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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ＬａｂＶＩＥＷ的作动筒位置

信号采集系统设计

强秀华　李　林
（兰州理工大学电气工程与信息工程学院�兰州 730050；兰州职业技术学院�兰州 730070）

摘　要　 针对作动筒位置的传统检测方法所存在的缺点�基于虚拟仪器开发软件ＬａｂＶＩＥＷ�实现了作动筒位置信号采集系统
的设计�系统包括硬件和软件两部分：硬件部分由位移传感器、信号调理模块、数据采集卡和工控机组成；软件部分主要包括
数据采集、数据处理与存储以及上位监控界面。该系统投运结果表明�系统运行可靠�稳定地实现实时采集�达到了规定的
设计目标和其它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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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动筒也被称为串联阻尼制动器 （ＳＤＡ�Ｓｅｒｉｅｓ
ＤａｍｐｅｒＡｃｔｕａｔｏｒ）�是一种将火药燃烧产生的高温高
压气体动力转换成活塞杆轴向位移的动力驱动装

置。它可模拟作动筒产品在不同空气负载与转动
负载工况下的负载特性�通过在不同空气负载与转
动负载工况下对作动筒推杆位置的动态测试�来综
合评定产品的性能。传统检测作动筒位置的物理
仪器都存在功能单一、检测结果可靠性差和成本较
高等问题�在实际应用中受到很大制约 ［1］。随着虚
拟仪器的出现�因其高性能的模块化、硬件结合灵
活的软件功能�在机械测试与试验方面应用越来越
广泛。现基于 ＬａｂＶＩＥＷ虚拟仪器开发平台设计了
一套作动筒位置信号采集系统�较好地实现了对作
动筒位置信号的采集。

1　采集系统构成

作动筒位置信号采集系统由位移传感器、调理模

块、高速数据采集卡和工控机四部分组成 （见图1）。

图1　系统结构示意图
1．1　位移传感器

由于作动筒的活塞杆的运动速度最大可7ｍ／
ｓ�对频率响应要求高�因此选择响应速度快的磁致
伸缩线性位移传感器。它具有精度高、重复性好、
稳定可靠、非接触式测量、寿命长、安装方便、环境
适应性强等特点。它的输出信号是一个真正的绝
对位置输出�而不是比例的或需要再放大处理的信
号�所以不存在信号漂移或变值的情况；正是因为
它的输出信号为绝对值�所以即使电源中断重新接
通也不会对数据接收构成问题�更无须重新归回
零位。
1．2　调理模块

调理模块将传感器信号与计算机隔开�放大弱
信号�必要时进行滤波处理。调理模块由信号隔直



电路、交流信号放大电路、交流信号滤波电路和信
号叠加电路等组成�经过放大、滤波后的信号送入
数据采集卡。由于在信号传输的过程中�经常会混
入噪声�接收端收到信号后�因此通常先要进行滤
波处理�然后对信号进行进一步的处理。滤波器的
作用是对信号进行筛选�只让特定频段的信号通
过。此外�还需要对测量信号进行放大处理�以满
足采集卡模拟输入电压范围的要求。
1．3　高速数据采集卡

数据采集卡是外界信号进入计算机的通道�在
这个通道中要实现Ａ／Ｄ转换、放大等功能。数据采
集卡选用 ＰＣＩ-1716Ｌ�它是研华公司生产的一款功
能强大的高分辨率多功能ＰＣＩ数据采集卡�带有一
个250ｋＳ／ｓ16位Ａ／Ｄ转换器�1Ｋ用于Ａ／Ｄ的采
样ＦＩＦＯ缓冲器。ＰＣＩ-1716Ｌ可以提供16路单端模
拟量输入和8路差分模拟量输入�也可以组合输入。
完全满足了系统高速采集和多通道的要求。

2　系统软件设计

软件系统的结构图 （见图2）�研华所有的数据
采集卡都提供32位的ＤＬＬ驱动 ［2］。ＬａｂＶＩＥＷ的驱
动建立在ＤＬＬ驱动之上的。系统的数据采集和应
用程序都是建立在这两个驱动之上的�缺一不可。
测试部分的软件设计分为三大部分�即数据采集、
数据处理与存储以及上位监控界面。数据采集、数
据处理与存储的程序设计采用虚拟仪器 ＬａｂＶＩＥＷ

来实现。上位监控界面采用 Ｓｉｅｍｅｎｓ的 Ｗｉｎｃｃ6．0
来实现。

图2　软件系统结构图

根据实时性的要求�采用中断触发的高速数据
采集方式。中断传输方式要比软件传输方式采样
速度高很多。

数据处理程序包括数据读取、数据分组、滤波
处理、实际值转换、错误检查以及输出量存储等几
个部分。在完成了一系列的数据采集与数据处理
之后�接着对数据进行存储 ［3］。

ＳＩＭＡＴＩＣＷｉｎＣＣ6．0是第一个使用最新的 32
位技术的过程监视系统�具有良好的开放性和灵活
性。一方面�是其高水平的创新�它使用户在早期
就认识到即将到来的发展趋势并予以实现；另一方
面�是其基于标准的长期产品策略�可确保用户的
投资利益。在本系统中上位监控界面采用 Ｓｉｅｍｅｎｓ
的Ｗｉｎｃｃ6．0来完成。

3　实验验证

试验运行作动筒位置信号采集系统�每达到位
置的某个测试点时�系统将该点的位置进行拟合．
用户对测试结果 （见图3）分析表明�所研制的作动
筒位置信号采集系统能够实现对作动筒位置信号

的测试．

图3　作动筒位移测试结果

4　结论

1）本文基于 ＬａｂＶＩＥＷ图形化编程语言�实现
了作动筒位置信号采集系统的设计�通过系统验
证�证明本系统能够实现对作动筒位置信号稳定可
靠地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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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对作动筒位置信号采集和存储�为进一步分
析、提升作动筒的性能具有重要意义。

3） 与传统的数据采集系统相比�基于 Ｌａｂ-
ＶＩＥＷ的作动筒位置信号采集系统具有实用性强�
系统结构简单�界面友好�数据处理简单方便以及
便于维护等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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