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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真软件中虚拟逻辑分析仪的使用 

本刊曾介绍过单片机仿真软件 

Proteus，笔者使用后对这个软件爱不 

释手，它不仅对课堂教学和学生实验 

非常有用，而且对单片机的应用设计 

也有很大帮助。 

笔者用Proteus设计了一个六位 

动态扫描时钟电路，然后进行了仿真， 

不仅验证了硬件和软件的正确性，而 

且用Proteus自带的虚拟逻辑分析仪 

进行了逻辑分析，效果令人十分满意 

Proteus中六位时钟电路的简介 

硬件电路在Proteus中的搭建见 

图1，有关原理图是如何在Proteus中 

绘制出来的，本刊曾有详细叙述，笔 

者在此不再赘述。这里需要指出的是： 

六位数码管使用的是共阳极六位红色 

管 ， 它 所 在 的 元 件 库 名 为 

optoeletronics，元件名为：7SEG- 

MPX6一CA。P0口的7个上拉电阻 

的阻值均为200 0，该口负责送出所 

要显示的字形代码。P2口送出所要显 

示的位代码。该电路采用动态扫描方 

式，6个数码管自左向右顺序点亮。 

P3．7负责驱动两个红色发光二极 

管(LED-RED)进行秒闪烁，每秒钟亮 

灭一次，因此在编程时要使 P3．7输出 

端有一个 1Hz的输出脉冲。限流电阻 

Rl的阻值为 1O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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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Proteus中完成硬件电路的绘 

制后，用鼠标先右击电路图，再左击 

AT89C51，就会出现图3所示的窗口， 

这时把 “六位时钟程序．hex”这个文 

件名填入 Program File右侧的小窗 

图1 刊光盘中找到本文源程序 口中，然后再用鼠标左键点击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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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Proteus中的虚拟逻辑分析仪 键点击屏幕左下方的仿真按钮L上__L升 一 一 s M 、 

鞋行波形分析 始仿真。也许仿真开始后逻辑分析仪 橱 - P
roteus的功能强大，它带有逻辑 的波形显示界面并没有出现，这时用 

分析仪和双踪示波器等众多的虚拟测 鼠标左键点击菜单Debug下的VSM 圈7 

薰设备。逻辑分析仪是一种功能强大 Logic An丑b r(见图5)，就可以把这 

数字电路测量仪器，它通常在数字 个界面调出来。反之，也可以采用这种 析仪面板右侧上那两个黄色或紫色直6 

电路、计算机电路设计和维修中，进 方式关闭逻辑分析仪的图形显示界面。 钮的边缘仔细旋转，从而分别把逻辖 

行多路信号的时序逻辑分析。我们可 虽然这时把波形显示界面调出来 分析仪显示窗121上的竖细黄线和竖细 

把它用于单片机电路的宴际设计中， 了，但界面中也许并没有期望显示的 紫线对准所要测量波形的起始点和鲐 

在硬件设计之前，先用虚拟的逻辑分 波形，这时请照图6中的提示，用鼠标 止点，就可以测量出这段波形的时陋 

昕仪对单片机电路进行逻辑分析和功 左键点击逻辑分析仪面板右侧靠上的 ．长度 (见图8)。我们用这种方法测吐 

毙评估、故障诊断。 那个方形的按键，就可以把波形显示 了某一数码管的点亮时间为4ms。 

首先在线路编辑完成后，用鼠标 出来，显示效果如图7所示。在这幅图 个读数是在紫色旋钮的下方读出的． 

左键点击Proteus工作界面上方的工具 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这6个数码管 另外的两个读数窗121则分别显示的是 

f兰按钮窖；，然后用鼠标左键点中屏幕 位驱动信号之间的时序关系。如果我 所测波形的起始点和终止点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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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田5 Proteus~ 6。7 profesSio l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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