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年第 " 期福 建 电 脑

析 $% 机 间 的 串 行 通 信

张福增 赵永升 程云波 宋丽华 刘香佩
（烟台师范学院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山东 烟台 "&!#"’）

【摘 要】 本文利用 % 语言讨论了两台计算机间的串行通讯问题。该方法适用于具有符合 () * "+" * % 或

%%,-- ./ "! 标准的串行接口的不同计算机间的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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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0、烟台师范学院基金项目 "、烟台师范学院教育改项目

0、引言

随着计算机的广泛应用，人们不但要解决人机通信方面的

问题，而且还要解决计算机和计算机之间的通信问题。而后者既

涉及短距离通信，也涉及长距离通信，而且通信形式也是各种各

样的。为了实现通信双方衔接，国际上已对串行通信建立了统一

标准的协议。,12 $% 及其兼容机间经过 () * "+" * %（3"’04 的

寄存器）口串行通信是在实际系统中用的最为广泛的。串行通信

的软件看似简单，但涉及到对 3"’04、中断控制器 3"’54 等芯片

的初始化编程，涉及到中断服务例程（,)(）的编写和驻留（-)(）

技术等。我们在此用 -6789 % 功能齐全的集成环境和丰富的库函

数实现了计算机间的串行通信。

"、串行接口 3"’04
3"’04 是可编程的串行通信接口，它可以管理信号范围很

大的串行通信 / 通过编程 3"’04 可以工作在同步方式或异步方

式。异步方式相对同步方式简单，下面就对 3"’04 的编程结构和

异步发送和接收信号的工作原理做一下简要介绍。

"/ 03"’04 的编程结构

3"’ 04 有 0 个数据输入缓冲寄存器和 0 个数据输出缓冲

寄存器；0 个发送移位寄存器和 0 个接收移位寄存器；0 个控制

寄存器和 0 个状态寄存器；0 个模式寄存器和 " 个同步字符寄存

器。

数据输入缓冲寄存器和输出缓冲寄存器使用同一个端口地

址，实际上作为两个端口，一个为输入端口，一个为输出端口；接

收移位寄存器将到达的 (:; 端的串行数据接收以后进行移位，

变为 3 位并行数据，传送到数据输入缓冲寄存器，然后通过数据

总线传送到 %$<；在计算机通过 3"’04 输出数据过程中，%$< 通

过数据总线将数据送到 3"’04 的数据输出缓冲寄存器，然后再

发送到移位寄存器，移位寄存器用移位的办法将并行数据变为

串行数据，从 -:; 端送往外设；3"’04 的控制寄存器用来控制

3"’04 的工作，它的内容是由程序设置的；状态寄存器则在

3"’04 的工作过程中为执行程序提供一定的状态信息；模式寄

存器的内容决定了 3"’04 到底工作在同步模式还是异步模式，

还决定了所接收和发送的字符的格式，模式寄存器的内容也是

由执行程序设置的。

"/ "3"’04 的异步发送和接收

在异步发送方式下，当程序置 -:= >-7?@ABCDDE7 =@?8FE G 和

%-)（%FE?7 D9 AE@H）为有效后，便开始发送过程。在发送时，发送

器为每个字符加上一个起始位，并按程序要求加上奇 I 偶校验位

以及 0 个、0/ ’ 个、或者 " 个停止位 / 数据传输的波特率为发送

时钟频率的 0、0 I 0& 或 0 I &!。

%$< 送出的数据字节 > ’ J 3 位 G
数据字符

-:; 线上的串行输出数据

启动位 数据字符 校验位 停止位

>异步发送格式 G
当 3"’04 要接收一个字符时，就在 (:; 线上检测低电平

/ 3"’04 将 (:; 线上检测到的低电平作为起始位，并启动接受控

制电路的一个内部计数器进行计数。当计数进行到相应于半个

数位传输时间时，又对 (:; 线进行检测，如果此时仍为低电平，

则确认收到一个有效的起始位。于是 3"’04 开始进行常规采样

并进行字符装配。具体的说就是每隔一个数位传输时间对 (:;
进行一次采样，数据输入输出寄存器被移位，并进行奇 I 偶校验

去掉停止位变成并行数据，同时发出 (:(;K 信号送 %$<，表示

收到一个可用的数据。对于少于 3 位的数据，3"’04 则将它们高

位填上 #。

(:; 线上的串行输入数据

启动位 数据字符 校验位 停止位

%$< 送出得数据

数据字符

>异步接收方式 G
+、用 % 语言实现计算机间文件传输的工作原理

实现两台计算机间传输文件的通讯结构和 =4, () * "+" *
% 口通讯连接如下图：

>计算机间的串行通信结构图 G

>() * "+" * % 通信口的连接 G
4 机和 1 机都是 ,12 $% 及其兼容机。配有异步通讯串行接

口卡，物理层采用 =,4 () * "+" * % 标准。上面讨论经 () *
"+" * % 口的直接连接通讯（不经过 2L;=2）的情况。

% 语言本身具有位处理功能，而写通信程序时需要用到这

个功能，因而用 % 语言很容易写通信软件。通信软件编制时，首

先的考虑库函数调用问题。-6789 % 的库函数有上千个，与串行

通信有关的是 1,L)%2;> G，但我们的调用是不成功的。分析原

因，发现 1,L)%2;> G是基于 (L2 1,L) 的 ,M- 0!NO 用到了 2LP
;=2 控制信号（(-)，%-)，;)(，;-(），是面向两台计算机经

2L;=2 进行串行通信的。这对上图的连接显然是不适用的。因

此我们只能用 C@Q97D8 > G O 96DQ97D8 > G这对端口直接操作的函数，对

() * "+" * % 的访问口进行编程。

!、设计过程

为了简单起见，我们用查询方式编程，两台计算机的发送和

接收过程都是通过查询口的状态来完成的。初始化编程主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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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但在存在形态上与证明方式上与以往

的证据类型颇不相同，不论归属于何种已

存证据类型中均不合适。数字证据具有独

自的社会经济基础，具有本身的显著特

性，具有与其他证据类型相区别的特征，

在证明方式与书证有一定的相似性。因

此，可以司法解释明确数字证据的证据

力，将之归于书证之中，并作出适应数字

证据自身特点的一些证据规则，保持书证

原有规则的稳定。而最好的方式为将之视

为一种新的证据类型——— 数字证据，同时

还应制定与其特征相应的证据规则。

#、结束语

数字技术对法律的影响是间接的，其

首先影响社会经济关系，然后以此为中介

影响法律。数字技术对从实体到程序的各

个法律部门法都产生作用，数字证据问题

只 是 在 程 序 证 据 制 度 上 的 一 个 反 映 而

已。

一个科学的体系应当建立在精确的

概念基础之上，应以数字证据概念作为基

础概念来对此制度进行建构，对其的研究

应当结合其之经济性、技术性特点。数字

证据是信息数字化过程中形成的以数字

形式读写的能够证明案件事实情况的资

料，其外延广泛，并不仅限于电子商务中

产生的资料，也并不仅指计算机数据；在

证据类型上，数字证据与视听资料差别显

著，不可同归一种证据类型中，与书证存

在相同之处，也存在差异之处，目前可以

以司法解释的方式将之明确于书证之列，

同时规定一些与之相应的符合现实需要

的证据规则，以作应付当前现实问题的权

宜之计，而长远看来还是应将数字证据确

立为一种新的证据类型，同时制定与其特

点相应的证据规则，在对数字证据规则进

行设计时@ 重点应当主要放在对真实性的

保障之上。

数字技术、电子商务、电子政务以及

知识经济在我国的充分、完全发展只是时

间的早晚，实体法对此已开始进行调整，

而程序法却仍未开始这种尝试，要求不可

谓不迫切。程序法律在解决科技引发的问

题的同时，也必然会随着科技导引的社会

发展而相应进步，是以，对数字技术对程

序法的影响的研究应当得到重视，以使程

序法获得在数字时代的发展。

设置传送波特率和工作方式，其初始化模块如下：
\*=/ S.=>=-, Z [
]*7>M*+>8 Z"X5<8@ "XG" [ ^ I#设置波特率# I
*7>M*+>8 Z "X5<G@ "X"D [ ^
*7>M*+>8 Z "X5<3@ "X"" [ ^
*7>M*+>8 Z "X5<8@ "X"8 [ ^ I#字长，停止位，奇 I 偶类型等设置# I
*7>M*+>8 Z "X5<D@ "X"8 [ ^
*7>M*+>8 Z "X5<3@ "X"" [ ^ I#禁止中断# I
_
通过改变线控制寄存器 Z "X5<8 [ 和波特率 Z "X5<G@ "X5<3 [ 的

值，可在不同字长，停止位，奇 I 偶校验方式下用不同的速率进行

通 信 ( 发 送 和 接 收 过 程 须 不 断 查 询 线 状 态 寄 存 器 的 :$ 和

:"( P;./QDL-+ Z [和 ‘;>QDL-+ Z [模块分别完成发送一个字符和接收

一个字符的功能。
\*=/ P;./QDL-+ Z DL-+ DL [
]/*^
OL=,; Z a Z =.M*+>8 Z "X5<8 [b Z"X#" [ [ ^
*7>M*+>8 Z "X5<G@ DL [ ^
_
0L-+ ‘;>QDL-+ Z [
]/*^
OL=,; Z a Z =.M*+>8 Z "X5</ [b"X"& [ [ ^
=< Z =.M*+>8 Z"X5</ [b Z"X,; [ ;++*+ Z [ ^
;,?; +;>7+. Z =.M*+>8 Z"X5<G [ [ ^
_
利用这三个模块 \*=/ S.=>=-, Z [、P;./QDL-+DL-+ Z [、‘;>QDL-+ Z [，

我们可以实现两台计算机在查询方式下的串行通讯。另外，我们

也 可 以 引 入 计 算 机 局 域 网 中 关 于 点 点 通 信 的 链 路 层 协 议

（SCCCG"!( !），这样我们系统的层次性和可靠性都可以大大提

高。

下面给出了实现两台计算机间传输文件的程序框图：

$、0 语言源程序全文 Z略 [
4、结论

通过以上方法的讨论我们便可以利用 0 语言程序实现计算

机之间的文件传输，这种方法同样也适合具有符合 cP H !5! H 0
标准的串性接口的不同计算机系统的通讯。以上我们给出了如

何编写 S)9 20 与 S)9 20 间的串行通信软件，至于不同的应用

系统（如 90PG"3G 单片机）只需对上面的程序稍加改写即可用

于其它场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