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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开发了一种基于新国标的机动车安全技术性能全自动检测系统, 该系统实现了检测过程的自动化,

具有较高的检测效率, 具备结果查询、复制、统计、打印, 传感器标定, 设备检定、自检, 系统设置和帮助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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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 he basic con struct ion, funct ion, and softw are design ing m ethod of a system of

au tom at ic test fo r mo to r veh icles safety techn ica l perfo rm ance based on the N ew N ational

Standard are in troduced. T he au tom ation of test ing p rocess fo r mo to r veh icles safety

techn ica l perfo rm ance can be realized by th is system , and it has bet ter test ing eff iciency. In

addit ion, it has m any o ther funct ion s, such as resu lts inqu iry, resu lts copying, resu lts

sta t ist ics, resu lts p rin t ing, t ran sducer calib ra t ion, equ ipm en t verif ica t ion, self2check ing,

system setup , help and so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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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机动车进行安全技术性能检测是促进提高机动车质量和安全性能的一项重要措施。我

国的机动车安全技术性能检测技术发展较晚, 在 20 世纪 60 年代, 虽然从国外引进过一些检测

设备, 但由于种种原因, 该项技术一直发展缓慢。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 随着我国经济建设的

迅速发展, 我国的机动车保有量急剧增加, 由此带来的交通安全和环境保护等社会问题也逐渐

引起了有关部门的重视。1987 年我国颁布并实施了国家标准 GB 7258—87《机动车运行安全

技术条件》, 从而促进了我国机动车安全技术性能检测技术的发展。到 20 世纪 90 年代, 全国先

后建立了一定数量的机动车检测站, 并逐渐形成了全国性的检测网[1 ]。

随着我国机动车工业和道路交通运输事业的迅速发展, 以及机动车性能的不断提高, 上述

国家标准已不能适应这种新的局面。为此, 国家技术监督局专门成立了修订起草工作组, 对这

一标准进行了修订。与原标准相比, 新标准更全面、充实、具体, 标准条款从原有的 144 条增加

到 223 条[2 ]。新标准从 1998 年 1 月 1 日起在我国全面实施。基于新国标的颁布和实施, 笔者开

发了一种机动车安全技术性能全自动检测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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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检测系统流程图

1　检测系统的组成

所开发的机动车安全技术性能全自动检测

系统主要由外观检测和登录工位, 排放检测工

位, 车速表及侧滑检测工位, 制动检测工位, 大

灯、喇叭、底盘检测工位以及主控系统等组成。

整个检测过程是在主控系统的控制下进行的。

各个工位都有一块L ED 显示屏, 向领车员提示

检测信息, 显示检测程序、检测内容和检测结果

等。检测系统检测流程见图 1。

111　外观检测和登录工位

外观检测和登录工位的功能和步骤如下:

1) 进行车辆的外观检测。

2) 在登录计算机上输入车辆外观检测结

果; 输入待检车辆的有关信息, 包括车辆牌号、

发动机号、底盘号、车主姓名、车辆类型、车辆出

厂日期等; 输入检测类型和检测项目等信息。

3) 将登录和外观检测信息通过计算机串

行通讯口传送给主控制计算机。

4) 为了便于使用, 将输入的车辆有关信息存入数据库; 当下次检车时, 只要输入车牌号

码, 就会自动从库中调出有关信息并显示出来。

5) 车辆外观检测项目可以编辑和更改, 以适应不同地区的具体情况。

112　排放检测工位

1) 对汽油车, 采用CO öHC 分析仪检测其废气中CO 和 HC 浓度指标; 对柴油车, 采用全

自动烟度计检测其排气烟度值。

2) 由主控计算机通过 IöO 卡直接控制检测过程, 并通过A öD 卡直接采集信号和保存检

测结果。

113　车速表及侧滑检测工位

1) 引导车辆驶入车速表检测台; 由车速表检测台检测车辆在车速表指示值为 40 kmõh - 1

时的实际车速; 将车速检测结果通过串行通讯口传送给主控制计算机。

2) 引导车辆以一定的车速驶过侧滑检测台; 由侧滑检测台检测车辆转向轮的侧滑量; 将

侧滑检测结果通过串行通讯口传送给主控计算机。

114　制动检测工位

1) 使用称重仪检测台分别检测各轴轴重并将检测结果通过串行通讯口传送给主控制计

算机。

2) 使用制动检测台分别检测各轴左右制动轮的行车和驻车制动力并将检测结果通过串

行通讯口传送给主控制计算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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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大灯、喇叭、底盘检测工位

首先, 由主控计算机控制大灯检测仪分别对车辆左右前照灯的灯高、发光强度以及上下方

向和左右方向的光轴偏斜量等进行检测; 然后, 由主控计算机控制声级计检测车辆喇叭声级;

最后, 进行底盘下部检查 (此项检测可与大灯或喇叭检测同步进行) , 将检测结果输入到底盘发

送系统计算机中, 并通过其上的串口通讯口传送给主控制计算机。为了适应不同地区的具体情

况, 底盘下部检测项目可以进行编辑和更改。

116　主控系统

主控系统的主要功能如下。

1) 控制整条检测线的检测过程: 接收并保存登录系统传输的待检车辆的有关信息和外观

检测结果; 控制待检车辆在各检测工位的开入和开出, 以及对各工位的检测设备进行控制; 采

集各工位检测传感器的信号; 分析、评价、保存和显示各工位检测项目的检测结果。

2) 查询功能: 能够查询一段时间内的检测结果信息。

3) 结果复制功能: 用户可复制数据库中的检测结果记录。

4) 标定功能: 可对各检测设备的传感器进行标定, 绘制标定曲线, 保存标定结果。

5) 检定功能: 用于检定汽车安全技术性能检测设备的技术水平。

6) 自检功能: 可检测汽车检测设备的工作状态, 包括对A öD 卡通道、通讯端口连接状态、

排放工位、车速表检测台、侧滑检测台、轴重ö制动台和大灯、喇叭、底盘检测工位的自检。根据

自检信息, 用户可及时了解设备的工作状态。

7) 统计功能: 可对某一段时间内的检测结果进行统计, 统计项目主要为检车总数、各单项

检测的车辆数和合格率等。

8) 打印功能: 可预览和打印检测结果。

9) 系统设置功能: 主要用于A öD 卡端口、IöO 端口、串行通讯端口及检测项目等的设置。

10) 帮助功能: 为了便于使用, 系统配备了详尽的操作帮助信息。

2　主控系统软件的研制

机动车安全技术性能全自动检测系统软件运行平台为W indow s 95ö98öN T , 软件编程语

言为M icro soft V isual C+ + 。

检测系统软件是基于M FC (微软基本类)编写的。主控系统应用程序为单文档接口 (SD I)

程序, 主要包括 4 个主类: 文档类、视图类、框架窗口类及应用程序类, 这些类均由M FC 派生

而来。其中, 文档类主要用来存放程序数据 (如系统设置参数值、传感器标定数据、检测结果评

价标准、检测和评价结果等) , 读取数据以及写入磁盘文件等; 视图类主要用于显示和打印检测

结果数据, 处理用户输入信息, 显示各工位被检车辆图像以及对一些检测设备进行手动控制

等; 框架窗口类主要用来管理主程序窗口, 如标题条、菜单条、工具条、状态条以及系统菜单等;

应用程序类用于管理整个程序。

框架窗口的菜单条中包括 4 个菜单项, 即“文件”项 (包括: 文件复制、打印、打印预览、打印

设置和退出系统等子菜单项) ,“查看”项 (包括记录查询、工具栏和状态栏等子菜单项) ,“管理”

项 (检测工位取消、查询ö修改检车记录、记录输入ö修订ö删除、结果统计、自检、标定、检定、设

置随机修改密码等子菜单项)和“帮助”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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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设计软件中, 采用M icro soft A ccess 建立了检测结果数据库, 这种数据库在处理大量

检测结果数据时, 相对于其他桌面数据库优点更多一些, 如能够及时保存各工位的检测结果,

执行速度比较快, 运行效率比较高等。检测结果数据库与V C + + 之间的连接方式采用的是

ODBC (开放数据库连接)。ODBC 为关系数据库提供统一接口, 是目前W indow s 应用程序中

使用较广的数据库接口。M FC 提供了一套封装ODBC A P I的类, 为关系数据库提供了直接的

支持和集成。在本软件中, 采用M FC 中CR eco rdset 类的派生类实现了对检测结果数据库查询

以及记录添加、修改和删除的封装。

为了能够同时进行各工位的检测和提高检测效率, 软件采用了多线程技术。主线程用于专

门处理信息, 使程序能迅速响应检测命令和其他事件。辅助线程用于完成各检测工位比较费时

的检测过程、数据传输、串行端口通信以及复杂计算等工作。为了节约内存空间和提高运行效

率, 各检测工位只有在车辆到位后才启动其相应的辅助线程, 并在检测完毕后及时销毁。对于

W indow s 95ö98öN T 下运行的 32 位应用程序, 无法预测线程何时中断, 而且线程是异步运行

的, 即一个线程执行特定指令时, 无法预料另一个线程正在执行什么指令。这种多线程特性在

2 个以上线程要访问共享资源 (如全局变量)时就会出现问题。为了防止这种错误, 各个线程的

动作考虑了同步化, 并避免了线程间的冲突, 使应用程序能够安全运行。

此外, 在主控系统软件中, 采用 32 位串口通讯技术实现了主控机与登录、车速表检测、侧

滑检测、轴重ö制动检测、底盘检测以及L ED 显示屏等下位机的通讯和数据传送。

3　结束语

所开发的机动车安全技术性能全自动检测系统已投入实际应用, 运营情况基本正常。该检

测系统实现了检测的自动化, 具有较高的检测效率; 检测结果评价是按照 1998 年 1 月 1 日实

施的国家标准 GB 7258—1998《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进行的; 系统具备结果查询、复制、

统计、打印, 传感器标定, 设备检定、自检, 系统设置和帮助等功能。此外, 该系统软件采用了

W indow s 风格, 界面友好, 操作使用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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