个标本检测完毕都需立即将检验报告打印出来。要实现这一目的 ,采用定时循环检测特定标

志的方法 ,判断目前有否检验报告需要打印 ,这样既可进行其他工作 ,又不妨碍实时打印。质控数据

采用图形显示模式将其转换成图形形式表达 ,提高其直观性。

2. 3　系统的实现

本系统采用汇编语言与 Fox Pro2. 5相结合的方式实现。

3　结果与讨论
3. 1　系统特点

本系统经上述设计 ,已投入实际应用 ,一年来运行情况良好 ,具备如下特点:

1)先进性　运用“异种同构”的思想、系统集成的思想、模块化设计的思想 ,大大地提高了系统

的性能 ,特别是在两台生化分析仪同时共享一台微机资源上有独自特色。

2)实时性　在通信接口程序上使用中断技术 ,在数据库管理系统中应用陷井技术 ,保证了数

据处理的实时性要求。

3)实用性　在系统设计中尽量采用先进的编程技术和代码技术 ,进行自动识别 ,自动处理 ,将

系统对人的依赖性降到最低 ,做到少经或不经培训即可独立操作本系统。

4)扩充性　采用参数设置的方法 ,使系统具有较强的适应性和可扩充性 ,具有推广应用价值。

3. 2　应用效果

系统投入使用已经取得了明显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目前生化分析仪基本上是从国外引进

的 ,操作系统和检验报告都是英文格式 ,不利于操作人员和被检对象阅读。采用该系统 ,检验报告是

一张完整的中文报告 ,深受操作人员和被检对象的欢迎。另外 ,生化分析仪的存储能力有限 ,一般都

在 10天以内 ,所以实验结果只能人工抄写出来作为资料保存 ,如遇特殊情况需补发报告 ,只能从登

记本中抄出来 ,这样容易误导被检对象怀疑检验报告的可靠性。如使用本系统 ,被检对象的资料和

检验报告能长期保存 ,查询和打印极为方便 ,管理完善 ,解决了先进的自动化仪器和落后的资料处

理方式的矛盾 ,在社会上产生很大的影响。 系统还为网络化管理提供条件 ,只要将中央数据库提供

给网络共享 ,就可以在任何一个工作站进行检验报告查询和打印 ,为实现无纸实验室打下基础。 全

自动生化分析仪代替了人工繁琐的手工操作 ,然而 ,实验资料的保存还需要人工抄写登记 ,同时工

作量的统计 ,成本核算 ,质控统计及其相应的报表制作 ,花去了每天大量的工作时间 ,工作既复杂又

麻烦 ,效率又低。利用外接数据库管理系统 ,不仅可以把工作人员从繁琐的工作中解放出来 ,减少工

作人员 ,而且可节约大量资金。 通过中央数据库长期大量的原始资料积累 ,为使用者研究被检对象

出现的各种情况 ,探索规律 ,总结经验提供了最保贵的原始资料 ,尤其是系统所提供的统计功能 ,为

统计研究工作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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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Integrated Real-time Data Management System

Connected to Microcomputer
Quan Ping

( Computer Center, W uyi Universi ty　 Jiangmen　 529020)

　　 Abstract　 Based on the idea of integ rating sof twa res wi th ha rdw ares of microcom puters, the

system described in this paper em plo ys tw o biochemical analyzers connected to o ne micro com puter

to realize the sharing of so f tw are a nd harew are resources, the reductio n o f system ex penses. An

o ut-system is used to manag e data-testing in two analyzers. This paper prov ides detai led descrip-

tion of the key ski lls fo r reali zing real-time data co mmunicatio n, da ta integ ra tion, and data base

sha ring and ma nagement. The methods discussed are a pplicable to the system designs of simila r

kinds.

　　Key words　 integ rated sy stem;　 data base manag ement;　 real-time data com munica tion;　

interface prog ram desig n;　 biochemical a naly z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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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研成果介绍·

高分辨率、高亮度新型全色显示技术

主研人员: 成建波　林祖伦、杨开愚　周　敏　黄国高　冉启钧

该项研究是探索一种新型的显示技术 ,它是在人工单晶材料钇铝石榴石衬底上 ,利用液相外延生长技术 ,生长

上厚度为几微米的含有多种不同稀土杂质的单晶石榴石薄膜 ,该薄膜在电子束能量的激发下 ,分别发出红、绿、兰

三基色光 ,利用光学系统的空间混色原理 ,实现全彩色显示。 研制成功了红、绿、兰光的三种发光颜色的 Y A G投影

显示管 ,并研制成功原理演示样机。 生动地显示了这一高新技术及器件的优越性能和广泛的应用前景。

·科　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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