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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控制技术课程实验报告（一）

一、实验名称：双绞线的制作

二、实验目的：熟悉通信介质，掌握双绞线的做法。

三、实验内容和原理

(1) 物理层概述

物理层是七层结构中的第一层，物理层的功能就是实现在传输介质上传输

各种数据的比特流。物理层并不是物理设备和物理媒体，它定义了建立、维护

和拆除物理链路的规范和协议，同时定义了物理层接口通信的标准，包括机械

的、电气的、功能的和规程的特性。机械特性定义了线缆接口的形状、引线数

目及如何排列等。电气的特性说明哪根线上出现的电压应为什么范围。功能的

特性说明某根线上的某一电平的电压代表何种意义。

规程的特性则说明对于不同的功能各种可能时间的出现顺序。物理介质提

供数据传输的物理通道，连接各种网络设备。我们将传输介质分为有线传输介

质和无线传输介质两大类。有线介质包括同轴电缆、双绞线、光纤；无线介质

则有卫星、微波、红外线等。

(2) 双绞线概述

双绞线由两根具有绝缘保护层的铜导线组成。两根线安按照一定的密度相

互绞在一起，就可以改变导线的电气特性，从而降低信号的干扰程度。双绞线

电缆比较柔软，便于在墙角等不规则地方施工，但信号的衰减比较大。在大多

数应用下，双绞线的最大布线长度为100米。双绞线分为两种类型：非屏蔽双绞

线和屏蔽双绞线。

(3) 双绞线连接

双绞线采用的是RJ-45 连接器，俗称水晶头。RJ45 水晶头由金属片和塑料

构成,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引脚序号,当金属片面对我们的时候从左至右引脚序号

是1-8, 这序号做网络联线时非常重要,不能搞错。按照双绞线两端线序的不

同，我们一般划分两类双绞线：一类两端线序排列一致，称为直连线；另一类

是改变线的排列顺序，称为交叉线。

线序如下：

直通线：（机器与集线器连）

1    2    3    4    5    6    7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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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端：橙白，橙，绿白，蓝，蓝白，绿，棕白，棕；

B 端：橙白，橙，绿白，蓝，蓝白，绿，棕白，棕。

交叉线：（机器直连、集线器普通端口级联）

1    2    3    4    5    6    7    8

A 端：橙白，橙，绿白，蓝，蓝白，绿，棕白，棕；

B 端：绿白，绿，橙白，蓝，蓝白，橙，棕白，棕。

四、实验条件：双绞线，水晶头，线钳等。

五、实验过程

(1)剪下一段长度的电缆

(2)用压线钳在电缆的一端剥去约2cm护套。

(3)分离4对电缆，按照所做双绞线的线序标准（T568A或T568B）排列整齐，并

将线弄平直。

(4)维持电缆的线序和平整性，用压线钳上的剪刀将线头剪齐，保证不绞合电缆

的长度最大为1.2cm。

(5)将有序的线头顺着RJ-45头的插口轻轻插入，插到底，并确保护套也被插

入。

(6)再将RJ-45头塞到压线钳里，用力按下手柄。就这样一个接头就做好了。

(7)用同样的方法制作另一个接头。

六、实验结果

实验数据的计算处理、实验现象的描述、分析等。

七、实验结果分析、讨论

根据相关的理论知识对所得到的实验结果进行解释和分析，包括实验成功或

失败的原因，实验后的心得体会、建议等。

八、实验结论

根据实验结果分析、讨论，对实验结果所作的一般性的判断、归纳、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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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控制技术课程实验报告（二）

一、实验名称：采样实验

二、实验目的：验证香农采样定理，确定采样周期的选择范围，确认 A/D转

换前采样保持的必要性。

三、实验内容和原理

1. 原理：信号源 U1 SG 单元的 OUT 端输出抛物线信号，通过 A/D 转换单

元 U12 的 IN7 端输入。计算机在采样时刻启动 A/D 转换器，转换得到数字量

直接送到 D/A 转换单元 U10，在 U10 单元的 OUT 端则输出相应的模拟信号。

如图 2.1 所示，在时间 τ 以外，计算机输出零至 D/A，并使其转换，所示 τ

以外输出为零。τ 的时间为：10ms 

2. 接线图：见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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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采样周期 T 的设置

计算机用 8253 产生定时中断信号，定时 10ms，并在 2F60H 单元存放倍数

T，可取 01H～FFH，采样周期 T=TK×10 ms，所以 T=10ms ～2550ms, 改变 TK

即可以确定 T。

4. 实验程序流程图：见图 2.3

四、实验条件：

 1、TDN—AC/ACS 实验系统（包括微机）  一套

2、20 兆赫兹(MHZ)数字示波器            一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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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数字或指针式万用表                  一台

五、实验过程

1. 按图 2.2 连线，首先将 U1SG 单元中的 S11置抛物线档，S12置下档。用

短路块短接 S 与 ST。

2. 用示波器观察 U1单元的 OUT 端的波形调 W12使其不高于 5V，调 W11

使 T1约 2s。

3. 选定 TK=04H.

4. 将 2F60H 单元存入 TK，启动采样程序（G=F000：11A2↘ ）。

5. 用示波器对照观察 U1单元的 OUT 端与 U10 单元的 OUT 端波形，观察

完停机。

6. 选择若干 TK 值，重复（4）、（5）,  观察不同周期 T 时的输出波形。

7.调节 U1SG 单元的 W11，使 T1约 0. 3s 调 W12，使其不高于 5V，重复步骤

（4）、(5)。

六、实验结果

通过 3 中的一些实验步骤，大家可明显地观察到，当 TK=01H~26H 时，U10

单元的 OUT 端的输出波形为 IN7 的采样波形，但当 TK 再增大时，U10单位的

OUT 端的输出波形将采样失真。从这看出，似乎采样周期 T 取得越小，对信

号恢复越有利，一般来说，T 必须满足 t A/D + T 处理<=T<=T 香农/2，在此前提

下，T 越小越好（t A/D 为 A/D 转换时间，t 处理为计算机对信息进行处理所用的

时间）。

既然 A/D 采样本身具有保护功能，那是不是不管模拟量在 A/D 转换时变

化多大，都可不加保持器呢？不一定，因为 A/D 在采样时，对模拟量的变化频

率有限制。一般在十几合 HZ 左右，如果信号变化太快，就会使信号失真。所

以必须加采样保持器。

七、实验结果分析、讨论

根据相关的理论知识对所得到的实验结果进行解释和分析，包括实验成功或

失败的原因，实验后的心得体会、建议等。

八、实验结论

根据实验结果分析、讨论，对实验结果所作的一般性的判断、归纳、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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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控制技术课程实验报告（三、四）

一、实验名称： 模/数、数/模转换实验

二、实验目的：

1、理解模/数、数/模转换的工作原理，熟练使用和掌握 ADC0809 和

DAC0832。

2、掌握 A/D、D/A转换流程以及计算机分时控制模/数、数/模转换器的情况。

三、实验内容和原理

1、[试验 3](试验线路图见图 3-1)

8088CPU 的 OPCLK 信号与 ADC0809 单元电路的 CLOCK 相连作为

ADC0809 的时钟信号。ADC0809 芯片输入选通地址码 A、B、C 为“1”状态，

选通输入通道 IN7 。通过电位器 W141给 A/D 变换器输入-5V～+5V 的模拟电

压。A/D 转换的数据通过 A 口 采入计算机，送到显示器上显示，并由数据总

线送到 D/A 变换器 0832。选用 8088CPU 的地址输入信号 10Y0 为片选信号

（ ）XIOW 信号为写入信号（ ），D/A 变换器的口地址为 00H。调节

W141即可改变输入电压，可从显示器上看 A/D 变换器对应输出的数码，同时这

个数码也可是 D/A 变换器的输入码。

 

2、A/D、D/A 转换程序流程（见图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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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应下面的流程，我们已编好了程序存放在 8088 的监控中，可用 U(反汇

编)命令查看。

3、[试验四](试验线路图见图 3-3)

设置 8253 为定时方式，OUT2 信号为采样脉冲，采样周期为 5ms。8255

的 A 口为输入方式，用于采入数据。8255 的 B 口为输出方式，用于选择

控制双路输入输出通道。A/D 转换单元可对多路模拟量进行转换，用 6、7

两路分别接入图 3-3 所示信号。控制 A/D 变换器分时转换，将转换的数字

量送至 D/A 变换器还原成模拟量，送至两个采样保持器。由 8255B 口分别

控制两个采样保持器的采样开关，以保证采样保持器单元电路中的 OUT1

输出信号与 A/D 变换单元 U12 的 IN6 输入信号一致；采样保持器单元电

路的 OUT2 输出信号与 A/D 变换单元 U12 的 IN7 输入信号一致。

初始化 8255A 口为输入 8253 
2＃口为定时方式 (3ms)
     

延时 20ms

取 A/D 值并送 D/A

显示 A/D 值

图 3-2 程序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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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程序流程：见图 1-2

四、实验条件：

 1、TDN—AC/ACS 实验系统（包括微机）  一套

2、20 兆赫兹(MHZ)数字示波器            一台

3、数字或指针式万用表                  一台

五、实验过程

  1. 按图 1-1 接线（注意：虚线框内线路为印刷线路）。用“短路块”分别将

U1、SG 单元中的 ST 插针与+5V 插针短接；U14P 单元中的 X 与+5V，Z 与-

5V 短接。其它画为“o”的线需自动连接。连接好后，请仔细检查，无误后方可

接通电源。

   2. 将 W141输出调节至-5V，执行监控中的程序（G=F000：1100↘）。如果程

序正确执行，将在显示器上显示“00”。

3. 将 W141依次调节，用数字电压表分别检测 A/D 的输入电压和 D/A 的输出

电压。观察显示器，记下相应的数码及 D/A 的输出模拟电压，填入下表 3-1 。

六、实验结果

1.调节模拟输入电压从-5V 至+5V 之间变化，测量 D/A 转换后模拟输出，并

观察显示器显示数值，填入表 3-1，并与参考值比较，给出结论。如结果不吻

合，分析产生原因。

 表 3-1  实验结果

模拟输入电压（V） 显示器数码（H） 模拟输出电压（V）

-5 00 -5

-4 1A -4

-3 33 -3

-2 4C -2

-1 66 -1

0 80 0

+1 99 1

+2 B3 2

+3 CD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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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6 4

+5 FF 5

七、实验结果分析、讨论

根据相关的理论知识对所得到的实验结果进行解释和分析，包括实验成功或

失败的原因，实验后的心得体会、建议等。

八、实验结论

根据实验结果分析、讨论，对实验结果所作的一般性的判断、归纳、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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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控制技术课程实验报告（五、六）

一、实验名称：最小拍有纹波系统

二、实验目的：

1、按照教材所述思路设计出最小拍有波纹及最小拍无波纹控制系统。

2、总结出 G（S）部分参数选择的规律，使结果更趋满意。

三、实验内容和原理

1、系统结构见图 5-1。R 为输入，C 为输出，计算机对误差 E 定时采样按

D（Z）计算输出控制量 U。图中 K = 5。

针对阶跃输入进行计算机控制算法 D（Z）设计。

2、D（Z）算法

采样周期 T=1S，E（Z）为计算机输入，U（Z）为输出，有：

式中 K1与 P1取值范围：-0.9999～0.9999，计算机分别用相邻三个字节存

储其 BCD 码。最低字节符号，00H 为正，01 为负。中间字节存前 2 位 小数。

例有系数 0.1234，则内存为：

      地址            内容

       2F00H           00H

       2F01H           12H

2F02H           34H

程序运行时转换为二进制模 2 定点小数。注意，D（Z）中缺项相当于系数

为零，应在相应内存三字节全存入 00H。系数存储安排如表 5-1。

1 2 3
0 1 2 3

1 2 3
1 2 3

( )( )
( ) 1

U ZD z
E Z

K K Z K Z K Z
P Z P Z P Z

  

  

  
 

  

R 1 s

s
e  

( 1)
K

S S 
( )D Z

C

图 5-1 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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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 系统存储安排表

                                       

                            

将 D（Z）式写成差分方程，则有：

式中 EK～Ek-3，误差输入;UK～Uk-3，计算机输出。

计算机运算还没有溢出处理，当计算机控制输出超过 00H～FFH 是（对应

于模拟量-5V～+5V），则计算机输出相应得极值 00H 或 FFH，同时在相应的内

存单元也存入极值。

每次计算完控制量，计算机立即输出，并且将各次采入的误差与各次计算

输出作延时运算，最后再作一部分下次的输出控制量计算。这样但采入下次误

差信号时，可减少运算次数，从而缩短计算机的纯延时时间。

3、模拟连续系统的参数整定

被控对象有模拟电路模拟，以为电路中所结电阻、电容参数有一定误差，

所以应加以整定，可先整定一阶惯性环节，再整定积分器，应使二者串联时尽

量接近所给传函的数学模型。

4、接线（如图 5-2 所示）

8253 2# 输出 OUT2 信号，经单稳整形，正脉冲打开采样保持器的采样开

关，负脉启动 A/D 变换器。

系统误差信号 E→U2的 IN；U2的 OUT→U12的 IN7 ：采样保持器对系统误

差信号进行采样，将采样信号保持并输出给 A/D 第 7 路输入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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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2

F H
F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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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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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溢出显示部分：图 5-2 虚框内。当计算控制量的结果溢出时，计算机给

口 B 的 PB17 输出高电平，只要有一次以上的溢出便显示。这部分线路只为观

察溢出而设， 可以不接，对于控制没有影响。

5. 采样周期 T
8088 微机的 8253 差生定时信号，定时 10ms，采样周期 T 为：

T=TK×10ms
TK 需要事先送入 2F60H 单元，取值范围：01H～FFH ，对应的范围：

10ms～250ms 。
例如当 T =1 s 有：

4、程序流程：见图 1-2
四、实验条件：

1、DICE-AT2 实验系统（包括微机）      一套

2、20 兆赫兹(MHZ)示波器               一台

3、数字或指针式万用表                 一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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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U1 SG

OUT

ST

20K

20K 20K

20K 50K

250K 250K

4μ
4μ

图 5-2 有文波系统原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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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实验过程

1、按图 5—2 连线，S11 置阶跃档，S12 置下档，W12为 1V，调 W11为

1s。先将图 3.1—2 中的 U10单元的 OUT 端断开，A 直接接入 U1单元的 OUT
端，按注 2 整定一阶惯性环节参数，再将 B 与 B’断开，将 B 接入 U1单元的

OUT 端，整定积分器参数。整定完二者串接使传函为： 整定

完再按图 3.1—2 连好。

2、调 W12使 U1单元的 OUT 端输出为 2.5V 的方波，调 W11约为 6s。
2F60H 存 64H。

3、按要求计算 D（E）各系数，送入内存 2F00H～2F14H 单元，具体推导

过程见有关计控书。

4、用示波器观察输入 R 波形，在输入 R 为零时启动最小拍程序

（G=F000：15E6↘），对照阶跃输出 R 观察输出 C 应有以下波形（见图 3.1—
4），输出经过一拍后，在采样点，上跟踪输入误差输出为：

即一拍后进行跟踪，偏差保持为零。

而从控制量的输出

Y（Z）=D（Z）E（Z）

六、实验结果

控制量在一拍后并未进入稳态（常数或零），而是在不停地波动，从而使

连续部分的输出在采样点之间存在波纹。

七、实验结果分析、讨论

根据相关的理论知识对所得到的实验结果进行解释和分析，包括实验成功或

5( )
( 1)

G S
S S




1

1

2 .5( ) ( ) ( ) (1 ) 25
1e

E Z Z R Z Z
Z 

    


        1          2          3         4 

图 5-4 控制输出

2.5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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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14

失败的原因，实验后的心得体会、建议等。

八、实验结论

最小拍有波纹系统存在的问题：

1、对不同输入类型的适应性差，对其它类型的输入不一定是最小拍甚至

会产生横打的超调合静差，对随机输入，性能更差。

2、对参数变化过于灵敏。

最小拍系统的闭环路传函有多极点 Z=0，这一多重极点对系统参数变化的

灵敏度可达到无穷。因此，若系统参数变化或在计算机中存入的参数与设计参

数略有差异，则实际输出将严重偏离期望值，这也是在做最小拍设计实验时常

常得不到预期的效果的原因。

3、控制作用易超出限制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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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控制技术课程实验报告（七、八）

一、实验名称：温控系统实验

二、实验目的：

1.了解温控系统的组成。

2.通过实验了解计算机是如何进行数据采集、控制的。

三、实验内容和原理

计算机温度控制系统由温度控制仪与计算机、数据采集卡一起构成，被控对

象为温箱,温箱内装有电阻加热丝构成的电炉，还有模拟温度传感器 AD590。

系统框图如图所示：

温度控制仪由信号转换电路、电压放大电路、可控硅移相触发器及可控硅加

热电路组成。被控制的加热炉允许温度变化范围为 0～100℃.集成电路温度传

感器 AD590(AD590 温数据采集卡  温度控制仪  温箱度传感器输出电流与绝

对温度成正比关系,灵敏度为 1uA/K).将炉温的变化转换为电流的变化送入信号

转换、电压放大电路.信号转换电路将 AD590 送来的电流信号转换为电压信号,

然后经精密运算放大器放大、滤波后变为 0～5V 的标准电压信号，一路送给

炉温指示仪表,直接显示炉温值。另一路送给微机接口电路供计算机采样.计算机

通过插在计算机 USB 总线接口上的 NI USB 6008 12 位数据采集卡将传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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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来的 0～5V 测量信号转换成 0～FFFH 的 12 位数字量信号,经与给定值比

较,求出偏差值,然后对偏差值进行控制运算,得到控制度变化的输出量,再经过 NI 

USB 6008 将该数字输出量经 12 位 D/A 转换器变为 0～5V 的模拟电压信号

送入可控硅移相触发器,触发器输出相应控制角的触发脉冲给可控硅,控制可控硅

的导通与关断,从而达到控制炉温的目的。

四、实验条件：

微型计算机、NI USB 6008 数据采集卡、温度控制仪、温箱

五、实验过程

1．了解温度控制系统的组成。

2．仔细观察老师对数据采集卡输入输出任务建立的过程及设置还有 dasylab 

基本功能的演示。

3．仔细阅读 dasylab 相关文档，学习帮助文件 tutorial 了解其基本使用方

法。

4．动手实践，打开范例，仔细揣摩，并独立完成数据采集卡输入输出任务

的建立并建立并运行单独的 AD 及 DA 系统，完成之后，按照自己的需要及

兴趣搭建几个简单的系统运行。

六、实验结果

控制量在一拍后并未进入稳态（常数或零），而是在不停地波动，从而使

连续单端输入,输入信号均以共同的地线为基准.这种输入方法主要应用于输入信

号电压较高,信号源到模拟输入硬件的导线较短,且所有的输入信号共用一个基准

地线.对于差分输入,每一个输入信号都有自有的基准地线;由于共模噪声可以被

导线所消除,从而减小了噪声误差.单端输入时, 是判断信号与 GND 的电压差.   

差分输入时, 是判断两个信号线的电压差.

差分信号的优势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a.抗干扰能力强

b.能有效抑制 EMI

c.时序定位精确

七、实验结果分析、讨论

(1) 专业图形化高速数据采集、显示、控制、分析软件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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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图形化界面，无需繁琐的编程工作，满足非专业编程人员的测试需

要；

(3) 多种功能模块，可方便的完成数据采集、显示、存储、分析、统计、

运算、 控制、触发等各种功能；

(4) 实时曲线显示频率高；

(5) 支持 Windows 环境 DDE(动态数据交换)、GUI(图形用户界面)；

(6) 支持几十家专业数据采集厂家的硬件产品。 

八、实验结论

利用 dasylab 电压电流转换器，如图所示：

Slider 可用来控制给定的电压或电流，Scaling 负责换算，Recorder 显示电压电

流值，低通滤波器负责滤波，通过 PID 控制完成电压电流转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