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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阿尔泰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敏锐的市场洞察力，在国内率先开发了 USB 总

线的系列产品，经过不断努力，公司自主研发的产品已从性能可靠的 USB、PCI、ISA

等总线数据采集板卡拓展为嵌入式系列主板和嵌入式系统、信号调理模块、分布式

采集系列产品等, 产品种类如下： 

数据采集产品：PXI、PCI、USB、RS485、以太网、RTU、PC104、ISA、CAN 

嵌入式产品：嵌入式主板、RTU、嵌入式开发板 

一体化测控仪器：平板电脑、工控机箱、工控机箱板 

运动控制产品：USB、PCI、PC104 

无线产品：GPRS、Zigbee 

SSI 卡：SSI2335S 

信号调理\分配 

客制化产品  

 

    阿尔泰科技全系列的数据采集产品已经广泛应用于环境、电力、医疗、通讯、

航天、军工等行业和部门；通过压力、冲击振荡、电力、电子、噪声、超声等测试

及从静态到高速动态过程的检测；实现各种动态信号的实时采集、数据处理与分析。 

   

通过：ISO9001：2000 国际质量体系认证 

GJB9001 军工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CE 欧盟质量体系认证 

FCC 体系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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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声明  
本产品是由北京阿尔泰科技发展有限公司（ART Control ）开发，受知识产权保护。任何人未经授权不得加

以仿冒、盗用、非法拷贝。  
 

此份文件内所述得内容，除了商标、产品和软件名称外，其余皆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转换、重述后储存在

任何形式的系统中。除非经过阿尔泰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书面同意，否则不得以任何形式或文字转译本手册中所

述涉及知识产权的内容。  
 

出现在本手册中的产品、公司名称，或属已注册商标或版权声明，其权利由其后所代表的公司所有，除了用

作说明和解释用途外，这些有版权或已注册商标、产品和公司名称不得仿冒。 
 
 

法律责任  
这本手册仅作参考之用，不作任何形式的保证。此文件主要目的在于提供使用者使用安装本产品的相关咨讯，

作为参考文件之用。使用者若沿用本手册内容作其他方面的使用参考而导致任何权益、产品等损害的话，本公司

不负任何责任，同时为产品更新之需要，本公司将保留修改本手册的权利，不再另行通知，未按本手册使用后果

自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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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功能概述 
PXI (PCI Extensions for Instrumentation，面向仪器系统的 PCI 扩展)是一种坚固的基于 PC 的测量和

自动化平台。PXI 是为了满足日益增加的对复杂仪器系统的需求而推出的一种开放式工业标准。PXI 结合了 PCI

的电气总线特性与 Compact PCI 的坚固性、模块化及 Eurocard 机械封装的特性，并增加了专门的同步总线和

主要软件特性。这使它成为测量和自动化系统的高性能、低成本运载平台。 

 

第一节 产品应用 
本卡是一种基于 PXI 标准的同步采集功能卡，可直接插在 PXI 机箱插槽中，用于测试、测量和控制应用，

构成产品质量检测中心等各种领域的数据采集、波形分析和处理系统。也可构成工业生产过程监控系统。它的

主要应用场合为： 
◆ 制造测试 
◆ 工业测试 
◆ 电子产品质量检测 
◆ 信号采集 
◆ 过程控制 
◆ 伺服控制 
 

第二节 AD 模拟量输入功能 
◆ 转换器类型：AK5394AVS 
◆ 输入量程(Input Range)：±10V、±1V 
◆ 转换精度：24 位(Bit) 
◆ 采样速率(Frequency)：1KHz～192KHz 
◆ 倍频模式(Multi Frequency)：256 倍、128 倍、64 倍 
◆ 采样频率*倍频范围：256000~13824000 
◆ 物理通道数：8 通道 

说明：软件可选，通过设置采样通道选择阵列 
◆ 模拟量输入方式：8 路单端 

◆ 通道切换方式：8 通道 4芯片独立工作 

◆ 数据读取方式：非空、半满、中断和 DMA 方式 
◆ 存诸器深度： 8K 字（点）FIFO 存储器 
◆ 存储器标志：满、非空、半满 
◆ 时钟源(Clock Source)：板内时钟 
◆ 触发模式(Trigger Mode)：软件内部触发和硬件外触发（简称后触发） 
◆ 触发类型(Trigger Type)：边沿触发和电平触发 
◆ 触发方向(Trigger Dir)：负向触发、正向触发、正负向触发 
◆ 触发源（Trigger Source）：DTR(数字触发信号)、PXI 总线上的 TRIG0、TRIG1、TRIG7、STAR 触发源 
◆ 触发源 DTR 输入范围：标准 TTL 电平 
◆ 系统测量精度：0.01% 
◆ 板卡时钟振荡器：10MHz 
◆ PXI 总线时钟：10M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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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产品安装核对表 
打开 PXI8996 板卡包装后，你将会发现如下物品： 

1、 PXI8996 板卡一个 
2、 ART 软件光盘一张，该光盘包括如下内容 ： 

a) 本公司所有产品驱动程序，用户可在 PXI 目录下找到 PXI8996 驱动程序； 
b) 用户手册（pdf 格式电子文档）； 

   

第四节 安装指导 
一、软件安装指导 

在不同操作系统下安装PXI8996板卡的方法一致，在本公司提供的光盘中含有安装程序Setup.exe，用户双

击此安装程序按界面提示即可完成安装。 
二、硬件安装指导 
    在硬件安装前首先关闭系统电源，待板卡固定后开机，开机后系统会自动弹出硬件安装向导，用户可选择

系统自动安装或手动安装。 
    注意：不可带电插拔板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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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元件布局图及简要说明 

第一节 主要元件布局图 
  

     

RP1 PXI1 
S1DID1 

RP2

CN1 

第二节 主要元件功能说明 
 请参考第一节中的布局图，了解下面各主要元件的基本功能。 
一、信号连接器 

CN1：模拟信号输入连接器 
PXI1：PXI 端口 
以上连接器的详细说明请参考《信号输入输出连接器》章节。 

二、电位器 
RP1：AD 模拟量信号 AI0~AI3 的共模输入电压 2.4V 调整电位器 
RP2：AD 模拟量信号 AI4~AI7 的共模输入电压 2.4V 调整电位器 
以上电位器的详细说明请参考《产品应用注意事项、校准、保修》章节。 

三、晶振频率选择 
 S1：晶振频率选择 

默认选择为：1=ON、2=OFF，选择板内 10MHz 的时钟，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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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N

1
2

3
4

O
N

S1

 

另当 1=OFF，2=ON 时，选择的是 PXI 总线的 10MHz 的时钟，如下图所示： 

O
N

1
2

3
4

O
N

S1

 

注意：S1 的两位开关不可同时为 ON 或 OFF！ 
 

四、物理 ID 拨码开关 
DID1：设置物理ID号，当PC机中安装多块PXI8996时，可以用此拨码开关设置每一块板卡的物理ID号，这

样方便用户在硬件配置和软件编程过程中区分和访问板卡。下面均以二进制表示，拨码开关拨向“ON”，表示“1”，
拨向另一侧表示“0”。如图二中所示：位置“ID3”为低位，“ID0”为高位，图中黑色的位置表示开关的位置。（出

厂测试软件通常使用逻辑ID号管理设备，此时物理ID拨码开关无效。若您想在同一个系统中同时使用多个相同

设备，请尽可能使用物理ID。关于逻辑ID与物理ID的区别请参考软件说明书《PXI8996S》的《设备对象管理

函数原型说明》章节中“Create Device”和“Create Device Ex”函数说明部分）。 

ON

1
ID0ID1ID2ID3

234

ON

DID1

 
图一 表示“1111”，则表示的物理ID号为15 
 

ON

1
ID0ID1ID2ID3

234

ON

DID1

 
图二 表示“0111”，则代表的物理ID号为7 
 

ON

1
ID0ID1ID2ID3

234

ON

DID1

 
图三 表示“0101”，则代表的物理ID号为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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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以表格形式说明物理ID号的设置： 
 

ID3 ID2 ID1 ID0 物理ID（Hex） 物理ID（Dec） 
OFF（0） OFF（0） OFF（0） OFF（0） 0 0 
OFF（0） OFF（0） OFF（0） ON（1） 1 1 
OFF（0） OFF（0） ON（1） OFF（0） 2 2 
OFF（0） OFF（0） ON（1） ON（1） 3 3 
OFF（0） ON（1） OFF（0） OFF（0） 4 4 
OFF（0） ON（1） OFF（0） ON（1） 5 5 
OFF（0） ON（1） ON（1） OFF（0） 6 6 
OFF（0） ON（1） ON（1） ON（1） 7 7 
ON（1） OFF（0） OFF（0） OFF（0） 8 8 
ON（1） OFF（0） OFF（0） ON（1） 9 9 
ON（1） OFF（0） ON（1） OFF（0） A 10 
ON（1） OFF（0） ON（1） ON（1） B 11 
ON（1） ON（1） OFF（0） OFF（0） C 12 
ON（1） ON（1） OFF（0） ON（1） D 13 
ON（1） ON（1） ON（1） OFF（0） E 14 
ON（1） ON（1） ON（1） ON（1） F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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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信号输入输出连接器 
关于 50 芯插头 CN1 的管脚定义（图形方式） 

 

DGND

DGND
DTR
DGND

AGND

AI7

AI6

AI5

AI4

AI0

AI1

AI2

AI3
AGND
AGND
AGND
DGND
DGND
DGND
DGND
DGND
CLKIN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37
36
35
34
33
32
31
30
29
28
27
26

50
49
48
47
46
45

20
21
22
23
24
25

44
43
42
41
40
39
38

AGND

AGND

AGND

AGND
AGND
AGND

AGND
AGND
AGND

AGND
AGND
AGND

AGND

AGND
AGND
AGND
AGND

AGND
AGND
AGND
AGND

AGND
AGND
AGND
AGND
AGND

AGND
AGND

 

关于50芯插头CN1的管脚定义（表格方式） 
管脚信号名称 管脚特性 管脚功能定义 注释 
AI0～AI7 Input AD模拟量输入管脚，分别对应于8个模拟端通道  
AGND GND 模拟信号地，当输入输出模拟信号时最好用它作为参考地  
DGND GND 数字信号地，当输入输出数字信号时最好用它作为参考地  
DTR Input 数字触发信号输入，参考地请使用DGND  
注明： 
（一）、关于AI0～AI7信号的输入连接方法请参考《AD模拟量输入信号连接方法》章节； 
（二）、关于DTR的信号输入连接方法请参考《DTR触发信号连接方法》章节，其触发功能的使用方法请

参考《AD外触发功能》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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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各种信号的连接方法 

第一节 AD 模拟量输入信号连接方法 
单端方式是指使用单个通道实现某个信号的输入，同时多个信号的参考地共用一个接地点。此种方式主要

应用在干扰不大，通道数相对较多的场合。可按下图连接成模拟电压单端输入方式，8路模拟输入信号连接到

AI0～AI7端， 地端共同连接到AGND端。 

  

AI2 

被测现场的模拟信号 

AI7 

AGND 

AI0 信 

号 

输 

入 

输 

出 

连 

接 

器 

AI1 

现场设备 

现场设备 

 

第二节 DTR 触发信号连接方法 

DGND 

信 

号 

输 

入 

输 

出 

连 

接 

器 

DTR 数字触发信号 

  
 

第三节 实现多卡同步的方法 
步，第一：采用共同的外触发，第二：主从卡同步。 

发（

有两种方案可以实现PXI8996多卡同

采用共同的外触发方案时，请保持所有参数设置一致。首先设置每块采集卡的硬件参数，并且都使用外触

DTR），连接好要采集的信号，通过CN1接口的DTR管脚接入触发信号，然后点击“开始数据采集”按钮，这

时采集卡并不采集，等待外部触发信号，当每块采集卡都进入等待外部触发信号的状态时，使用同一个外部触

发信号同时启动AD转换，达到同步采集的效果。连接方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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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XI8996 

外触发同步采集的连接方法 

DTR 
外部触发信号 

PXI8996 

PXI8996 

DTR 

DTR 

 
  采用主从卡同步方案时，请设置每块板卡的物理ID号（每块板卡的物理ID号设置为不同值）。首先设置

主卡硬件参数，主卡可为板卡中的任意一个，触发模式为“软件内触发”，触发源为“TRIG0”、“TRIG1”或“TRIG7” 
 中的任意一个，选择“允许触发信号输出”模式。然后设置丛卡硬件参数，丛卡触发模式为“硬件外触发”，

触发源、触发类型和触发方向均与主卡相同，设置好参数后，先点击丛卡“开始数据采集”按钮，这时丛卡并

不采集，等待主卡触发信号，当每块丛卡都进入等待主卡触发信号时，点击主卡“开始数据采集”按钮，所有

板卡同时启动 AD 转换，达到同步采集的效果。 
  

 

PXI8996 主卡

主从卡触发同步采集的连接方法 

 

PXI8996 从卡

PXI8996 从卡

TRIG0 

TRIG0 

PXI 机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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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数据格式、排放顺序及换算关系 
 

输入电压值 AD原始码(二进制) AD原始码(十六进制) 高位取反后的码(十进制)
正满度 0111 1111 1111 1111 1111 1111 7FFFFF 16777215 
正满度－1LSB 0111 1111 1111 1111 1111 1110 7FFFFE 16777214 
中间值+1LSB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1 000001 8388609 
中间值（零点）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00 8388608 
中间值－1LSB 1111 1111 1111 1111 1111 1111 FFFFFF 8388607 
负满度+1LSB 1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1 800001 1 
负满度 1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800000 0 

 
注明：当输入量程为±10V、±1V时，即为双极性输入（输入信号允许在正负端范围变化），下面以标准C

（即ANSI C）语法公式说明如何将原码数据换算成电压值： 
 
±10V量程: Volt = (20000.00/16777216) * ((ADBuffer[0]^0x800000) &0xFFFFFF) – 10000.00; 
 
±1V 量程: Volt = (2000.00/16777216) * ((ADBuffer[0]^0x800000) &0xFFFFFF) – 1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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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AD 功能的使用方法 

第一节 AD 触发功能的使用方法 
一、AD 内触发功能 

在初始化AD时，若AD硬件参数ADPara. TriggerMode = PXI8996_TRIGMODE_SOFT时，则可实现内触发

采集。在内触发采集功能下，调用StartDeviceProAD函数启动AD时，AD即刻进入转换过程，不等待其他任何

外部硬件条件。也可理解为软件触发。 
具体过程请参考以下图例，图中AD工作脉冲的周期由设定的采样频率(Frequency)决定。AD启动脉冲由软

件接口函数StartDeviceProAD产生。 

图 6.1 内触发图例

AD 在启动使能后

产生第一个转换脉

冲 

启动使能 

转换脉冲 

 
二、AD 外触发功能 

在初始化AD时，若AD硬件参数ADPara. Trigger Mode = PXI8996_TRIGMODE_POST时，则可实现外触发

采集。在外触发采集功能下，调用Start Device ProAD函数启动AD时，AD并不立即进入转换过程，而是要等待

外部硬件触发源信号符合指定条件后才开始转换AD数据，也可理解为硬件触发。关于在什么条件下触发AD，

由用户选择的触发模式（Trigger Mode）、触发类型(Trigger Type)、触发方向（Trigger Dir）和触发源（Trigger 
Source）共同决定。触发源为DTR数字触发，触发类型分为边沿触发和脉冲触发： 

（1）、边沿触发功能 
边沿触发就是捕获触发源信号相对于触发电平的信号变化特征来触发AD转换。 
ADPara. Trigger Dir = PXI8996_TRIGDIR_NEGATIVE时，即选择触发方向为负向触发。即当DTR触发源信

号由高电平变为低电平时（也就是出现下降沿信号） 产生触发事件，AD即刻进入转换过程，其后续变化对AD
采集无影响。 

 

DTR 触发信号 

AD 启动后触发

前的等待时段
AD 启动前该

下降沿无效 
AD 启动后第一个下降

沿有效, AD 被触发 

图 6.2  下降沿触发图例 

触发后 AD 第

一个工作脉冲

AD 启动脉冲 

AD 工作脉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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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Para.TriggerDir = PXI8996_TRIGDIR_POSITIVE时，即选择触发方向为正向触发。即当DTR触发源信号

由低电平变为高电平时（也就是出现上升沿信号） 产生触发事件，AD即刻进入转换过程，其后续变化对AD
采集无影响。 

ADPara.TriggerDir = PXI8996_TRIGDIR_POSIT_NEGAT时，即选择触发方向为上正负向触发。它的特点是

只要DTR出现高低电平的跳变时（也就是出现上升沿或下降沿）产生触发事件。AD即刻进入转换过程，其后

续变化对AD采集无影响。此项功能可应用在只要外界的某一信号变化时就采集的场合。 
  

（2）、电平触发功能 
电平触发就是捕获触发源信号大于或小于触发电平作为条件来触发AD转换。 
ADPara.TriggerDir = PXI8996_TRIGDIR_NEGATIVE（负向触发）时，即选择触发方向为负向触发。当DTR

触发信号为低电平时，AD进入转换过程，一旦触发信号为高电平时，AD自动停止转换，当触发信号再为低电

平时，AD再次进入转换过程，即只转换触发信号为低电平时数据。 
ADPara.TriggerDir = PXI8996_TRIGDIR_POSITIVE（正向触发）时，即选择触发方向为正向触发。当DTR

触发信号为高电平时，AD进入转换过程，一旦触发信号为低电平时，AD自动停止转换，当触发信号再为高电

平时，AD再次进入转换过程，即只转换触发信号为高电平时数据。 

  

AD 工作脉冲 

AD 启动脉冲 

AD 启动后触发

前的等待时段 
AD 启动前该

高电平无效 

图 6.3  高电平触发图例 

AD 触发后的

第一个脉冲 

DTR 触发源 

暂停

工作

 
当ADPara.TriggerDir = PXI8996_TRIGDIR_POSIT_NEGAT时，即选择触发方向为正负向触发。它的原理与

内部软件触发同理。 
 

第二节 AD 内时钟功能的使用方法 
 
内时钟功能是指使用板载时钟振荡器经板载逻辑控制电路根据用户指定的分频数分频后产生的时钟信号

去 触 发 AD 定 时 转 换 。 要 使 用 内 时 钟 功 能 应 在 软 件 中 置 硬 件 参 数 ADPara.ClockSource= 
PXI8996_CLOCKSRC_IN。该时钟的频率在软件中由硬件参数ADPara.Frequency决定。如Frequency = 100000，
则表示AD以100000Hz的频率工作（即100KHz，10uS/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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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应用介绍 

第一节 基于 PXI 的汽车测试方案 
基于 PXI(或是 PCI 加 RTSI BUS)的测试系统可以同步采集 CAN 数据和模拟信号从而使 ECU 测试的难度和

成本大大降低。NI-CAN API 和 LabVIEW 提供了简单的编程模型使用户可以用少量的高层函数进行同步应用的

开发。PXI 作为一个开放的，易于扩展的测试平台，具有易用性和复用性。实践经验表明利用基于 PXI 的测试

系统确实可以提高汽车测试的效率，降低测试系统的成本。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汽车工业中激烈的竞争和日

益庞大的需求使各大公司不遗余力的扩展功能，提高质量，增加产量，与此同时降低成本，减少产品投放市场

的时间。而技术进步是完成这一目标的唯一途经，“低排放高燃效”，“引擎时序”，“防死锁刹车系统(ABS)”等名

词随着新技术的引入相继出现。大量电子器件的应用使汽车在环保，安全，操作等方面的设计得到了全方位的

革新。HSPACE=12 ALT="图 1：电子控制单元(ECU)" 

 

随着生产系统越来越复杂，工程师们面临的挑战在于如何保证性能和质量的同时控制成本并加快产品投放

市场的步伐。深入分析从设计到制造的整个产品周期，我们可以看到测试和验证始终贯穿于生产过程的每个环

节，因此选择一个开放可扩展可复用的测试平台可以有效的降低成本提高效率。  

复杂的测试系统要求频繁的在各个电子单元之间进行通信。传统的测试系统有专门的线路负责各单元之间

的数据交换。这样的测试系统随着传感器数量的增多，连线非常困难，而且需要高速的数据采集和信号调理设

备，使整体成本增加。  

上个世纪 80 年代 Bosch 公司为解决汽车系统中各个电子单元之间的通信问题开发了 CAN(Controller Area 
Network)总线标准。CAN 的卓越表现使汽车制造商们纷纷开发并使用基于 CAN 和数据采集设备的测试系统。  

如今基于 CAN 设备的测试系统越来越复杂，将各个测控元素，如电压和传感器测量，激励源控制，以及分布

I/O 等集成在一起已成为必须。对于这样的集成系统，将 CAN 数据传送和其他测控单元同步是至关重要的，如

根据模拟测试量来控制 CAN 数据的发送接收等。这里所谓的同步主要有两个方面：一 时钟同步, 二 触发同

步。你可以使用软件循环来同步各个硬件，但在软件同步中，各个硬件时钟的相差，频差较大，触发延迟较长，

性能无法满足很多测试验证的应用。  

第二节 PXI 平台与 LabVIEW 解决方案  
对于要求严格的测试应用，硬件同步是唯一选择。而对于硬件同步，由美国国家仪器公司提出的 PXI 平台

无疑是一个明智的选择。美国国家仪器公司制订标准组织 PXI 联盟并出品了性能卓越的 PXI 系列产品。PXI
机箱的背板上集成了触发总线，利用 7 根触发线，结合 NI(美国国家仪器的缩写)的各种测试模块，如数据采集，

图像采集，运动控制以及 CAN 接口模块可以构建灵活的同步测试系统。系统中一个或多个模块可以在背板的

触发总线上获得或输出时序信号，从而与系统中其他模块进行 I/O 同步。由于时序控制完全由硬件完成，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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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步一旦启动，应用软件就不再需要干预 I/O 同步。在基于 PCI 的测试系统中可以利用 RTSI 总线来完成时序

信号的共享和同步。HSPACE=12 ALT="图 2：辅助电机电压" 

                    

 

 

 

 

 

 

 

应用程序通过调用驱动程序 NI-CAN 的 API 对 CAN 接口进行控制和操作。和 NI 公司其他产品的驱动一

样，NI-CAN 也是独立于操作系统和开发语言的。例如，你可以在 LABVIEW 或 C 环境中调用 NI-CAN API，
调用 NI-CAN 的测试应用可以从 windows95 移植到 windowsNT。除此之外，NI-CAN 也相当独立于网络协议，

这意味着 NI-CAN 中尽量避免了只适用 CAN 的术语命名，这样 NI-CAN 就可以方便的扩展到更高层的网络协

议，如 DeviceNet，SDS 等。  

NI-CAN 是基于面向对象结构的，引入了类和实例(对象)的概念。如定义网络接口类来封装 NI CAN 产品

上的网络端口，提供属性和方法以备调用，类下的一个实例用 CAN0，CAN1 等来引用。而 CAN 对象则封装

了桢结构和发送接收机制。  

至于测试应用的开发环境，NI 提供多种选择，比如 LabVIEW，它是一个高效的图形化开发环境，拥有自

己独特而灵活的编程语言，提供了直观而易于使用的配置环境、交互式的 Express VI, 强大的应用程序模板、

超过 500 个例子程序和几百个内置的测量分析函数；针对数据采集、仪器控制、图像采集和运动控制提供了可

配置的开发助手，能够与上千种数据采集、仪器、PLC 和 I/O 设备紧密集成连接。从小规模的到大型的应用，

从桌面的到实时和嵌入式的应用，以及从单一计算机到分布式的系统，都可以使用 LabVIEW 进行开发并且具

有更低的开发成本。  

第三节 应用实例  
传统的液压动力转向系统用一条引擎皮带驱动回旋叶片式泵。泵用加压过的液体操控转向系统中的一个活

塞或是方向盘助力传动器。这个系统始终带给引擎一个小负载，即便是转向系统不在使用之中。电子技术的引

入使之诞生了电子助力转向(EPAS)。 

EPAS(图 1)使用电动机通过齿轮传动连接转向杆。这个结构不再需要泵，软管，传动液，驱动皮带以及传

统液压动力转向系统中的滑轮。电动机产生的扭转力使驾驶者输入的扭转放大。ECU 采集各种信号，如方向盘

扭矩，车速，电动机位置等，然后利用特定的控制算法控制电动机的助力扭转水平。电子助力系统比传统的液

压助力系统轻，而且与引擎转速无关。助力系统只在提供助力时才消耗能量，因此提高了系统的整体燃效。  

以下是一个同步波形输入的例子。从 CAN 和 DAQ 的两个通道以特定的采样率采集模拟波形。  

图 2 这个系统中，数据采集卡 NI-6070E 采集扭矩，电压和车速，同时这些信号馈给 ECU。NI PXI-846X CAN
模块采集 ECU 输出的电动机驱动电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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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EPAS 测试系统中，ECU 采集扭矩，PWM 电压和车速，将这些数据输入控制算法并调整 CAN 消息的

输出以控制电动机。为了能验证 EPAS 的控制算法，汽车测试工程师可以同步录入 CAN 和 DAQ 数据，通过分

析确定所需的电动机输出是否产生。  

在用 LabVIEW 编程时，使用 NI-CAN2.0 进行 CAN/DAQ 同步的编程，编程模型类似于一般的 NI-DAQ 
API(数据采集卡的 API)。基本的编程模型包括配置-〉读写-〉清除。使用这个编程模型，CAN 和 DAQ 的数据

同步可以方便的用 6 个 LabVIEW VI 完成。在 LabVIEW 中使用 CAN 通道之前，这些通道必须在 MAX(NI 提
供的一个硬件调试窗口)中创建或是从矢量数据库文件导入。HSPACE=12 ALT="图 3：信号对照，当模拟信号

超过某个阈值时，CAN 发送新的消息。" 

 

 

 

 

 

 

 

 

一旦 CAN 通道配置完成并导入，测试应用在 LabVIEW 中的实现非常简单。首先使用通道 API 初始化 CAN
和 DAQ 通道。这些 API 有 NI-CAN Init, NI-DAQ Config, NI-CAN Sync Start with NI-DAQ。  

第二步是读写，有三种方式读，两种方式写。分别是 1 事件驱动(只应用于读)；2 单点模试(采样率等于

零)；3 连续采集(采样率大于零)。多种读写方式为客户定制提供了方便。利用单点测量，你可以快速访问最近

的 CAN 消息。在单点模式下，只有在调用 read/write API 时，CAN 消息才会被发送/接收。事件驱动可以用于

CAN/DAQ 的同步但不需要后续处理的情况。在事件驱动模式下，CAN 消息带有时间纪录。如果 CAN 模块与

DAQ 模块同步(使用 resync pulse)，CAN 数据则直接与来自 DAQ 的带有时间纪录的模拟和数字量联系。如果

你需要在录入 DAQ 模拟信号或数字信号的同时记录 CAN 数据，你可以使用连续模式，在连续模式下，CAN
数据在每个时钟沿都被重复采样，直到有新的消息接收。虽然 CAN 网络是基于事件触发的，但很多时候你还

是需要连续的 CAN 数据。使用连续模式 CAN 数据在每个时钟沿被发送或接收。这种情况下，如果采样时基比

CAN 消息的传输速率快，CAN 消息会被拷贝(重复采样)一直到新消息到达。这种特性在录入与 DAQ 数据相关

的数据时很有用，而这样的相关在汽车测试中是很常见的。在这种应用中 CAN 和 DAQ 共用相同的时基。连续

模式下采集的数据可以转化成 LabVIEW 的波形数据类型。有关读写的 API 有 NI-CAN Read，AI Read，NI-CAN 
Write, AI Write。  

最后是清除，可以使用 NI-CAN Clear 和 NI-DAQ Clear 来清除 CAN 和 DAQ 任务。在这个 EPAS 测试系统

中，方向盘扭矩被 DAQ 作为模拟量来采集，当扭矩达到一定的阈值时，ECU 通过 CAN 发出一个新的 RPM 值，

RPM 值用一个 CAN 消息来表示。为了验证系统的功能，你需要确定在模拟信号达到一定阈值时，正确的 CAN
消息是否发送。这个过程需要准确的同步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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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产品应用注意事项、校准、保修 

第一节 注意事项 
    在公司售出的产品包装中，用户将会找到此说明书和PXI8996板，同时还有产品质保卡。产品质保卡请用

户务必妥善保存，当该产品出现问题需要维修时，请用户将产品质保卡同产品一起，寄回本公司，以便我们

能尽快的帮用户解决问题。 
    在使用PXI8996板时，应注意PXI8996板正面的IC芯片不要用手去摸，防止芯片受到静电的危害。 
 

第二节 AD 模拟量输入的校准 
    产品出厂时已经校准，只有当用户使用一段时间后，或者改变原来的量程设置时及用户认为需要时才做校

准。本产品出厂默认量程为±10V量程，此时用此量程来说明校准过程，而其他量程同理。 
    准备一块5位半精度以上数字电压表，安装好该产品，打开主机电源，预热15分种。 
    1）共模输入电压调节：选模拟输入AI0~AI3的任一个通道，比如AI0通道，将AI0通道输入接2.4伏电压，

在WINDOWS下运行VC高级测试程序，选择0通道、±10V量程，屏幕为单通道显示（即只采集0通道），开始采

集后，调整电位器RP1，使测量电压为2.400V。同理，模拟输入AI4~AI7通道可通过调节电位器RP2，使得AI4~AI7
的共模输入电压为2.4V。 

2）重复以上步骤，直到满足要求为止。 
 

第三节 保修 
PXI8996自出厂之日起，两年内凡用户遵守运输，贮存和使用规则，而质量低于产品标准者公司免费修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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