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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改型后 的S C
一

2微机控制T
.

F自动] . N试仪
,

是 由 系统 微机直接进行数据采

集和处理
,

并在屏幕或打印机上输 出实时检浏 的 不 同点的 T
.

F 值
。

该来统具有结

构简单
,

精度较 高
,

杭干扰性好 以及使用方便 等优
.

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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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食品工业特别是罐头食品生产工艺的不断改进与提高
,

对罐头中心温度 T 值和杀菌指

标 F 值的测量提 出了更高的要求
。

为了满足食品行业科研及生产的需要
,

我们在研制 C S
一

2

温度信息处理机的基础上
,

改进 设计 了一种新型的多点 T
.

F 值 自动测试 系统
。

该系统 由两

部分组成
:

一是以系统微机作为数据采集
,

处理和输出
,

二是采用新型的集成 电路组成信号

变换和 A / D 转换 电路
。

与原 C S
一

2 机相 比较具有功能较全
,

精度较高
,

使用方便灵活以及有

足够的抗干扰性等优点
。

新型的测试 系统的原理框图如图 l 所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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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l 新型测试系统原理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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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信号变换电路

1
.

1 D A5 90温度敏感元件与 T / V变换

新机型采用集成温度传感器 AD 5 9o作为温度敏感元件
,

这是一种二端电流源器件
,

它

的输出电流与器件自身所处的热 力学温度 ( K ) 成正 比
,

其温度系数为 1拼A / K
,

工作温度为

一 5 5 ~ + 1 5o C
,

工作电源为 4一 30 V
.

A D 59 o 是一个理想的温控恒流源
,

它的输出阻抗高达

10 M n
.

此外
,

还具有体积小
,

精度高
,

线性好及性能稳定等优点
。

与原 C S
一

2 机采用铜康铜热

电偶作敏感元件相比较
,

可免除冷端温度补偿环节及由此带来的繁复的调试和非线性校正
。

更有利的是输 出阻抗高达 10 M n 的 A D 59 0 恒

流源输 出
,

克服 了由于热电偶补偿导线长距离

传输而产生的干扰
,

明显地提高 了整机的抗干

扰性
。

A D 59 o 采用金属封装
,

有较小的时间常

数
,

在流动空气中
r 一 13

.

5 5 ,

便于制 成插入 罐

内工作的测温传感器
。

温度变换 电路 ( 了 / V 变换 ) 由一个基准 电

压源和一个高精度运算放大器组成
,

如图 2 所

示
。

图中 A D 5 81 为高精密基准电源
,

用来提供

2 7 3拌A 的基准 电流
,

运算放大器 O P
一

O T 构成

电流电压转换 电路
。

根据食品罐头杀菌的实际
图 2 温度变换电路

工艺要求
,

一般测温范围为 O一 1 30 C
,

其对应的输出电压值为 O一 10 V
.

图中 R ,

和 R ;

中各

串接一多圈电器以分别对零点和满度进行修正
。

1
.

2 信号选通与 V / F 转换

为了便于对杀菌缸内同时进行较为全面的温度场分布情况的测定
,

改进方案设计了 16

路温度巡回检测
。

经各路温度变送器转换后的电压信号通过 C M O S 多路开关来实现输入选

通
。

见图 3 左边部分
,

电路由二 片 C D 4 O5 1 和一个反相器构成
,

16 路输入选通需占用 4 根地

址线 A ~ A 3 ,

选通信号由系统微机经光电隔离后送来
。

因 CI ) 40 51 中地址线仅 3 根
,

故最高

位 A 。

实际上借用 了 I N H 端 (即禁止端 )
,

IN H 一
”

1
“

时
,

通道打开
,

以此作为 2 片 C D 40 51 选

片控制
。

考虑到 测试 系统性 能好 坏 在很大 程度上 取 决于 A / D 转换器 的性 能优 劣
,

而采 用

o / V / F 变换器件来构成 A I/ ) 转换
,

由于有系统微机的支待可以 比较容易地实现高性能的

A / D 转换
,

为此新设计采用 V F C 3 2 电压频率变换器来实现 A / D 转换
。

与 C S
一

2 机所采用的

A D c I Z 10 构成的 12 位 A / D 转换相 比
,

v / F 器件构成的 A / D 转换器具有双积分输入特征
,

因而抗干扰性能好
,

而根据 V F C 3 2 的特性
,

能方便地组成 12 位以上最高至 16 位的 A / D 转

换
,

这样就能把温度值的分辩率提高到 0
.

ol C
,

而且 V F C 器件的输出信号为一连串的脉冲

信号
,

便于实现光电隔离
,

因而 A I/ ) 转换部分的整体性能有很大提高
。

新方案采用的 v / F 器件为 A D V F C 32
,

它是利用双 极型模拟技术制成的高精度集成电

路
。

具有输 出连续跟踪输入
,

精度高
,

线性好的特点
。

V / F 变换电路见图 3 右边部分
,

由于

A D v F c 32 的集成度 比较高
,

因而构成 v / F 变换电路所用的外围元件很少
,

电路也相当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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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
。

其输出频率与输入电压的关 系式为
:

式
川

式 中
:

认
。

为温度信号转换成的 电压值
; 民

V
n

7
.

5
·

R
, ·

C
I

为输入电阻
; C

:

为单稳定时电容
。

------------- - - , 口 - 一一一一一

飞飞飞飞飞到璧璧
` ---

污污污污污 芝 一222222222

`̀̀̀̀

之引吕吕
L一一

入入入入入

一一一一一

口口口口口口口

烈烈烈烈烈烈烈烈户三
,,,,

lllllll lllll

图 3 信号选通与 v / F转换电路

V / F 变换电路中元件的选 择主要是考虑 v / F 输出信号的占空 比
,

因为该参数对线性

好坏有较大的影响
。

图中 C
:

为积分 电容
,

R 4 ,

R S

用作输入级运放的调零
,

R 3

用作满度修正
,

用来补偿 R , ,

C ,

实际值与计算 值之 间的偏差
。

2 系统微机的接口 电路

V / F 变换器作 A I/ ) 转换使用时
,

必须用一个计数器和一个定时器来实现
。

计数器用于

对 V / F 变换器输出的脉冲信号进行计数
,

定时器则用来设定转换时间
,

当定时器的转换时

间结束时
,

计数器的计数值即为相应的 A / D 转换值
。

V / F 变换器与计算机的接 口 电路见图 4
.

选用 8 2 5 3 电路来实现上述功能
,

其中计数器

总线

接 口电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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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接口 电路

O作计数器用
,

计数器 1 作定时器用
,

定时器的转换时间 t 用下式计算
: t ~ 2’’ / F

.

式中 t 为转

换 时 间
, n
为 对应 于 A / D 变 换 的 分 辨率

,

F 为 V / F 变 换 器 的 最 高 输 出频 率
。

当 F 为

O一 10 0 k H z , n 为 12 时
,

则 t
取

: t = 4 0 9 6八 Oo k H z = 4 0
.

9 6 m 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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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采样处理的框图见图5
.

因

为5 8 2 3电路的 1 6位减法计数器的

最高计数值为5 5 63 6(F F F F H)
,

当

计数器的计数脉冲数超过此范围
,

而

定时器的转换时间未到时
,

则采用多

级计数的方法来解决
。

计算机先判断

定时器的定时情况
,

如转换未结束
,

则判断计数器的计数情况
,

如果计数

值 已计到 65 5 36
,

0 U (T
)

变高电平经

反相 G A T 艺 ,

为低 电平
,

定时器立即

暂停工作
。

此时计算机记下计数器的

计数值
,

然后重新对计数器设置时间

常数
,

发出启动信号
,

使定时器
、

计数

器继续工作
,

直到定 时器转换 时间

到
,

最后计算机将各次计数值累加
,

得到一个完整的计数值
。

计计数器 1初始化化

计计 数器 (潮始化化

发发启动脉冲冲

读读计数器 (哟值值

计计 数 值 累 加加

返返 回 C 语 言言

图 5 采样程序框图

3 系统的软件设计

由于直接应用系统微机进行数据处理
,

所以可充分利用这些计算机丰富的软件资源来

编制软件程序
。

该应用软件用 C 言编写
,

有多种菜单选择
,

汉字说明
,

彩色图表
,

鼠标操作
。

软件主要功能分巡回检测与数据分析二大部分
,

二者可相互切换
。

应用软件框图见图 .6

参参 数 设 置置

功功 能 选 择择

巡巡 回 检 测测测 数 据 分 析析析 打印检测数据据据 取 消 打 印印印 检测数据存盘盘盘 退 出出

检检侧第 i点温度度度 参 数 设 置置

数数 据 处 理理理 显示 工 F 曲线线线 鳌众 化 分 析析析 打印1几F曲线线线 制 作 图 表表

显显示 工 F 值值

图 6 系统软件程序框图

.3 1 巡回检测

进行巡 回检测前
,

须先设置 日期
,

时间
,

要检测的点数 (取 1一 1 6 点 )
,

需要显示的 F 值的

点号
,

计算 F 值用的 Z 值 (取 7 ~ 1 2 )
,

巡回检测的周期
,

T
.

F 值的超限报警值等参数
,

然后进

入巡回检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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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检测过程中
,

温度 T 的计算公式为
:

T 一 D x 1 30 C / 100 k H z

式中 D 为 V / F 变换器对应于 A / D 转换的计数值
。

ù0
1.1

.

...

乙艺尸F 值的计算
,

利用以 2 为底的幂级数展开作近似计算
:

每点测完后
,

如有参数不合格
,

则在该参数前打上符号
“

表示
,

并发出声音报警
。

在

检测过程中还可控制对检测数据的随机打印
,

检测结束后可将全部检测数据存盘
,

为进行数

据分析作准备
。

3
.

2 数据分析

进行数据分析前
,

同样须先设置需分析的数据的 日期
、

了
.

F 曲线的起始时间和结束时

间
、

,I
’ .

F 曲线的时间间隔等参数
,

然后即可显示全部或部分的 ,I’
.

F 曲线
,

并对 T
.

F 曲线的趋

势进行对比分析
,

也可制作各种统计 图表
,

选择不同的打印方式将 T
.

F 曲线或图表打印
,

记

录下来
。

随着微 电子技术的发展和微机的推广普及
,

新型的 ,I’
.

F 值测试仪只需制作一块传感信

号变送电路板和一块计算机接 口 电路板
,

就可以利用系统微机
,

将接 口板插入 任意一个 1/ 0

插槽
,

进行多点 T
.

F 值的 自动检测和数据分析
。

从而体现先进
,

快速和功能齐全的特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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