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卷 第 !期

#$$%年 %月

福建师范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0*12-,3)+4-.5,267+829:&3-9*+-.;<27,<7’

=).>!" 3)>!
?-+>#$$%

文章编号@!$$$AB#CC&#$$%’$!A$$#DA$%

EFGHI串行接口电路传输性能的测试与研究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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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使用不同频率的收发时钟和不同波特率K分别控制 L#B!M电路进行同步或异步串行数据通信N实

验结果表明@L#B!M电路的工作时钟 OPQ与收发时钟 RSO&TSO’在频率数值上没有严格的制约关系K有

效异步通信波特率可以数倍于 !">#UVW8N本实验结果为有效提高 L#B!M串行通信接口电路的通信传输效能

提供了可靠的实验数据N
关键词@L#B!M串行通信接口X同 &异’步传输X工作时钟X收发时钟X通信波特率

中图分类号@T3YC 文献标识码@M
JJ

Z3T[PL#B!M大规模集成电路芯片是一个可编程控制的全双工同步\异步复合功能的串行通信接

口电路N与 ]O系统内置的 L#B$或者 Z3T[PL#C%等可编程控制的串行通信接口电路相比较KL#B!M
串行通信接口电路具有程序模型简单K芯片电气引脚数目少和编程控制容易等优点K因此在各种微型

计算机实验设备和控制设备中被广泛使用N在介绍 Z,97.L#B!M串行通信接口电路的文献 !̂_B‘中K
对于该集成电路器件提出的使用条件是@&!’工作时钟 OPQ的周期在 !>%B_$>Y#a8之间K换言之工

作时钟 OPQ的频率限定在 CY$_#%L$Ubc之间N&#’在同步串行传输方式下K工作时钟 OPQ的频率

应大于收发时钟 RSO&TSO’频率的 %$倍K并且波特率不超过 DYUVW8N&%’在异步串行传输方式下K
工作时钟 OPQ的频率应不低于收发时钟RSO&TSO’频率的 Y>B倍K并且波特率不超过 !">#UVW8N根

据上述使用条件所规定的参数来看KL#B!M串行通信接口电路的异步传输效能只相当于 ]O系统内置

的 L#B$异步串行通信电路的 !\DK这也意味着 L#B!M串行通信接口电路与速率为 BDUVW8的调制解调

器不能够很好地匹配使用N另外K在实际应用中K工作时钟 OPQ与收发时钟 RSO&TSO’的配置关系

是否必须严格遵守dL#B!M串行通信接口电路是否还潜在有更高的e可供使用的串行传输效能d针对这

些问题K笔者根据 L#B!M串行通信接口电路的工作原理和使用方法K设计一套实验方案@通过使用各

种不同频率的收发时钟与通信波特率相组合K分别控制 L#B!M串行通信接口电路进行同步或异步串行

数据传送K实时观测 L#B!M串行通信接口电路输出的同步或异步串行数据帧波形K定量测试 L#B!M串

行通信接口电路的工作时钟 OPQ与收发时钟 RSO&TSO’在频率数值上必须遵守的约束关系K进一步

探究 L#B!M串行通信接口电路可能潜在着的e可供使用的更高有效的通信波特率N对 L#B!M串行通信

接口电路的同 &异’步串行通信功能进行较为深入和全面的测试与研究K为在工程实际应用中更加合

理和适当有效提高 L#B!M串行通信接口电路的通信传输效能提供可靠的实验数据和使用参考N

! 实验设计

Z3T[PL#B!M串行通信接口电路可以分别被编程设置成同步或异步串行数据传送K对 L#B!M串

行通信接口电路的通信功能测试与研究的实验设计也是从这两方面进行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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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时观测同步或异步串行数据帧波形

图 # 发送同$异步

数据帧控制流程

实时观测 %&’#(串行通信接口电路输出的同步或异步串行数据

帧波形)是对 %&’#(串行通信接口电路进行的最基本操作)也是检测

%&’#(串 行 通 信 接 口 电 路 的 收 发 通 道 是 否 畅 通 无 阻 所 采 用 的 基 本 方

法*为了测试出 %&’#(串行通信接口电路可以使用的有效通信波特率

的数值范围)实验设计了 %&’#(串行通信接口电路分别在同步和异步

串行传送方式下)使用各种不同的通信波特率发送字符串数据*通过实

时观测 %&’#(串行通信接口电路输出的同步或异步串行数据帧波形)
就能够较为准确的测试出 %&’#(串行通信接口电路可供使用的有效通

信波特率的数值范围*实时观测 %&’#(串行通信接口电路输出的同步

或异步串行数据帧波形的控制流程如图 #*实验测试结果见表 #*
!"+ 使用 ,+-!.串行接口电路进行双 /0系统间的同步或异步传输

使用两个 %&’#(串行通信接口电路可以实现在两个 12机系统之

间进行同步或异步方式下的双机系统串行数据通信*两个 12机系统串

行数据通信必须满足的最基本条件是3为两个 12机系统串行数据通信

设置的收发波特率误差必须小于4&"’5)两个12机系统共地连接*实

验设计了在使用各种不同通信波特率下进行两个 12机系统之间的串

图 & 使用 %&’#(的

双机通信接口电路

行数据通信)观察和比较两个 12机系统串行数据通信的传输结果)能

够分析和确定出 %&’#(串行通信接口电路可以适用的有效通信波特率

的数值范围*两个 12机系统串行数据通信的接口电路如图 &*接收机

与发送机各自的程序控制流程分别如图 6和图 7*实验测试结果见表 #*

& 结果与讨论

图 6 发送机控制流程 图 7 接收机控制流程

表 #表明38#9%&’#(串行通信接口电路输入的工作时钟 2:;的

有效频率可以突破 &"6%<=>的限制)输入 7<=>频率的 2:;时钟也

能够保证 %&’#(串行通信接口电路的稳定和可靠地

工作*8&9不论是在同步串行传输还是在异步串行传

输方式下)工作时钟2:;与收发时钟?@28A@29在

频率数值上不存在严格的相互制约关系*实验测试

数据 8见表 #9说明3在异步串行通信模式下)不需

要限制二者在工作频率数值上必须严格保持 2:;B
7"’?@28A@29的关系)即使 2:;时钟频率与 ?@2
8A@29收发时钟频率相等)甚至2:;时钟频率低于

?@28A@29收发时钟频率一倍时)%&’#(串行通信

接口电路仍然能够稳定可靠地传输*在同步串行通

信 模 式 下)当 2:;时 钟 频 率 只 等 于 #C倍 ?@2
8A@29收发时钟频率时)观测到的 %&’#(串行通信

接口电路输出的 字 符 串 同 步 数 据 流 仍 然 是 正 确 的*
869文献 D#E’F中提到3%&’#(串行通信接口电路

在 异 步 串 行 传 输 时 使 用 的 最 高 有 效 波 特 率 不 超 过

#G"&HIJK*但是实验测试数据8见表 #9表明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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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电路同 &异’步串行传输性能测试结果 ()*+,-./

01(&21(’34./ 分频 波特率34567 位宽387 观测结果 备注

!999
#999
,999
"999

:,3!:

!:3:, :,3!: ;
<#3!#" <#3" ;
:,3#$: !:3, ;
!#"3$!# "3# ;3=

异步传输

:#>$
!#$
#$9
$99

!

:, !: ;
!#$ " ;
#$9 , ;
$99 # =

同步传输

串 行通信接口电路确实潜在着可供使用的?更高有效的异步传输波特率@可以适当使用数倍于 !A>#
4567高的通信波特率进行异步串行数据传输B在实验中最高使用了 !#"4567通信波特率进行两台 C(
机系统之间的异步串行数据通信@观察到的串行传输结果是正确无误的B这就清楚表明 "#$!%串行通

信接口电路的异步串行传输性能不会比 C(机系统内置的 "#$9异步串行通信接口电路低@二者的异步

串行通信传输效能是相当的@是完全能够匹配的B因此@"#$!%串行通信接口电路也是可以与速率为

$:4567的调制解调器很好匹配使用的B&,’在同步串行传输模式下@"#$!%串行通信接口电路使用的

有效通信波特率也可以比 :,4567高数倍@在实验中最高使用了 #$94567通信波特率@实时观测到的

"#$!%串行通信接口电路输出的同步串行数据流仍然是正确的B这里需要说明的是D在各种文献中提

到的 "#$!%串行通信接口电路的使用参数是打上较大保险系数的工作参数B按照文献给定的工作参数

使用 "#$!%串行通信接口电路@能够保证其稳定和可靠地进行同步或异步串行数据传输B但是笔者认

为可以适当考虑 "#$!%串行通信接口电路潜在的有效使用性能@特别是在各种文献中给出的异步串行

通信的波特率参数似乎是偏低的@这样使用对于 "#$!%串行通信接口电路的异步串行通信效能似乎有

所浪费B可以适当使用数倍于 !A>#4567高的通信波特率控制 "#$!%串行通信接口电路进行异步串行

数据传输@在充分保证电路稳定与可靠工作的前提下@提高 "#$!%串行通信接口电路的异步串行数据

传输率@使其异步串行通信的实际传输效能达到与 C(机系统内置的 "#$9异步串行通信接口电路相当

的水平@这在 "#$!%串行通信接口电路上是完全能够实现的B本实验测试结果进一步明确了 "#$!%串

行通信接口电路的工作时钟频率与收发时钟频率之间的配置关系@定量探明了 "#$!%串行通信接口电

路确实潜在有可供使用的更高有效的同 &异’步串行传输波特率B实验测试结果虽然是在实验室环境

中获取的@但仍可以作为工程应用中根据实际情况合理和灵活地配置 "#$!%串行通信接口电路的工作

时钟频率和收发时钟频率的参考依据@以及作为适当有效提高 "#$!%串行通信接口电路的同 &异’步

串行通信传输效能的使用依据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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