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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件技术在微机测试系统中的应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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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介绍 了组件技术在一种具体的测试软件 系统中的应用和组件技术在微机浏试系统中提高

软件的重用性和可幸性的作用
,

讨论了利用组件技术封装的硬件 系统
,

并给出了封装实例
。

关 键 词 组件技术
:

微机测试系统
;
重用性

:

封装

中图分类号 rPP 3 11
.

56

在微机测试系统软件中常对低层硬件进行操作
,

所以当低层硬件系统变化时 (如硬件技术的变

化
,

硬件接口之间的协议改变等 )
,

势必会对上层软件系统产生影响
。

如果程序在访问硬件时
,

大

量依赖具体的物理硬件访问语句
,

会使软件与硬件的祸合程度非常高
,

同时也不利于提高软件系统

的可靠性
。

如何降低软件系统和硬件系统之间的藕合度
,

使程序对硬件的访问不依赖于具体的物理

硬件系统
,

是软件开发过程中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
。

1 组件技术的实现
通常使低层硬件细节对软件透明方法是在物理硬件系统上

“

包裹
”

一层软件
,

该软件的作用是

屏蔽物理硬件细节
,

使上层软件对硬件的访问透明化
。

对硬件进行
“
包裹

”

的结果就形成了一个逻

辑硬件系统
,

是对物理硬件系统的抽象及向外部提供物理硬件系统所能提供的服务
,

而将这些服务

的具体实现屏蔽了
。

逻辑硬件系统保持了硬件系统对外提供服务接口的稳定性
,

至于服务的具体实

现都被封装在逻辑硬件系统内部
。

当物理硬件系统内部有所变动时
,

只需要在逻辑硬件系统内部进

行修改
,

保持了对外接 口的稳定性
,

所有通过逻辑硬件系统访问硬件的程序将不必做任何修改
。

在物理硬件系统外部
“
包裹

”

软件的方法是采用设备驱动程序的形式
,

通过设备驱动程序访问

硬件时
,

一般是以函数的形式出现
,

无法用面向对象的方法对硬件系统进行抽象和提取
,

因此用这

种方法构造出来的逻辑硬件系统无法向外提供清晰
、

易懂和友好的接口
。

组件技术的发展和成熟对

设计逻辑硬件系统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
,

由于组件技术具有面向对象的特征
,

同时封装性又非常

良好
,

这使得利用组件技术封装硬件不但成为可能
,

而且利用其对硬件进行封装可以提供清晰易懂

和友好的接口
,

使上层软件设计更为容易
,

可读性和可维护性大大增强
。

在可靠性和实时性要求不高的情况下
,

微机测试系统中采用 W idn
o w s

95 作为操作系统平台
,

iM er os oft 提出了 c o M (组件对象模型 )和 D c 0 M (分布式组件对象模型 )作为组件标准的基础
,

以

A 。
ivt o x 作为组件标准并在 w i n

do w s 平台上加以实现
。

A 。 it ve x 实际上是对象嵌人与联接O( L )E 控件

的新标准
。

新标准使 0 L E 接口加强了对数据和特性的管理
,

效率更高
。

分布式组件对象模型 (D c 0 M )是 A 。 it ve x 的基础
。

D c o M 是一种客户机— 服务器的对象模型
,

该模型使各种软件组件和应用软件能够用统一的标准方式进行交互
。

D c 0 M 的规范定义了分散对

象创建和对象间通信的机制
,

规范本身并不依赖于任何特定的编程语言和操作系统
。

因此
,

组件技

术为测试系统软件提供了更高的重用性和可靠性
,

充分降低了软硬件系统的藕合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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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信号修配所微机测试系统
信号修配所微机测试系统主要用于实现对铁路设备各种电气参数的计算机 自动测试

,

完成设备

的人所检查和出所验收工作
,

该系统框图如图 1所示
。

数据
、

控制信息

申行口 I闷
一~

一一卜

图 l 信号修配所微机测试系统框图

硬件测试系统主要完成对被测设备电气参数的测试和控制功能
,

将测试数据和设备状态送人
A 。 板

、

oI 板和串行 口中
,

并接受微机送来的数据和控制信号
,

控制被测设备完成相应的动作以

实现具体的功能
。

3 硬件系统的抽象与封装
3

.

1 功能描述

在转辙机
、

电动机计算机自动测试系统中
,

软件部分需要访问的硬件为 A心 板
、

oI 板和串行

口
,

其所要完成的功能为
:

l) 通过 A心 板采集数据
: 2) 通过 oI 板向硬件测试系统发送控制信号

,

从 oI 板接受硬件状态信号
; 3) 向控制设备

、

工作电源
、

微处理器发送数据
,

控制电源状态
,

给出

电源调节电压
; 4) 从控制设备

、

工作电源
、

微处理器接受确认信息
。

应用面向对象的方法将物理硬件抽象成一个逻辑硬件
,

当以一个组件的形式表现出来时
,

向外

提供的接口为其属性
,

调用该逻辑硬件实现相应的功能方法和向外发出事件消息
。

3
.

2 抽象和封装

3
.

2
.

I A心 板的抽象和封装

通过对 A。 板功能的分析
,

抽象出以下的属性
、

方法和事件
。

1) 为了保存对低层硬件的访问能力
,

将 A心 板每个通道定义为一个属性
,

共犯 个通道
,

每个

通道的子属性有
:

通道标题
;
是否对该通道进行数据采集

:

数据采集结果转换公式
;
通道数据采集

结果
;

公式转换结果
。

2) A 。 板状态
。

A。 板状态反映组件是否处于工作状态
,

当 A 。 板状态为工作状态时
,

组件

将周期性地对硬件 ( A/ D 板 )进行扫描
,

将硬件状态数据反映在以上属性当中
。

当不处于工作状态时
,

组件将停止对硬件的扫描工作
。

3) 硬件扫描周期
。

规定多长时间对 A。 板进行一次扫描
,

刷新相应属性数据
。

4) A 。 板参数设备属性
,

该属性有以下几个子属性
: A心 板基地址

; A心 板分辨率
;

A/ D 板电

压量程
。

5) 硬件扫描完毕事件
。

每当对硬件进行一次扫描后
,

产生一次对硬件扫描完毕事件
,

在该事

件中
,

可以插人数据处理代码
,

如将采集数据插人单链表当中等
。

在 A心 板组件内部有一个软件时钟
,

它在每个硬件扫描周期内对 A心 板执行一次数据采集
。

数据采集完毕后
,

产生对硬件扫描完毕事件
,

以便上层软件对采集数据进行处理
。

3
.

.2 2 10 板的抽象和封装

属性
: 1) 将 oI 板每个输人口定义为一个属性

,

共 16 个输人口
,

每个输人口的子属性有输人

口标题和输人数据
; 2) 将 oI 板每个输出口定义为一个属性

,

共 16 个输出 口
,

每个输出口的子属

性有输出口标题和输出数据
; 3 ) lo 板参数设置属性

。

方法
:

1) 从输人口获取数据
; 2) 向输出口输出数据

。

3
.

.2 3 串行 口的抽象和封装

通过对串行口功能的分析
,

抽象出以下几个主要的属性和事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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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通信端口号 在使用串行口之前必须设置并正确返回通信端口号
。

2 )端口设置参数 以字符串的形式设置并返回波特率
、

奇偶校验
、

数据位和停止位
。

3 )通信端口状态 设置并返回通信端口的状态
,

也可以打开和关闭端口
。

4) 接受字符 从接收缓冲区返回和删除字符
。

5) 发送字符 向传输缓冲区写一个字符串
。

6) 通信事件属性 返回最近的通信事件或错误
。

该属性在设计时无效
,

在运行时为只读
。

相

应的通信事件和错误有发送字符
、

接受字符
、

发送超时
、

接收时奇偶校验出错或端口超速等
。

7) o n c o m m 事件 当通信事件属性的值变化时
,

就产生 o n c o m m 事件
,

标志发生了一个通信

事件或一个错误
。

可以在该事件内添加代码
,

对通信事件和错误进行处理
。

4 结 束 语
由于 D c 0 M 接口的定义和功能保持不变

,

D c 0 M 组件开发者可以改变接口功能
,

为对象增加

新功能
,

甚至用更好的对象来代替原有对象
,

而建立在组件基础上的应用程序几乎不用修改
,

大大

提高了代码的重用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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