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仓笋

摘 要

P 4Z O数据处理 器是 为 P Z 40 数字地 电仪设计的 专用数据记录
、

处 理设 备
。

在 P Z 40 数 字地电仪的控制下每次打印出 自 然 电 位差 V m n 、

供 电 电流 I 及

八 V / I 值
,

本处理 器由 1 8 7 1 P D 打印计算器和接 口 电路 构成
,

工作可 靠
,

功 耗 小
,

价

格便宜
,
可 用 于 无交流 电的 场合

。 。

本仪 器还可 作为通 用的数字打印记录器使用
` ,

月lJ 吕

近年来有不少地 电台使用以 P Z 40 数字地电仪为主体的观测系统
。

该系统 中使用的记录设

备大多是通用的数字记录器
,

即打 印机
。

这些打印机的故障率特别是机械系统的故 障率较高
、

经常出现卡纸
,

若不及时排除则会造成记录中断
。

同时从 P Z 40 数字地电仪输出的数 据信 息

要换算成地电阻率
、

还需经过一定的运算处理
,

观测人员深感不便
。

P Z 40 数据 处 理 器正是

为了解决上述 问题而设计的专用设备
。

它采用 由进 口散件组装的计算打印器作为核心设备
,

接 口 电路全部采用 C M O S和 PM O S中规模集成电路
。

经验证工作可靠
,

具有 体 积 小
、

功 耗

低
、

重量轻的特点
,

同时具有特定的计算功能
,

故障率特别是机械故障率远低于一般的打印

机
。

该设备还可作为通用的打 印机使用
,

其优点是打印清晰
、

可靠
,

可以不用交流电源和可

由外信号启动等
,

在用于野外数字记录时是十分方便的
。

醉

二
、

主要技术指标

1
.

和 P Z 40 数字地电仪配套使用作为数据记录处理设备

在 P Z 40 数字地电仪的控制下
,

随 P Z 40 数字地电仪启动并依次打印出
:

测 量 时间 ( 小时

值 )
、

第一道 自然 电位差值
、

第一道供电电流值
、

第一道△V / I值
、

第二道 自然 电 位差值
、

第二道供电电流值
、

第二道△ v 八
、

第三道自然电位差值
、

第三道供电 电流值
,

第三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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龟

△ V/ I值
。

2
.

作为通用的打印机使用

输入信息位数
:

共有六位
,

」 一

其中五位十进制数
,

一位极性
。

输入信息标准
:

B C D代码
、 “ i ” 电平 + 12 V

、 “ O ” 电平 < O
.

SV
,

正极性 为
“ 1 ” 。

打印指令
:

正脉冲
,

高电平 十 ZJ V
,

低电平
,

OV
。

外启动信号
: 十 12 V 电平

。

打印方式
:

串行打 印
,

平均 1 行 /秒
。

.

输入 电源
:

直流 + 12 V x 5 .im A
、

二般可直接使用提供信息的设备上的电源
。

工作持续时间
:

机内N i一 C d 电他充足电后一次可打印记录纸半卷
。

三
、

工作原理

本仪器由」87 1 P D打印计算器和接口控制 电路两部份组成
。

1 8 7 1P D打印计算器有 29 个输

入键
,

4 1种功能
,

字长 10 位数
,

可以同时显示和打印出输入的数据及运算结果
。

计算器键盘

采用动态扫描形式
,

键盘矩阵的行和列 全部引到内部印刷电路板上
,

共有 17 根引线
。

这 17 根

引线和键盘的关系如表 1 所示

18了I P O键盘和印刷板 引线关系 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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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表 1 可以看出
,

短接引线 ( 2 ) 和 ( 1 1 ) 即相当于按下 按键间
,

短 接 引 线 ( 17 ) 和

( 13 ) 即相当于按下按键画
,

其余类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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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计算
,

达到打印出测量值及计算结果
。

P Z 40 地电仪输出的数据有 。一 9 个不 同 的 代 号
,

其内容分别是
:

代 号 输出内容

工作时间

工作时间

工作时间

工时作 间

工作时 间

工作时间

二〔作时 间

工作时 间

工作时间

工作时间

上 次第三道供电电流值

第一道自然电位差值

第一道 自然电位差 十 人工电位差 值

第一道供 电电流值

第二道 自然电位差值

第二道 自然电位差 + 人工 电位差值

第二 道供 电电流值

第三 道自然电位差值

第三道 自然电位差 十 人 工虫位差傅

第三 道供 电电流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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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 目的是打印出工作时间

、

每道的自然 电位差值
、

供 电电流值 (此值可反映出供 电

线的状况 )和人工 电位差除以供 电电流的商值
。

如果对每个序号的数据均经 A
。

一八
。
怕个 节

拍的处理
,

根据 1 8 7 1 P D的操作规程则对各个序号数据的处理如表 2
。

P Z 40 数据处理器数据处理规则 表 2
必

一

…
一

…
一

…
一

…
二 A 7

}
人。

…
A ·

}一

协

母

。

} 1 } }小 时 }小 时 }符 号 } } } } 回 }
二 : , , 。 1

, 1 】 t i v , n l 以 * 万

“
1 1 1 1

—
刀少肠 曰

~ I J 卜 IJ

—
}

一
}— }

—
}二兰上卜兰公 }二

一
I— {— !— {— }一一

} 数 据 } 数 据 j 数 据 l 数 据 }数 据 } } } } ! 1
山 . , 八孟 . ` , n . 要 , n , 菩 、 , 1 八 恤 . , n n . 刀 1 . 1 1

—
}止兰卜二二兰卜

一
二二竺二卜二兰

一

卜卫笠
一

}
一

}— {— }— }— }—。 1
.

}
,

}
.

!
,

l
二

l 符号 l 〔二i } } } l ,
. L

, 。

一` 立一一 }
一

二一 }— {— {— 卜
`

二一

}
一二二二止}二兰

一

l— }— {一 }竺兰
一一生一一卜二

一
-

}一兰
一

卜
一 ~

上一

{
一

止匕
-

卜
一

i一一 }二兰
一

}— {— {— {止竺
-

}
曰

竺塑 1
.

- 一二一一
一

}止卜二
一

.

卜
`兰

一

卜止止
-

阵立- }理坚
-

}一 }— }— }— }止
-

.

- -二一一
.

}一兰
-

卜二一 }一二一卜二
一一

}一上
-
}退垦

一

}卫旦
一

}— }— }一 }塑理
-一二-

- -
}兰一卜二一卜

一

二一卜止公
一

卜上
一

卜生兰
一

]— }— }— 卜
一

」翌
一一

}色竺里
一一

一二一 -
}一二一 }一兰

一

卜二
一

一

}
-了匕

-

}一上- }理坚
一

}一 }— }— {— 卜兰
-一二一一卜兰一

一

阵二一卜
-二一卜止一

一

}一二一 }龚坚
一

}卫竺
一
}— }— }一 }鲤理

9 】
”

】
,

{
,

!
`

}
,

! 曰 } 1 ! } 国 】允竺扛卿

空格表示不输入信息
.

符号表示输入信息的极性
、

正极性 为高 电平
.

…
符号表示与原符号相反

.

当 P Z 4 0数字地电仪序号输出为 。 时
、

接 口电路将地 电仪显示的小时值送到 18 7 1P D之 中
。

紧接着送入一个符号
,

这个符号是人为设定的
,

目的是使 1 8 7 1 P D能将小时值打 印 出来
。

当

数字地电仪序号输出为 1 时
,

接 口电路将地 电仪的数据和极性一起送入 1 8 7工P D存储并 打 印

出来
,

即打印出 自然 电位差值
。

当数字地电仪的序号输出为 2 时
,

接口 将地电仪的数据及其

反极 性 送入 1 8 7工P D
,

紧接送入 一

口操作
,

1 8 7 1 P D就运算出第一个数据减第二个数据的差

即取得人工电位差值 ( 一 △ V )
,

并将此数存于机内 ( 此时不 允 许打印 )
。

当数字地电仪序

号输出为 3 时
,

接 口在输入地电仪的数据 (’ 电流值 ) 后紧接着输入一个曰操 作
, 1 8 7 l P D则

完成 一 △ V除 以电流值的运算
,

并在打印出 电流值及 一 △ V 除以电流的商值 后 将 所 有 的 数

据全部清除以待下次测量
。

当数字地电仪的序号输出为 4
.

5
.

6
.

及 7
.

8
.

9 时重复上述 1
.

2
.

3 的过程
。

控制电路部分主要是控制 1 8 7 1 P D打印计算器与 P Z 40 数字地电仪的测量部分 同时 工作
,

测量完毕后 自动关闭以减小功耗
。

接口控制电路的方框图如图 1 所示

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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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时 钟钟钟 节拍发生器器器 启 动 电 路路

操操作控制制制 序 号 译 码码

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据据据据 译译译 电电电 模模模 1 8 71P DDD

总总总总 码码码 平平平 拟拟拟 打打
线线线线 器器器 转转转 开开开 印印

换换换换换换换换 关关关 计计
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
器器器器器器器器器器器

操作码数据
龟

峨 ~
.~

图 1Z P 4O数据处理器方框 图

l Boc d ki a gr amof i n od eP lZ 40d at aPrs s o o e er

厂一洪曝隔
矛

一i z 1 .

一
。

极性

终 .
`

玄

四
、

主要技术措施

1
.

对每一个输入数据均进行 A
。

一 A。十个节拍的处理
,

其中 A
。

一 A
;

五拍为输入数据值
,

A
。 、

A
。
为算术运算

,
A 7 、

A 。
拍

「

为空拍
,

A 。
拍为操作处理

。

本仪器 中将对 1 8 7 1 P D 键 盘 的

模拟操作设计为图 2 所示的开关组合
。

KKK ...

拭拭:::

护8 7尹户D 仗号 万8 7 1 PD当鱿号

香

l I

I 2

万3

J 4

图 2 键 盘模拟操作的开关组合

F 19
.

2 S w i t e h e s o f o p e r a t i o n a n a l o g o 一, 5 t o k e y b o a r d

只有当图 2 中左右两各有一个开关同时闭合时才相当于按下一只按键
。

将各种运算和操

作都用一个相应的数字 ( 操作码 ) 代替
,

例如用数字 4 代替
“ + ”

操作
。

图 2 中左边的开关

由输入数据的数值或各种操作码控制其闭合
,

右边的开关则按表 1 中的规定在特定的节拍中

闭合
,

这就可以分辨出左边开关的动作是要输入数据还是要进行运算 操 作
。

按 照 表 l 的规

定
,

右边开 关 K : :

或 K : :
( 输入数据为 O时 ) 在任何一个序号数据的 A 。

一 A
`

拍闭 合
,

则

在这五拍中输入数据值
,

K
; ;在各个序号的A 。

拍 及 序 号 2
、

5
、

8数 据 的 A 。
拍时闭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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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为运算操作
; 在序号 。

、

3
、

6
、

9的 A
。

拍 K
,二闭合

,

此时为清除操作
。

采用这 样 的

开关组合
,

只要改变操作码 即可改变操作
,

因此要改变运算方式就比较容易了
。

另外在线路设计上使左边的开关能在整个一节拍中都闭合
,

而右边的开关 由时钟脉冲控

制仅能在每一节拍 的后半拍闭合
。

这样既可区夯出连续输入的两个相 同数字
,

又可使接 口部分

不工作时 18 7 1 P D键盘处于无键按下的状态
,

此时本仪器则可作为一台计算器使用
。

2
.

模拟键盘操作的开关采用P M O S模拟开关 5 G 61 2
, 5 G 61 2是 P M O S中 规 模 集 成 电

路
,

每片中有八个开关 ( 图 3 )
,

其结构正好和 图 2 的开关 组 相 似
。

两片 5 G 6 12即可满足

本机需要
,

因为它不需外加电源
,

可由接口 电路的 C侧
.

0 5电平直接推动
,

因而整 机 的 功 耗

终

小
。

整个接 口 电路的 电源输入电流约 5典鑫
,

左右
,

因此本机接 口部分不另装电源
,

直接

使用 P Z 40 数字地 电仪的内电 源
,

在 作 一般

打印机使用时也可使用提供信息的设备中的

电源
,

这对野外使用十分方便
。

3
.

数据和操作码输入部分采用三态总线 F ig
.

3

方式
。

每个数字 ( 十进制的一位数 ) 和一个

图 3 5 厂6 12的示意图

S e h e m a t i e d i a g r弃 m o f 5 G 6 1 2
.

资

登
操作码均作为一个独立单元

。

每个单元的信息何时被处理 由选通信号确定
,

、

选通信号是按表

2 中的规定形成的
。

由于本仪器的输入信息比较多这样安排便于调测检查
。

4
.

为了减小功耗
,

延长 1 8 7 1 P D内N j一 C d电池的工作时间
,

,

1 87 工P D 的电源设计成 可 由

外信号启动
,

并附加了延时电路
,

使 1 8 7 1 P D能在外控信号消失后滞后一段时间才 关 机
,

以

便能将运算结果打印出来
。

五
、

使 用 情 况

本仪器的样机 自1 9 8 3年 4月开始在两个地电台试用
,

结果证明性能达到了原设计要求
。

一台样机至今未发生任何故障 ; 一台由于 印刷板上接触不 良和断线而产生两次故障
,
但未出

现过任何机械故障
。

据使用人员反映仅抄写计算数据一
`
项就比原来少用约 50 %的时间

,

如再

将复核少用的时间计入则节省的时间更多
。

由于没有卡纸等机械故障而保证了记录的连续
,

也减轻了值班人员精神上的压力
。

( 本文 19 8 3年 11 月 25 日收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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