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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介绍了四立柱硫化机微机群控装置的硬件、软件及其应用情况。微机采用 56 总线的 STD

工业控制机 ,CPU 芯片采用 8031 单片机 ,为减少硬件冗余 ,部分模板自制。软件程序固化在程序区内 ,

像常规仪表一样 ,开机即可运行。采用每班报表形式统计产量和生产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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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阳化工学院微机应用研究室研制出一种

四立柱硫化机等效硫化微机群控装置 ,1997 年

被徐州金海轮胎有限公司采用。由于四立柱硫

化机的工作过程不像双模硫化机那样复杂 ,没

有即时记录每次硫化温度和压力曲线的要求 ,

因此采用了造价低廉的集中群控方案。现简介

如下。

1 　硬件

微机采用 56 总线的 STD 工业控制机 ,部

分模板为自制 ,使硬件冗余少一些。CPU 芯片

采用 8031 单片机。每块模板都加了输入缓冲

和输出驱动电路 ,开关量输出板加了光耦和达

林顿反相缓冲器 MC1413 带动 24 V 直流继电

器。Pt100 的热电阻信号经集成温度变送器和

RC 滤波电路后变成 0～5 V 的标准信号后送

微机。合模信号是由在模具上后装的行程开关

送出的。主机在操作室 ,用单色 CRT 显示器显

示设定值和各种变化参数。用 L K2300 型中英

文打印机输出报表 ,采用每班报表形式统计产

量。整机硬件配置如图 1 所示。

2 　软件

由于CPU模板上带有用74L S123单稳构

成的复位电路 ,开机后软件能可靠地由 0000 地

址开始执行应用软件 ,因此可以像常规仪表一

样 ,开机后无需启动操作 ,便可由主程序开始执

行指令 ,整机投入工作。主程序框图见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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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硬件配置

CPU 模板上装有备用电池 ,在停电时能保

持 SRAM 中的数据不丢失 ;初始化时不清数据

区 ,在程序飞掉时 ,由于 8031 CPU 的数据和程

序区是分开的 ,因此也冲不了数据。程序是固

化在程序区的 ,不会改变 ,因此软件运行十分可

靠 ,可以像常规仪表一样 ,开机即可运行 ,停电

后再通电接着以前状态运行 ,因而操作人员对

受干扰再启动的情况感觉不到。这样初始化工

作就很少了 ,只初始化 CTC 和串行口及清 J 计

数器。

输出映像送接口是考虑到硬件受电源干扰

影响 ,锁存器内容有时会改变 ,从而会直接影响

输出状态。为防止这种情况发生 ,把输出状态

先送到内存映像区 ,然后再复制到接口。主程

序循环的周期很短 (几十毫秒) ,它比执行机构

的电磁阀的磁力开关动作所需时间短 ,因此锁

存器内容一个周期以内的变化 ,现场机电设备

不会感受到 ,增大了输出的可靠性。

在线扫描到键值以后 ,如果是功能键 ,就将

901第 2 期 　　　　　　　　　　　　　李春圃等 1 四立柱硫化机微机群控装置 　　　　　　　　 　　　　　　　



图 2 　主程序框图

程序指针移到相应路的参数行首址 (相当于建

立了标志) ,然后再读入的数字自然修改了旧参

数 ,改完后读到回车键时 ,再将该行参数送入内

存相应的参数区。可见在按回车键之前 ,参数

并未进到参数区 ,故在屏幕上改参数过程中 ,不

影响控制计算。

影响硫化过程的三要素是温度、压力和时

间。本装置未控制压力 ,只是根据温度和时间

计算正硫化点 ,过硫和欠硫都在该轮胎的打印

参数的序号后加欠硫或过硫标志。因此选择打

印实际上是选择序号后有欠硫或过硫标志的轮

胎打印 ,而全部打印是不管序号后标志 ,逐条轮

胎依次打印。

换页。由于 CRT 屏幕很小 ,放 8 台硫化机

的参数就满了 ,因此一屏放 8 台 (八路)的参数 ,

而把另八路参数放在第 2 屏 ,两屏的切换靠换

页键 Y 来实现。第 1 屏的 A～H 路参数对应

的是 1～8 号硫化机 ,而第 2 屏的 A～H 路参数

对应的是 9～16 号硫化机。要想扩大控制机台

的数量 ,增加屏数即可。建议小于 5 屏 ,再多徒

使系统臃肿 ,而硬件成本节省不多。

CRT 屏幕有时受高频干扰 ,画面上有雪花

点 ,为清屏幕而设置刷新键 S ,按刷新键 S ,重送

一次画面。

中断服务程序框图如图 3 所示。为了严格

规定控制程序运行时间 (周期) ,将所有与实时

控制有关的程序都安排在中断服务程序中。中

断周期时间比控制周期短 ,故将一个控制周期

的工作分散在几个中断服务周期中做 ,排好次

序 ,由中断计数器控制中断服务程序的流程。

当 (J ) = 1 时采集所有被控硫化机的内温和外

温 ,送入内存相应单元。(J ) = 3 时 ,实时时钟

加 1 s ,并对分、时、日、月和年做调整。当 (J ) =

5 时对 1～8 号硫化机进行程控。程控时首先

看 1 号硫化机是否合模 ,若合模了 ,根据本秒钟

采集的内外温进行等效硫化强度计算并累加 ,

看内外温的累积效应是否达到给定值 ,若均达

到 ,给出放汽信号 ;若未达到 ,但硫化时间已超

过规定的最长硫化时间 ,也给出放汽信号。但

当硫化的内外温较高时 ,虽然累积硫化效应值

均已达到给定值 ,但硫化时间小于给定的最短

硫化时间 ,仍不能输出放汽信号 ,直到达到最短

时间才放汽。放汽信号输出后 ,要查放汽时间 ,

放汽时间到 ,送出开模信号。这是对一台硫化

图 3 　中断服务程序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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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的程控。(J ) = 5 时 ,处理 1～8 号机台的程

序控制。(J ) = 7 时 ,处理 9～16 号机台。当硫

化机为 40 台时 ,可以 (J ) = 9 处理 17～24 号机

台 , (J ) = 0BH 时 ,处理 25～32 号机台 , (J ) =

0DH 时 ,处理 32～40 号机台。报警是温度的

上下限报警 ,也有可能是测温电阻短路或断路 ,

此时也当成温度越限报警。整个系统只有一个

报警信号输出 ,不按机台分别报警。显示硫化

参数 ,是将对每个机台进行程控时得到的硫化

过程参数送至 CRT 上显示。显示内容包括每

个机台的给定硫化效应值、给定最长和最短硫

化时间及给定的放汽时间。还显示各种进程

值 ,包括硫化进程时间、放汽进程时间、操作进

程时间及产量进程值 (即已完成的轮胎数量) 。

内外温的瞬时值也送显示。显示时钟就是将加

1 s 框处理完的实时时钟送 CRT 显示。为了抗

干扰 ,输出映像要不断送接口 ,故在中断服务程

序中也加此框。中断次数计数器满值取 20 (20

×50 ms = 1 s) ,因此 (J ) = 14H = 20 时 ,便清 J 。

整个控制周期为 1 s。

3 　应用

该装置每秒钟巡回处理一次各机台的硫化

问题。即在某机台合模行程开关闭合以后 ,计

算机应根据瞬时内外温按范特霍夫方程 e =

k
(θ-θ

0
) / 10 计算出内外温这一秒钟的硫化强度

值 ,当每秒钟的硫化强度累积起来 ,达到设定内

外温硫化强度时 ,微机给出放汽和开模信号 (当

机台无放汽开模自动阀时 ,用放汽信号作为指

示灯 ,提示操作员手动放汽和开模) 。由于每个

机台硫化的轮胎规格不固定 ,要求能随时在线

修改各机台的给定内外硫化强度效应值及放汽

时间。外胎为多层厚制品 ,传热较慢 ,在温度异

常时 ,不能简单按等效硫化公式计算的累积值

作为开模依据 ,而需按轮胎规格要求结合现场

经验设定出最长硫化时间和最短硫化时间值 ,

用以限制硫化过程的上下限时间。要求微机具

有统计功能 ,一班结束后 ,按机台顺序打印出每

个机台每条轮胎的硫化序号、内外温平均值、硫

化时间、放汽时间、合模时间、开模时间、班产量

及欠硫轮胎数量。除了实现上述工艺要求之

外 ,本装置增加了只选择打印违章操作的欠硫

和过硫轮胎情况 ,这样可以减去正常轮胎打印 ,

大大节省了时间和纸张。

4 　结语

该系统的硬件模板都可以外购 ,只要按说

明书联成系统 ,自编应用程序便可建立起微机

控制系统。该方案可靠性很好 ,现已有 8 套系

统投入使用 ,从未出现死机和失控现象。有四

立柱硫化机的工厂不妨自己试制。用此装置将

保证轮胎硫化质量 ,减少蒸汽消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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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优异 ,应该大力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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