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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75+94在单片机电路系统设计中的应用

代启化

!合肥学院电子信息与电气工程系!安徽合肥"!’""!!#

摘!要!随着现代计算机技术的迅速发展"使用NXH软件进行的电路设计与仿真已经成为现代

电子技术系统设计的必然趋势"众多工科院校均在电路实践教学的改革中引入了NXH技术"该文介

绍了G.75+94软件的功能和特点"并结合了具体的例子说明了如何用G.75+94实现单片机电路系统设

计与仿真的方法#
关键词!G.75+94$NXH$仿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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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计算机应用技术的发展"各种用于电路设计

的NXH软件不断涌现"如大家已经熟悉的有 Z9152?
42;%GTGWDN%[.DHX等等"这 些 软 件 间 的 功 能 差

别不大"可是它们都有个共同的缺点"那就是对凡是

涉及单片机的电路系统设计就无法进行仿真了"而专

门针对单片机仿真的另一类如 Z+<S20%伟福等软件

如果离开了仿真仪"由于没有大量的外围器件仿真模

型库的支持"仅仅进行纯软件仿真的效果也不好"本

文介绍的G.75+94软件就是一个可以仿真单片机及其

外围器件的电路设计利器#

/!G.75+94简介

G.75+94软 件 是 来 自 英 国 \-@6+05+.+1+65.70264
公司的 NXH 工 具 软 件"是 一 个 电 子 设 计 的 教 学 平

台%实验平台和创新平台"涵盖了电工电子实验室%
电子技术实验室%单片机应用实验室等的全部功能#
其革命性的功能是将电路仿真和微处理器仿真进行协

同"直接在基于原理图的虚拟原型上进行处理器编程

调试"并 进 行 功 能 验 证"通 过 动 态 器 件 如 电 机%

\NX%\DX开关 等"配 合 系 统 配 置 的 虚 拟 仪 器 如 示

波器%逻辑分析仪等可以实时看到运行后的输入输出

的效果"其主要特点如下!

&%’可以仿真%分析 各 种 模 拟 器 件 和 集 成 电 路"
其最大的特点是可以支持许多型号的单片机仿真"该

软件的单片机仿真库里有K%系列%GWD系列%H]P
系列%摩托罗拉的#LZU%1系列等"G.75+94的仿 真

是基于TGWDN’CK的"因此它也能像其它的NXH软

件那样进行电路分析"如模拟分析%数字分析%混合

信号分析%频率分析等等$
&!’提供了虚拟示波器%逻辑分析仪%信号发生

器%计数 器%电 表%]2.59-1)+.;20-1&使 用 电 脑 的

键盘和显示器通过串口与外部的单片机系统通讯’等

虚拟仪器仪表供选择用$
&’’能够进行TDU &原理图’与GDO &印制板’

的设计$
&&’能 和 R+21%Z-51-@等 软 件 整 合 使 用"以 求

达到更好的仿真效果#

0!G.75+94环境下的电路系统设计与仿真

G.75+94和GP[)N\%NSO等 软 件 相 似"绘 制

原理图都要先从软件包的器件库里取出所需的元件符

号并在绘图区布局好"同时编辑好元件的参数"接着

进行连线"添加必要的网络标号等步骤#下面通过实

例说明如何使用G.75+94实现单片机电路系统的设计

与仿真#实 例 要 求 电 路 以 H)LIDK%单 片 机 为 核 心"
当按下按 钮 Ô ))[E%"单 片 机 产 生 (叮 咚)声 从

G%M"端口输出到\Z’!&"经过放大之后送入喇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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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电路原理图的设计

运行G.75+94]TZ 的WTWT后出现如图%所示的

程序主窗口界面!鼠标左键单击工具栏的 按钮后!

接着在点击 窗 口 左 侧 的 元 器 件 选 择 区 的 按 钮!会

弹出如图!所示的G26FX+>26+4窗口!再在D-5+/7.:
栏里点击 Z26.7,.76+447.WDT项 后!在P+49154栏 里

会出 现 多 种 类 型 的DĜ 器 件!如K%系 列"GWD系

列"H]P系列"摩托罗拉的#LZU%1系 列 等!找 到

H)LIDK%后双击!H)LIDK%就被添加到当前窗口左

侧 的 元 器 件 列 表 区 了#再 用 同 样 的 方 法 依 次 把

\Z’!&"T,+-F+."晶振"按 钮 以 及 多 个 电 阻"电 容

也添加到器件列表区里#然后再依次点击列表区里的

器件!把它们放到绘图区并编辑其属性!接着进行合

理的 布 局 后!就 可 以 进 行 连 线 了#和 GP[)N\类

似!也具有自动捕捉节点和自动布线的功能!连线时

当鼠标的指针靠近一个对象的的引脚时!跟着鼠标的

指针就会出现一个 $d%提示符号!点击鼠标左键即

可画线了!需要拐弯时点击一下即可!在终点再点击

确认一下就画出了一段导线!所有导线画完后!再点

击工具栏的 按钮!添加上必要的电源和接地符号!
原理图的绘制就完成了!如图’所示#

图%!程序主窗口

图!!G26FX+>26+4窗口

图’!电路原理图

!M!程序的的编制

用单 片 机 定 时&计 数 器 )" 来 产 生 (""U3和

K""U3的 频 率!根 据 定 时&计 数 器 )"!取 定 时

!K"#4!因此!(""U3的 频 率 要 经 过’次!K"#4的 定

时!而K""U3的 频 率 要 经 过&次!K"#4的 定 时#只

有当按下Ô ))[E%之后!才启动)"开始工作!当

)"工作完毕!回到最初状态#$叮%和 $咚%声音各

占用"MK4!因 此 定 时&计 数 器 )"要 完 成"MK4的 定

时!对于以!K"#4为基准定时!"""次 才 可 以#程 序

的流程图如图&"图K所示#

图&!主程序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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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K!中断服务程序框图

由流程图编写汇编程序源代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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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仿真

G.75+94在设计的时候已经注意到和各种单片机

编译程序的整合了"如它可以R+21#ZG\HO等软件

结合使用$R+21是目前比较优秀的K%单片机的汇编

和D语言的 开 发 工 具"具 备 功 能 强 大 的 软 件 仿 真 和

硬件仿真 %需硬件支持&功能"把这两个软件结合起

来用"调试 软 硬 件 就 非 常 方 便"这 里 笔 者 就 是 采 用

’R+21QG.75+94(的仿真方法"具体步骤如下!
%%&正确设置 R+21集成环境和G.75+94之间的接

口"使二者成功连接"步骤如下!
-&把D!/G.7/.-;C21+4/\-@6+05+.N1+65.70264/

G.75+94# G.78+44270-1/ Z[XN\T/ 目 录 下 的

]XZK%M<11文件67,:到D!/R+21/DK%/OWE)
@&修改D!/R+21!)[[\TMWEW文件在*DK%+栏目

加 入 )XP]’eOWE/]XZK%MX\\%oG.75+94]TZ
Z70257.?K%X.2>+.o&"其 中’)XP]K(中 的 数 字’K(要

根据实际情况填写"只要不和原来已有的重复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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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进入F+21的G.7A+65?.7,527087.5-./+5"选择

4̂+复选项"在下拉列表项中选择G.75+94]TZ Z7?
0257.?K%X.2>+.#

<!点击4+5520/项"设置WG为%!(M"M"M%"端口为

L"""$
%!!在R+21里 对 汇 编 源 程 序 进 行 编 译&连 接 成 功

后"就可以在仿真仪上调试了"随时都可以观察软硬件

的互动工作的过程和结果$结合G.75+94里的虚拟仪

表"可以观测电路的波形和数据$图#是R+21全速运

行时的调试画面"图(是对应的硬件运行时捕捉的瞬

间画面"虚拟示波器观测的是图’电路中的H点和O
点波形"瞬间波形如图L所示"把耳机插头插入微机声

卡的输出插孔"就可以听到’叮咚(的声音$

图#!R+21的全速运行时调试画面

1!结束语

笔者在两年多的单片机实践教学里通过G.75+94
的运用"不仅弥补了实验室硬件资本的投入不足"还

明显克服了实验箱教学中的实验内容固定的局限性#
不仅提高了学生的实验兴趣"还在综合课程设计"以

及毕业论文设计的应用中也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在具

体的工程实践中"使用G.75+94仿真"可以降低开发

成本"提高了开发效率$笔者相信随着NXH软件技

术的不断发展&完善"基于软件的电路设计与仿真技

术的应用将会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图(!硬件运行时瞬间画面

图L!瞬间波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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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K!主?从控制系统方框图

此外"在炉压控制系统中"还将炉门全开&全闭

信号引入回路进行炉压自学习控制"设置炉压自学习

开关"从而克服当装料炉门或者出料炉门开启时对炉

内压力形成的干扰"这是采用常规的控制方法无法消

除的$

2!应用效果

该 两 级 计 算 机 燃 烧 控 制 系 统 自 投 入 运 行 以 来"
性能可靠"加热炉燃烧平稳"炉温控制精度可达到j
(f"出钢温度与目标温度偏差*j%"f$钢坯温度

均匀稳定"钢坯水梁黑印温差*%If"出炉钢坯表面

和中心温度 差*’"f"氧 化 铁 皮 烧 损*"M(g"热

耗以钢坯上料产量%#"5,*为例只有%’(IFA,F/"基

本上杜绝了钢坯过烧发生粘钢和钢温过低造成轧机负

荷过大等事故的发生"为后道轧钢工序提供了合格的

钢坯$实践证明+酒钢炉卷加热炉采用两级计算机控

制燃烧系 统"满 足 了 现 代 工 业 生 产 对 燃 烧 控 制 的 要

求"达到了控制精度高"负荷变动跟踪特性好"燃烧

合理"能充分节约能源"同时杜绝了燃烧不充分冒黑

烟污染环境的现象"并且确保了燃烧安全"避免发生

生产事故及人身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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