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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针对每一主题标识出相关的对象类。标识对象类的方法可采用

罗列名词词组产生候选的对象类进行筛选。也可用Lubars等人的

构造对象模型方_i击。

接下来的工作就是要建立对象类空间的结构。通过继承关系和

聚合关系标识出分类结构和组织结构。分别表示出问题空间的一

般，特殊和整体／部分关系。最后确定出每一对象类的作用，即对

外所要提供的服务及为完成这些服务面必备的辅助服务。并在此基

础上确定每一对象类必备的届性。实箍步骤为：标识主题一标识
对象类——标识结构——定义服务一定义属性．以上的描述是线
性的。而在实际的应用中则必定是反复的．

3相关讨论

3．1标识对象

面向对象分析模型的核心是对象。标识对象的目的是使一个系

统的技术表示同现实世界概念联系得更加紧密。产生一个稳定的框

架模型．便于考虑问题空间并收集用户需求，避免从分析到设计时

改变系统的基本表示。标识对象可采用的策略有：Booch方法、

Coad方法及Lubars方法。Booch方法是一种基于词法分析的方

法。它从目标系统的一个平凡描述开始，在此基础上标识潜在的对

象。虽然对于实际的复杂系统，要考虑的问题比找名词要复杂得

多，但这种简单而实用的方法为分析模型中的对象标识奠定了基

础。Coad方法是通过在一定的范围内寻找

候选的对象。从中提取候选的对象，并应用有关的规则对候选

的对象进行筛选。形成可用的对象，该方法对于一般的中小规模的

系统是比较合适的，这是由于该方法的理论体系比较完善，并已经

过一定的实践检验。Lubars方法的前提条件是需要有一个用户需

求文档，其策略是为用户需求文档中的每个句子建立一个对象或动

态模型分片。相比而言。这种方法更适用于较大的问鼯。因为它工

作于段落和节的层次而不是词和词组；此外，其结果更接近需求模

型。因为基于图形的子模型包含了真实需求模型同样的构造，目口对

象模型和状态转换图。

3 2建模过程

开发初始的系统分析模型是一个困难的任务。但是只要系统的

总体描述或详细的客户规格说明书的存在，采用自项向下方法和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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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向上方法一般都能完成建模的过程。在这2种方法中．自底向上

方法可确保系统的正文文档中的所有需求都将得到重视；自顶向下

方法则可提供将各个需求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分片框架。在实际中，

若能将2种方法结合在一起使用，可能会比单独使用其中任何一种

方法更为有效。孤立地采用自底向上方法和自顶向下方法是困难

的。一般地说。自底向上方法的分片驱动方式适合于所提供文档材

料的量大且丰富的情况，因为它提供了完整性和可跟踪性。如果没

有目标系统的高层次信息，把分片合成为一个单一的、连贯的模型

是困难的。而对于自顶向下方法的脚本驱动方式，由于没有系统的

规格说明，反而是合适的，在这种方法中，如果没有有关目标系统

的信息．只是从领域专家导出系统的操作脚本，则可通过提出问题

来确保脚本的完整性。

4结束语

面向对象分析建模过程是一件十分复杂的工作，本文所涉及的

基于面向对象技术的分析建模是在开发系统实践中采用的策略及经

验总结。其中涉及的相关问题也很多。本文讨论的只是其中的一

些．事实上，面向对象的分析建模过程不仅仅是依赖于面向对象技

术的发展以及分析建模人员的实践和经验，同时还依赖于领域工

程、软件构架、软件过程、人工智能等相关领域的技术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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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CS-51单片机与GPS—OEM板的串行数据通讯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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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车文讨论了读取GPS·OEM板定位敷据的方涪，介绍了GEM植及其

基本应用系统的组成和特点．着重对NMEA·0183语句的数据格式，单片机

与OEM扳的串行数据通讯进行了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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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徂method of reading position data from GPS-0EM boa旧is

pmsented{n the paper The auther Introduces composition and Its

basic application system Emphatically the data format of NMEA

-0183 sentence the sedaI data communication betweel]Single-chip

computer and GPS-0EM board a怕descbbed in detail

Key werds：OEM board；NMEA data format；Single·chip compu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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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GPS(Global Position System)全球定位系统是美国从上世纪

70年代开始研制，于1994年全面建成的，利用导航卫星进行测时

和测距，具有在陆，海、空全方位实时三维导航与定位能力的新一

代卫星导航与定位系统。

全球卫星定位系统具有全天候，高精度、自动化、高效益、性

能好、应用广等显著特点，应用范围正在不断扩大。目前全球卫星

定位系统已经进入国民经济各部门，在军用，民用上都发挥着越来

越大的作用。GPS是一种被动式定位系统，用户只需要一台G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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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收机，即可获得系统提供的免费导航信息服务，GPS接收机的

OEM(Original Equit’ment Manufacture)板．以其优良性能、轻巧

灵便、易于开发的特点，现在已在GPS各领域得到广泛应用．将

OEM扳输出的信息，利用计算机进行数据采集、图像处理、坐标

系统转换，再加上无线电通信技术，并行数据库技术．网络等技
术，即可组成导航与监控系统。

本文以Garmin公司的GPS20 OEM板为例．与计算机通信技

术相结合，阐述了如何利用单片机来实现与GPS-OEM板的通信功
能．

2 GPS-OEM板工作原理及输出数据格式

2．1工作原理

GPS定位技术的基本原理是采用测量学中通用的测距交会方

法．用户接收机在某一时刻接收到3颗以上的GPS卫星信号．测

量出测站点到卫星的距离，并通过导航电文解算出某时刻GPS卫

星空间坐标，据此，采用距离交会算法，得到接收机天线中心的空

间位置坐标。

GPS—OEM板作为GPS接收机的主要组成部分，接受来自天

线单元的信号。通过变频、放大、滤波等一系列处理过程，实现对

GPS卫星信号的跟踪、锁定、测量．从而产生计算位置的数据信息

(包括：纬度．经度、高度、速度、日期、时间、航向、卫星状况

等)，并由RS232标准I／O输出串行数据。

2．2数据格式

GPS-OEM板的产品型号虽然很多，但大多数采用NMEA

·0183通信格式。其格式定义为：比特率4800bit／s(默认值)

数据位8 bit 奇偶校验 无

开始位 1 bit 停止位 l bit

NMEA-0183的每条语句格式如表l所示。

Aaccc 地址域

‘．‘ 域分隔符2C

Dd．d⋯ddd 数据块 2A

”+” 授验和符号

hh 枝验和

<CR>／<LF> 终止符0D，A

前两位为识别符．后三位

为语句名

“ 域分踊符

42 发送教据内窖

后面的两位数是校验和

校验和

13，10回革．换行

GPS·OEM板输出带有各种功能的数据语句有多种，以

GAILM烈生产的GPS20 OEM板为例，其语句有$GPALM，$

GPGGA、SOPGSA．$GPGSV、$GPRMC等。其中以$

GPGGA定位数据语句(共76个字符)最为常用。其结构如下：
$GPGGA，<1>．(扫，<3)．<4)．‘5>，<6>，<7>．<8>，<9>，<l∞．(

1l>．<12>+hh<CR>／<LF>

其中：<l>确定位置的U1℃时间。hh rm ss格式：

<2>纬度．ddm mm mm格式(数据头被传送)：

(3>半球纬度N或s：

<4>经度ddm nam mm格式(数据头被传送)：

<5>半球经度E或w：

<6>GPS属性指示，o=未定位，1=无差分GPS定位，2=

差分GPS定位(DGPs)；

‘7)使用卫星数．00到08(数据头被传送)；

<8>水平离散精度，1．0到99．9；

<9>天线的海拔高度，-999 9到999．9米：

<10>海拔高度，一9999到999 9米；

<11>差分GPS(RTCM-SCl04)数据生命周期，从上次有效

的RTCM传送开始数秒(若无差分GPS则为空)：

(12>差分参考站的ID，0000到1023(数据头被传送，若无差

分GPS则为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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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MCS·51单片机与GPS·OEM板的串行数据通信
MCS·51单片机以其集成度高．系统结构简单、价格低廉，便

于开发等特点，适合与GPS—OEM板问的数据通信。

3．1设计要求
GPS-OEM板发数据。MCS-51单片机接收．存储数据．采用

串行异步方式，字符长度8位。1位停止位，无校验，波特率为

9600．波特章是进行串行通讯的一个关键参数，为确保串行通讯的

成功。通讯双方必须使用相同的传输波特率。如果传输速率的误差

超出允许的范围，将产生接收数据的错码和漏码。甚至导致整个通
讯的失败．

3．2设计分析

OEM板与单片机之间通讯的硬件实现如图1示。由于MCS一51

墨1用MAX202赛理GPS·OEM与MCS-51单片机的置讯

单片机的输出电压为0～5的1．rL电平，而OEM板配置的是

RS232C标准串行接口，二者的电器规范不一致，所以不能直接进

行通讯，为使TTL屯平与RS232C标准协调．过去常使用MCl488

和MCl柏9转换器来进行电平转换，需要+5V与土12V三

组电源，这无疑使原来只使用+5V电源的TTL系统复杂。成本大

大提高，同时也不利于系统的集成。为此．在这里采用Maxim公

司的多路发送．接受集成芯片Max202,在不另加±12V电源的情

况下．实现单片机与OEM板的串行通讯。

4读取定位信息

$GPGGA语句输出了基本的定位信息，可以满足一般用户的

使用要求，该语句最多可以输出81个字符，其结构如前文所述。

为了简化接受程序，从MCS一5l内存80H开始连续存放所接受到

的除语句名之外的ASCH码．而对时间、位置等信息的提取和处理

在其他程序段中完成。

要正确读取0EM扳输出语句，首先是判断语句类型，其次是

存放数据，然后要确定语句的结束标志．阻查询方式为例，读取$

GPGGA语句的汇编语言程序段如下：
MOV R0,煳0壬I； 设置数据存储区
Cbcck：JNB RL $： 等待串口中断标志
C墟 RI； 清除接受中断标志
MOV A，SBUF； 读串口数据
CJNE A，ff24H，Check；若非。$”，重新接受

JN B RI． $

C【丑 Rj

MOV A． SBUF

CJNE A， #47H．Check；若非。G”，重新接受

INB RI， $

CLR RI

MOV A． SBUF

CJNE A，#50H．Check；若非。P”，重新接受

JNB RI． $

CLR RI

MOV A． SBUF

CINE A，0471-I， Check；若非。G”，重新接受

JNB RI． $

CLR RJ

MOV A． SBUF

CJNE A，#47H． Check；若非。G”，重新接受

INB RI． $

CUt RI

欢迎光临本刊网站http：／／www．eic．corn．c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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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V A． SBUF

CJNE A， #41H， Check：若非“A”，重新接受
Data：INB RL $

CLR RI

MOV A， SBUF； 接受字符
MOV @Rn A： 存储字符
INC R0； 指向下一单元

CJNE A，#0AH．Data；若非。LF”．缒续接受字符

5结束语

本文结合MCS·51单片机和GPS20型GPS·oEM板的硬件特

点，分析和介绍了构成GPS基本应用系统的核心硬件组成和关键

软件设计．并重点分析了对应用系统的个性化配置问题和读取GPS

定位信息的通信程序设计问题，其原理和思路也可作为其他型号

OEM实现与单片机串行通讯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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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抄表系统的抗干扰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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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对自动抄表系统干扰进行详细的分析．并从设计和应用的角度提

出了多种抗干扰措施。

美键词：自动抄裹系统：干扰：抗于扰

中田分类号：TP274JM93文献标识码：B

Anti-jamming design of automatic

meter reading-AMR systern

CAI Guang-jiel，CHUN Yong·zhongz,

Gu0 Curt．xian酿ZHAO Qi2

(1．State Key Laboratory of Precisi∞Measuring
Technology and Instrument，Tinnjin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2；2'Shen【gli Petroleuln Hekou Otl

recovery factory,Dongying，Shandong 7b-72m)
Abstract：This paper ana}y2日s the interferential on the Automatic

Meter Readina System-AMR．It provides manifold anti·jamining
methods on the comer of the design and uses．

Key we—s：Automatic Meter Reading-AMR System。Jem．Anti-pmining

1引言

自动(或智能)抄表系统主要由管理中心计算机及管理软件、

数据采集器组成，利用微电子和计算机网络、传感等技术自动读取

和处理表计数据．将城市居民的用水、电，气信息加以综合处理的

系统【1】。自动抄表技术使各水、电，气公司及物业管理部门从根

本上解决了入户抄表收费给用户和抄表人员带来的麻烦．避免了许

多不必要的纠纷。准确而便捷的收费系统，不但能提高管理部门的

工作效率，也适应现代用户对用水、用电、用气缴费的需求。抄表

系统要达到可靠、准确运行的要求，在系统设计中增加抗干扰设计

和应用中采取有效的抗千扰措施显得十分重要。

2智能抄表系统干扰分析

智能抄表系统工作环境往往比较恶劣，干扰严重，这些干扰有

收稿日期：2006·0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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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会严重破坏系统的器件和程序，使系统产生故障或误抄表，为了

保证系统稳定可靠地工作。必须考虑和解决抗干扰问题。

干扰串入凝道主要有三个(见图1)：空间(电磁感应)，传输

通道和配电系统[2】．一般情况下．经空间感应串入的干扰在强度

上都远远小于从另两个渠道串入的干扰，而且空问孵应形式的干扰

可采用良好的。屏蔽”和正确的“接地”加以解决。所以，抗干扰

措旄主要是尽力切断来自传输通道和配电系统盼干扰．

田1干扰进入幕坑的主薹鼍挺

2．1串模干扰

串模干扰是指干扰电压与有效信号串联叠加后作用系统上的

(见图2)。串模干扰主要来自高压输电线，与信号线平行敷设的输

电线和大电流控制线所产生的空间电磁场。此外信号源本身固有的

漂移、纹波和噪声，以及电源变压器不麈屏蔽或稳压滤波效果不良

等也会引入串模干扰。

黧罐】㈣螬j
田2审曩千抗示田 圈3共权干扰示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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