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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 是 *" 年 代 发 展 起 来 的 新 一 代 工 业 控 制 装 置! 它

是集自动控制" 计算机和通信技术于一体的产物! 因其具

有通用性好" 可靠性高" 维修方便" 性价比高" 编程方法

容易等优点! 在 +" 年代 便 广 泛 应 用 于 工 业 控 制 领 域# 但

是! 如果 ’() 工作的稳定性不高! 工厂的生产效率将得不

到提高! 甚至会产生设备或安全事故! 因此提高 ’() 控制

系统的稳定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 影响 ’() 控制系统的稳定性的主要因素

’() 不稳定的主要表现为内部信息被破坏! 导致控制

系统混乱! 执行机构误动作和网络出错! 影响设备的正常

运行$ 其主要原因为%
&&’ 设备选型不合理! 抗恶劣环境条件 &如强磁场" 超

高温" 潮湿" 强腐蚀" 超低压等’ 而引起的干扰能力不强$
&!’ 没有严格按照安装规程进行安装! 如电源处理不

当" 接地系统不好" 布线时未考虑强磁场干扰" 网络设计

不合理等$
&$’ 软件设计不合理$

$ 提高 ’() 控制系统的稳定性的主要措施
提高系统的稳定性实际上就是要提高系统的抗干扰能

力! 我们必须从系统选型" 安装" 网络和程序设计等方面

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 抑制干扰源! 切断或衰减电磁场干

扰的传播途径 ,&-$
&&’ 科学选型

’() 多数是工作在复杂恶劣环境下! 这不仅对于 ’()
本身! 而且对于现场检测机构" 供电设备等外围设备的可

靠性也提出了严格的要求$ 我们首先要了解现场给出的抗

干扰指标! 如共模抑制比" 差模抑制比" 耐压等级" 工作

所允许的磁场强度环境 &电场强度和频率’ 等! 然后根据

要求合理选择具有较高抗干扰能力的 ’()! 如采用浮地技

术" 隔离性能较好" 可靠性好的机型! 以保证 ’() 能在强

干扰恶劣环境中长期可靠稳定地运行$ 其次要根据实际要

求选择具有完善的输入" 输出功能的模块! 以保证系统能

灵活地处理模拟量" 数字量和开关量$
&!’ 选择高性能电源! 采取措施抑制电网干扰

电源是干扰进入 ’() 的主要途径之一! 电源干扰主要

是通过供电线路的阻抗耦合产生的! 各种大功率的用电设

备 &如输配电线路" 变送器电源" 电磁阀接触器等执行器

件" )’. 电源等’ 是主要的干扰源$
如果使用 ’() 系统的交流供电电源! 在干扰较强或可

靠性要求很高的场合! 可以在 ’() 的交流电源输入端加接

带 屏 蔽 层 的 隔 离 变 压 器 和 低 通 滤 波 器 ! 屏 蔽 层 应 可 靠 接

地( 也可以在初级" 次级绕组之间加屏蔽层! 并将它们和

铁芯一起接地! 以提高高频共模干扰能力$,!-

由于变送器供电电源和 ’() 系统有直接电器连接的仪

表的供电电源将受到空间电磁干扰而在线路上产生感性电

压 和 电 流( 尤 其 是 电 网 内 部 的 变 化 " 开 关 操 作 产 生 的 浪

涌" 大型电力设备的起停" 交直流传动装置引起的谐波电

网短路暂态过程的冲击等! 均通过输电线路传到原边! 引

起变送器和仪表工作不正常! 因此它们最好采用不间断供

电电源 .’/$
&$’ 规范安装 ’()" 合理安排接地系统

! ’() 安装规范

不同类型的 ’() 有不同的安装规范! 以 012$"" 为例 ,$-%
它要求了 )’. 和电源的安装位置" 机架间的距离" 接口模

块的安装位置" 3 4 " 模块量" 机架与安装部分的连接电阻等$

’() 的开关量信号 &如按钮" 限位开关等提供的信号’ 对信

号电缆无严格的要求! 可选用一般的电缆! 而模拟信号线和

高速信号线 &如脉冲传感器" 计数码盘等提供的信号’ 应选

’() 控制系统的稳定性分析与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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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屏蔽电缆! 高频信号电缆应尽 量 选 择 厂 家 提 供 的 电 缆"
中# 低频信号则可选用带屏蔽的双绞线电缆! 对于大于 &"’
的信号线" 必须单独捆扎或穿管" 对于大于 %""’ 的信号线"
必须布置在接线盒外" 并保证 (")* 以上的距离! +,- 应远

离强磁场干扰源" 信号线若不能避开干扰源" 应采用光纤电

缆! 在室外安装时须采取防雷击的措施" 比如在两端接地的

金属管线中走线! 如果模拟量输入输出 .输出信号距离 +,-
比较远" 应采用 %/!"*0 或 "/1"*0 的电流传输方式! +,-
对电缆长度也有限制" 如 23/$4" 中规定非屏蔽电缆的最大

允许长度为 &""* $模拟信号模块除外%" 屏蔽电缆的最大允

许长度为 1"""*! +,- 还应注意与传感器元件的连接保护"
若传感器是采用的是 !!"’ 转换成 !%’ 的四线制供电方式"
则应在 +,- 接线端子前加隔离端子!

! 感性负载的过压保护

+,- 在感性负载情况下" 必须采取过压保护措施& 方

法是在直流线圈的两端并联续流二极管或齐纳二极管 $如

图 1 所示%" 图中二极管的额定电流电流可选 10" 额定电

压应大于电源电压的 $ 倍’ 在交流线圈的两端拉入 5- 吸

收 网 络 $如 图 ! 所 示%" 图 中 电 容 取 "61748%3"9" 其 额 定

电压应大于电源的峰值电压" 电阻取 #1/1!4# :%;! 若为电

磁阀或交流接触器之类的元件时可在输出端与驱动元件之

间增加固定继电器 $0-<==5% :#; 进行隔离并并联压敏电

阻 5>" 如图 $ 所示!

$ +,- 与传感器类元件连接的保护

当 +,- 与接近开关# 光电开关这一类两线式传感器连

接时" 由于此类传感器的漏电流较大" 可能出现错误的输

入信号而导致 +,- 的误动作! 为此" 应在输入端并联旁路

电阻 5" 如图 % 所示! 旁路电阻 ! 的阻值由下式确定&

"?
! #@

"@
!A #@

"@

!#,

式中 " 为 传 感 器 漏 电 流" #@# "@ 分 别 为 额 定 电 压 和 额

定电流" #, 是 +,- 输入电压低电平的上限值!:&;

% 正确选择接地点" 完善接地系统

正确选择接地点" 完善接地系统对 +,- 系统的正常工

作至关重要! 接地的目的主要是为了系统的安全和抑制干

扰" 良好的接地系统是抑制电磁干扰的最重要的措施之一!
对 于 +,- 控 制 系 统 一 般 采 用 一 点 接 地 和 串 联 一 点 接 地 方

式! 集中布置的 +,- 系统适用于并联一点接地方式" 各装

置的柜体中心接地点以单独的接地线引向地极! 如果装置

间距大" 应采用串联一点接地方式! 用一根大截面铜母线

连接各装置的柜体中心接地点然后将接地母线的直接连接

接地极做成等电位连接! 接地线采用截面大于 !!**! 的铜

导线" 总母线截面应采用大于 &"**! 的铜排" 接地极的接

地 电 阻 应 小 于 1&" 接 地 极 最 好 埋 在 距 建 筑 物 1"71#* 远

处" 而且 +,- 系统接地点必须与强电设备接地相距 1"* 以

上! 信号源接地时" 屏蔽层应在信号侧接地’ 没有接地时"
应在 +,- 侧接地’ 信号线中间有接头时" 屏蔽线应牢固连

接并进行绝缘处理" 总之" 严禁多点接地或不接地:3;!

’ 提高网络的可靠性

在网络的安装和设计过程中" 我们一定要按网络协议

的 要 求 和 网 络 硬 件 的 参 数 要 求 进 行 安 装" 以 +5B9CDE=<
F+ 为例" 电气 的 网 络 是 一 种 有 屏 蔽 的 双 绞 线 电 缆" 在 干

扰较小时可不用屏蔽层" 不同的段之间可加中继器进行连

接" 但最多可以加 G 个" 干扰较强时应在 3 个以下" B,H
I光纤连接模块% 应特别注意采用共点接地" 我们还要特别

图 ( 直流线圈并续流二极管线路 图 ! 交流线圈并 5- 选频网络线路

图 $ 电磁阀# 接触器的过压保护线路 图 % +,- 与传感器的连接保护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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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 就 是 说 对 于 任 意 的 ! 和 任 意 的 !&! "’(&" 为 了 达 到

最好的效果" 使上式它们之间的比率至少为 # ) *#+,-" 因此

我们 可 以 凭 此 选 择 恰 当 的 $./# 从 文 献 0$1 知 道" 未 经 最 小

化 的 比 率 为 !" 则 有 *!+,2#3- ) !4!,5" 也 即 是 说 最 小 化

后的待机能耗比原来的待机能耗提高 !,5的节能效果$

下面来看看多电源状态的情况$ 设 "6 为状态 % 转换到

工作态所需的能耗" #6 为状态 % 的能耗" 设备有 &7, 个电

源状态" 表示为 8’"922’:; 9如果 %()(&9则有%

#6<#=<#:

同时我们假设 从 高 能 耗 到 低 能 耗 不 需 要 时 间 和 能 耗"

全部计算到从低能耗到高能耗的情况里$ 另外假设从状态 %
到状态 ) 与直接从状态 % 到状态 & 所需要的能耗是一样的$

如果存在 $6 使 #6$7"64#6+,$7"6+,9则 $6 就是从状态 %+, 到状

态 % 的临界点$

假 设 $,<$!<&<$:+,<$:9我 们 简 化 为 $" 为 "" 而 $:7, 为 >"

那么预期的能耗为%
:

6 4 "
!

$67,

$6
" ! *$- 0#6$7"61 ?$

优化问题就成为选择从状态 %+, 到 状 态 % 的 开 始 转 换

时刻 $6$ 对于任意分布的请求" 同样存在比率为## ) *#+,-"
因此对于多电源状态的情况" 也可以通过这个优化比率选

择恰当的状态转换时刻" 达到最佳的节能效果$

% 结束语

我们可以通过 设 备 的 请 求 信 息" 得 到 设 备 的 利 用 率"

根据利用率的高低来确定设备的电源状态" 另外我们还提

供了一个选择最佳状态转换时机的优化方法$
参考文献%

’,( @ABC+D(6EBC FA9 GE=EBE H6IAB6J2 K6’LEBB6 M/ N6JO/P6 QR/.S
ET6BC+HU(T/I M6./JT/? V’&/. W/?AJT6’B !""" X YZN V$X+
V%" 0[1 2

’!( YBBE \E.:6B9 NE.: NEBE((/9 FUP/ NJK/’JO9 EB? HA(EB Q&S
6J:62 Z’IR/T6T6L/ WEB?’I6]/? YPC’.6TOI( ^’. _’B +‘B6^’.I
V.’aP/I( bB V.’J//?6BC(9 HUIR’(6AI ’B M6(J./T/ YPC’.6TOI(9
,XX" V$",+V$"X 0[1 2

’$( @ABC+D(6EBC FA2 Z’IRE.6BC HU(T/I+F/L/P V’&/. NEBEC/I/BT
V’P6J6/( 0c1 2 !"", bddd V,"+V,32

’%( 李善平等2F6BAe 内核 !2% 版源代码分析大全 0N1 2 北京f机械

工业出版社" !""!2

作者简介% 刘向文" 男" ,Xg# 年生" 广东梅州人" 硕士研究生"

工程师$ 研究领域% 嵌入式系统$ 已发表论文 , 篇$

*编辑% 梁 玉-

注意根据数据率合理选择包括节点在内的段长等 031$
)%* 软件的抗干扰措施

控制系统的可 靠 性 除 与 硬 件 有 关 外" 还 与 软 件 有 关$
在进行系统设计时" 建立系统控制算法+ 控制模型是至关

重要的$ 因为它的好坏" 不仅直接关系到控制系统的控制

精 度" 也 关 系 到 整 个 系 统 工 作 的 稳 定 性" 甚 至 成 败 $ 因

此" 采用较好的控制模型! 算法" 可使控制系统稳定性大

大提高$ 采用采样值数字滤波方法" 可有效滤除虚假干扰

信号, 采用不完全微分方法" 可 防 止 控 制 过 程 产 生 震 荡,
采用选择性控制调解模式" 驱使接近危险区域的被控量脱

离危险界限" 排 除 故 障 先 兆" 避 免 事 故 发 生, 采 用 HI6TO
预估控制" 对 大 滞 后 系 统 进 行 HI6TO 补 偿" 克 服 常 规 VbM
调节难以适应的超调现象" 均收到良好效果$ 因此" 针对

不同的控制对象" 采用不同的或 综 合 多 种 控 制 算 法 模 式"
是提高 VFZ 控制系统精度和稳定性的一种有效手段$

)#* 采用冗余技术来保证系统的可靠性

在可靠性要求极高的大型系统中" 常采用冗余技术来

保证系统的可靠性$ 所谓冗余系统是指系统中有多余的部

分" 没有它" 系统照样工作" 但在系统出现故障时" 这种

多余的部分能立即替代故障部分 而 使 系 统 继 续 正 常 运 行$
实现方法有两种% 一是靠硬件实现的冗余系统$ 这种系统

中 有 两 个 ZV‘ 模 块 在 同 时 工 作" 它 们 执 行 同 一 个 用 户 程

序$ 主模块工作时" 备用模块的输出被禁止" 当主模块失

效时" 备用模块立即投入使用" 切换过程是由冗余处理单

元控制$ 二是靠软件实现的冗余系统$ 这种系统也有两个

ZV‘ 模块在同时运行一个程序" 不同的是" 系统不是靠冗

余处理单元对两个 ZV‘ 模块进行切换$ 冗余系统的投资费

用相当大" 不是十分必须的场合不必使用$

% 结束语
VFZ 控制系统所处的环境差异很大" 其干扰源也各有

不同$ 在实际的开发应用中" 只要我们措施得当" 就能使

VFZ 安全! 可靠地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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