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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VC+ + 6. 0 的 PC 机与多台单片机的串行通信
Ξ

宋向荣, 韩克敏, 陈梦华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水利与建筑工程学院, 陕西 杨陵 712100)

　　[摘　要 ]　介绍了 PC 机与M CS251 系列中 8051 单片机多机通信原理及通信协议, 设计了 PC 机与多台单片

机的通信电路。在W indow s98 环境下利用V C+ + 6. 0 的A ctiveX 控件中的M SComm 通信控件, 实现了 PC 机与

多台单片机的串行通信。与以往利用W indow s A P I函数实现方法相比, 具有编程设计简化及实用性大的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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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及工业自动化水平的提

高, 在许多场合采用单机控制已不能满足现场要求,

因而必须采用多机控制的形式。串行通信作为计算

机之间常用的通信方法之一, 由于其通信编程灵活、

硬件简洁并遵循统一的标准, 而在工业控制领域得

到了广泛的应用。W indow s 现已成为当今计算机操

作系统的主流, 在其平台下利用M icro soft 公司推

出的功能强大的V isual C + + 6. 0 编程语言, 开发

出界面友好、操作简便的多机串行通信软件显得尤

为重要。本研究探讨一种基于W indow s 98 的串行

通信方法。

图 1　PC 机与多个单片机通信电路

F ig. 1　PC and m ulti2single ch ip comm unication circu it

1　系统硬件组成

图 1 所示为由 1 台 IBM 2PC 为上位机, 以数台

M CS251 系列 8051 单片机为下位机组成的主从式

串行总线型通信系统。由于 PC 机给出的是标准

R S2232C 电平, 而 8051 单片机串行口给出的是

T TL 电平, 因而在 8051 单片机的串行口 T xD、R xD

端加M A X232 以实现 T TL 电平和 R S2232 电平之

间的转换。下位机要实时检测和控制被控对象, 并随

时向上位机传送数据, 又不断从上位机接收新的指

令, 以完成上位机发送给它的命令。上位机既要从下

位机取得数据, 进行数据分析汇总处理, 又要向下位

机发送新的命令, 以完成管理任务。上、下位机之间

的数据传送是通过串行通信接口来实现的。上位机

与指定的单片机实现点对点通信。

2　多机通信原理[ 1 ]

上位机发送信息可被各下位机接收, 而下位机

只能对上位机发送信息, 各下位机间不能直接通信。

下位机系统由初始化程序将串行口设置成工作方式

3, SM 2= 1, R EN = 1, 处于接受状态。当上位机和某

一下位机通信时, 上位机先发出指定下位机的地址

帧 (其第 9 位被置为 1) , 此帧可被所有下位机接收,

各下位机接收到此地址信息后自动将第 9 数据位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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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1”送到 SCON 控制寄存器 (其格式如下) 的RB 8

位, 激发中断标志R I= 1, 分别中断CPU。

串行控制寄存器 SCON 格式:

D 7 D 6 D 5 D 4 D 3 D 2 D 1 D 0

SM 0 SM 1 SM 2 R EN TB 8 RB 8 T I R I

　　各 CPU 响应中断后均进入中断服务程序, 在

服务程序中把上位机送来的地址号与本机地址号相

比较, 相符则置 SM 2= 0, 为接收上位机接着送来的

数据帧 (第 9 数据位为 0) 作准备。而地址号不相符

的其他下位机则保持 SM 2= 1, 对上位机以后发出的

数据帧信息不予理睬, 不激发中断标志R I= 0, 直到

与上位机发出的地址信息相符后, 才可接收以后的

数据信息。从而实现上位机与指定下位机的点对点

通信。

PC 机要与指定的单片机实现点对点通信, 则

PC 机串口信息帧格式应同 8051 一致。

8051 单片机多机通信信息帧格式如下: 包括 1

位起始位, 1 位停止位, 8 位数据位, 1 个第 9 位
(SCON 中的 TB 8, 它是多机通信时发送地址ö数据

的标志)。

起始位 DA TA. 0 . 1 . 2 . 3 . 4 . 5 . 6 . 7 ADDR ESSöDA TA 停止位

　　而 PC 机的串行通信由接口芯片 8250 完成,

8250 可以发送几种字长, 其中 1 帧最长为 11 位, 与

8051 发送的帧格式相比, 相差仅在第 9 位, 即 PC 机

的 8250 发送的第 9 位是奇ö偶校验位, 而不是相应

的地址ö数据标志, 可以采用软件编程的方法使

8250 的奇偶位形成正确的地址ö数据标志[2 ]。

PC 机串口 8250 的通信线控制寄存器 (L CR )是

用来设置串口通信格式的。 8250 通信控制寄存器

L CR 格式如下:

D 7 D 6 D 5 D 4 D 3 D 2 D 1 D 0

DLAB SB SPA EPS PEN STB WL S1 WL S0

　　L CR 的D 3,D 4,D 5 位的内容直接影响信息帧中

的奇偶校验位, 当信息帧为 11 位时, 此奇偶校验位

即为第 9 位, 当D 3D 4D 5= 101 时, 发出的信息帧中校

验位为 1; 当D 3D 4D 5= 111 时, 发出的信息帧中校验

位为 0。可见, 通过对L CR 的操作可直接设置校验

位, 使之变成可编程的地址ö数据位, 满足 PC 机与

多台单片机通信的要求。

3　通信协议

上位 PC 机承担主控任务, 负责控制参数的设

定, 程序由V C+ + 6. 0 编写。下位 8051 单片机接收

PC 机指令, 并根据指令信息来控制被控对象或上传

数据。通信协议如下:

采用R S2232C 串口异步通信, 帧格式为 1 位起

始位, 1 位停止位, 8 位数据位, 1 位第 9 位。将第 9

位设定为“固定奇偶位”, 用来支持 PC 机和 8051 单

片机的相互通信, 当第 9 位为 0, 表示主机发送的是

“数据ö命令帧”; 当第 9 位为 1, 表示主机发送的是

“呼叫帧”。波特率为 9 600 baud。

通信协议分为 3 段, 即主机与从机的连接挂钩

与握手阶段、发送 (接收)阶段、结束阶段。在连接阶

段主要完成通信联络任务, 主机首先发送从机的地

址信号, 与从机联络之后, 向从机发送命令代码, 收

到应答信号后, 开始发送或接收数据; 发送 (接收)阶

段收ö发数据及检验码, 完成数据传输的校验; 结束

阶段则是由于通信系统出错或误码次数越限宣告通

信失败而结束通信。每发送一数据块, 仅当数据接收

正确时, 才会发送一个响应帧, 否则回送出错信息,

要求重发数据块, 直至正确为止。为了防止系统出错

而引起“死锁”, 最多只允许重发数据 3 次, 否则转向

出错处理程序, 显示系统出错。

4　串行通信软件设计

4. 1　串口通信控件M SComm 6. 0

　　V C + + 6. 0 提供的 A ctiveX 控件M icro soft

Comm un icat ion s Con tro l (简称M SComm 控件) 用

于支持应用程序对串口的访问, 为应用程序提供了

串行通信功能, 在应用程序中嵌入M SComm 控件,

可以非常方便地实现对计算机串口的通信管理, 使

用M SComm 控件, 程序员只需设置其相应的属性,

然后通过调用O u tpu t 属性发送数据, 并且当有交

换数据到达时会自动响应和作出处理, 因此用其实

现计算机间的数据传输相当简单, 程序员可以轻松

地用其实现串口访问。

在应用程序中嵌入并使用M SComm 控件以实

现串口通信功能, 一般步骤为: 打开需要使用

M SComm 控件的工程所在的工作空间; 在V C + +

6. 0 开发环境下, 选择 M icro soft Comm un icat ion

Con tro l V ersion 6. 0 控件插入程序, 则系统自动生

成通信控件。单击主菜单的 P ro ject 子菜单A dd To

P ro ject 的Componen t and Con tro ls 选项, 在弹出的

Componen ts and Con tro ls Gallery 对话框中选择

R egistered A ct iveX Con tro ls 文件夹中找到 M i2
cro soft Comm un icat ion Con tro l V ersion 6. 0, 双击

之便可插入。此时打开对话框编辑器, 在工具条中会

看到新增的通信控件; 选择M SComm 控件可将其

引入到应用程序的某个对话框中, 用鼠标右击控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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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 P ropert ies 项, 设置控件属性 (包括串口号、传

输协议、数据发送和读取方式等参数, 这些参数也可

以通过在程序中添写代码设定)。

M SComm 6. 0 通信控件是用一系列的属性和

用户接口, 用户用 Get 函数得到属性的当前值, 用

Set 函数设置属性值。通信控件提供了两种处理串

行通信的方法, 查询法和事件驱动法。对于较为复杂

的多串口通信一般采用事件驱动法。即通过设置

SetR T h resho ld 函数的属性, 激发O nComm ()事件,

用户只用在O nComm ()中添加处理代码即可。控件

提供了 27 个属性, 大部分属性仅和M odem 连接有

关, 常用的属性如下[3 ]:

(1)Comm Po rt 属性# 　用于设置并返回控件所

使用的通讯端口号。在设计时, Po rtN um ber 可以设

置成从 1 到 16 的任何数 (缺省值为 1)。但是如果用

Po rOpen 属性打一个并不存在的端口时, 就会产生

错误。还需注意的是必须在打一开端口之前设置

Comm Po rt 属性。
(2) Set t ings 属性# 　以字符串形式设置并返回

波特率、奇偶校验、数据位和停止位。字符串的第一

部分为波特率, 其可选值为 600, 1 200, 2 400,

9 600, 14 400, 19 200 或28 800。第二部分为奇偶校

验, N 表示不校验, E 表示偶校验, O 表示奇校验, S

表示空格检验,M 表示符号校验。第三部分为数据

位位数, 可设为 4～ 8 位。第四部分为停止位位数, 可

选值为 1, 1. 5 或 2。
(3) Po rtOpen 属性# 　设置并返回通讯端口的

状态 (开或关)。在设计时无效。设置 Po rtOpen 属性

为 TRU E, 表示打开端口, FAL SE 则表示关闭端口

并清空接收和发送缓冲区。
(4)O u tpu t 属性# 　用于向发送缓冲区写数据

流。可以传输文本数据或二制数据。该属性在设计

时无效, 在运行时为只读。
(5)O u tBufferSize 属性# 　设置或返回传输缓

冲区大小。
(6) Inpu t 属性# 　返回并删除接收缓冲区中的

数据流。M SComm 控件有两个与 Inpu t 属性密切相

关的属性: Inpu tL en 属性和 Inpu tM ode 属性。前者

用于设置 Inpu t 属性从接收缓冲区一次读取的字符

数, 后者用于确定 Inpu t 属性读取的数据类型。
(7) InBufferSize 属性# 　设置或返回接收缓冲

区大小。
(8) InBufferCoun t 属性# 　用于返回接收缓冲

区中等待被读取的字符数。该属性在设计时无效, 但

设置该属性为 0, 可清除接收缓冲区。
( 9)O u tBufferCoun t 属性# 　用于返回发送缓

冲区中等待被发送的字符数。设置该属性为 0, 可清

空发送缓冲区。
(10)R th resho ld 属性# 　设置或返回输入缓冲

区中存放接收字符的最小数。该属性值为 1 时, 则

缓冲区中每接收到 1 个字符就引发 1 次O nComm

事件, 以便及时从缓冲区中取走数据; 当设为 0 时,

则不引发O nComm 事件; 属性值为 5 时, 缓冲区中

每接收到 5 个字符引发 1 次O nComm 事件。
(11) Comm Even t 属性# 　返回最近的通讯事

件或错误数字代码。通信错误包括接收缓冲区溢出、

发送缓冲区已满和奇偶校验错误等。

4. 2　上、下位机通信软件设计

上位 PC 机软件用V C+ + 6. 0 编写, 下位 8051

单片机软件用M CS251 汇编语言编写。上、下位机串

口程序流程分别如图 2、图 3 所示。

5　结　论

W indow s 环境下的应用程序编程是目前的主

要趋势。对于用户, 此类应用软件界面友好、操作简

便。对于开发者,W indow s 提供了丰富的资源, V C

+ + 6. 0 提供了面向对象程序设计的功能。本设计

利用V isual C+ + 6. 0 的强大功能, 在W indow s 环

境下方便的开发了多台单片机的串行通信软件, 对

于国内的中、小型企业具有现实意义。本软件经过在

一个实际的工业集散系统中的应用表明, 运行状态

良好, 灵活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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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PC 机通信软件流程图

F ig. 2　PC comm unication softw are flow chart

图 3　8051 单片机通信软件流程图

F ig. 3　8051 single ch ip comm unication softw are flow chart

T he seria l comm un ica t ion of PC and m u lt i2sing le ch ip based on V C+ + 6.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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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paper, the m u lt i2compu ter comm un icat ion p rincip le and comm un icat ion p ro toco l of PC
and single ch ip in the series of M CS251 are in troduced. T he comm un icat ion circu it of PC and m u lt i2single
ch ip m icro2compu ter is designed. Seria l comm un icat ion betw een PC and m u lt i2single ch ip is rea lized by u s2
ing the M SComm comm un icat ion softw are in A ct iveX con tro ls of V C + + 6. 0 under w indow s 98 circum 2
stance. Compared w ith the m ean of u sing W indow s A P I funct ion,M SComm con tro l p rogramm ing has the
advan tage of simp lifying p rogram design and greater p ract ica 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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