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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实验中研究了 LabVIEW 编程环境和编程语言，并利用 AD 数据采集卡，结合各

种硬件设备进行了一系列测量和调控，初步介绍了利用 LabVIEW数据采集，输出调控的方

法，并自主设计了一些小型程序。 

关键词：LabVIEW，数据采集卡，编程 

 

引言及概念介绍： 

一、虚拟仪器： 

 计算机和仪器的密切结合是目前仪器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这种结合有两种方式，一种

是将计算机装入仪器，其典型的例子就是所谓智能化的仪器。另一种方式是将仪器装入计算

机，以通用的计算机硬件及操作系统为依托，实现各种仪器功能，虚拟仪器主要就是指这种

方式。 

  

二、LabVIEW简介 

 LabVIEW是实验室虚拟仪器集成环境（Laboratory Virtual Instrument Engineering 

Workbench）的简称，是美国国家仪器公司（NATIONAL INSTRUMENTS，简称NI）的创新软

件产品，也是目前应用最广、发展最快、功能最强的图形化软件集成开发环境，广泛地被工

业界、学术界和研究实验室所接受，视为一个标准的数据采集和仪器控制软件。 

LabVIEW可以方便地建立自己的虚拟仪器，使用图形化的程序语言，又称为“G”语言。

其编写的程序称为虚拟仪器VI，以 .VI后缀，VI包括三个部分：程序前面板、框图程序和图

标连接器。使用这种语言编程时，基本上不写程序代码，取而代之的是流程图，是一个面向

最终用户的工具。 

利用LabVIEW开发出的虚拟仪器可以通过计算机对环境进行实时检测和控制，与传统的

测量仪表相比具有精度高、功能多、可靠性高、使用方便等诸多优点，因此LabVIEW发展迅

速而且前景光明。 

 



 三、数据采集卡和 LabVIEW 实验仪 

 本实验采用的是迪阳U18数据采集卡，采集板上有A/D和D/A转换器，提供16路单端或8

路双端的模拟输入通道和4路输出通道，16路开关量通道。 

 LabVIEW实验仪中包含多种电子设备和传感器，基本分为温度测量、光强检测与控制、

红外输出、模拟电机工作、电机

调速与测速、电子称等模块，可

以用来进行基本的程序测试。 

在安装了驱动程序之后，通

过数据采集卡，可以连接LabVIEW

实验仪上搭载的各种电子设备和

传感器，使得用户可以在计算机

利用LabVIEW软件进行测量和控

制实验。 

 利用 LabVIEW软件和数据采

集卡实现实验中数据的采集测量

和输出调控的整个流程如右图所

示。图中虚线表示的虚线两端的

步骤必须前后对应，不能单独出

现。图中红色的框图中就是实验

者根据不同实验需求用 LabVIEW

编写的程序代码的主要内容，也

可以包含数据的输出和调控，即

D/A 的转换。     

           图一：数据采集流程图 

 

 在 LabVIEW 的编程语言中，数据的测量和调控都是通过一系列函数实现的，如果除去

对数据的处理(根据不同的实验需求而定)，一个完整的数据读取、输出的过程一般需要以下

流程图中的这些函数，其中“Create ID”和“Release ID”必须成对出现，“AD/Count Int”和

“AD Close”必须成对出现。具体函数如下图所示： 

 

图二：数据输入与输出的函数
（5） 



 

 基于 LabVIEW8.6编写的程序和 AD 数据采集卡，传感器（LabVIEW 实验仪上的各种电子

元件和传感器）等硬件设备，我们可以设计和编写一些实用的或可能有价值的简单程序。 

 

实验内容与结果： 

一、基本程序 

根据实验指导和 LabVIEW自带的示例程序编写了温度测量、红绿灯、光强检测与控制、

红外输出、模拟电梯、风扇调速和测速等程序，并通过 LabVIEW实验仪实现了上述功能。 

在比较示例程序过程中，发现了红绿灯示例程序的错误语法，并改正。 

 

    修改前         修改后 

图三：红绿灯示例程序修改图 

 

 原程序中，若进入循环时 time=0，即应该转变灯的颜色时，由于先执行了“-1”的指

令，导致判断“=0”时的值已经是-1，于是 time=-1继续循环，time的值一直为负数，进入

死循环。改正后先判断“time=0”，若否则再执行“-1”，避免了这种错误。 

其余示例程序均正常，在此不作详述。 

 

 二、设计“红绿灯式红外遥控自动车辆/车床运行系统” 

 基于以上简单程序的调试，设计了“红绿灯式红外遥控自动车辆/车床运行系统”，其基

本理念是：1）对于交通系统，可由红绿灯直接发出红外信号，控制交通工具的行进与停止。

虽然目前这对于公共交通实际意义不大，但是对于某些旅游传运设施或轨道交通，可能有一

定的作用。2）对于工厂机械工序的控制，有较大的适用空间。如下表 

 



交通 

红绿灯系统 红外发射与接收系统 运行/控制系统 

红 发射端：红绿灯 

接收端：交通工具 

停止运行 

黄 缓慢（红—绿：加速；绿—红：减速） 

绿 行驶前进 

车床工序（设 A、B两种操作） 

红绿灯系统 红外发射与接收系统 运行/控制系统 

红 发射端：红绿灯 

接收端：仪器 

进行 A 操作 

黄 转换操作（A—B；B—A） 

绿 进行 B 操作 

 

 在本实验中，运行/控制系统由风扇组成，红灯对应不工作，黄灯对应低速档，绿灯对

应高速档。编写的 LabVIEW 程序主要内容如下图所示 

 

 

图四：“红绿灯式红外遥控自动车辆/车床运行系统”后面板程序示意图 

 

 上图是黄灯时程序的后面板图，大体上可以分为四个部分：1、红绿灯计时和切换系统；

2、红绿灯显示系统；3、红外线发射与接收系统；4、风扇电机控制系统。 

 程序流程大致如下： 



 1、初始为红灯，时间长短 time 由操作者设定。若 time 不为零，time-1，同时在前面板

显示时间。另外，红外线系统会把当前的状态（红）传递给风扇，使其停止。 

 2、当时间 time减为零，红灯转换为黄灯，time被重新赋值为黄灯的时间长短。此时红

外线传输“黄”的信号，风扇开始低速转动。 

 3、当时间 time减为零，红灯转换为绿灯，time被重新赋值为绿灯的时间长短。此时红

外线传输“绿”的信号，风扇开始高速转动。 

 4、红绿灯变换为“红—黄—绿—黄—红”，对应的风扇状态为“停—慢—快—慢—停”。 

 

 我们通过程序顺利地实现了红绿灯式红外遥控自动车辆/车床运行系统的运行，下图是

程序前面板的运行过程和对应的风扇转动过程： 

 

图五：“红绿灯式红外遥控自动车辆/车床运行系统”运行效果图 

 

 图中显示的数字是当前的灯所剩余的时间，三个灯的时间都可以手动输入。“传输数组”

表示的是发射的红外线信号，从左到右的三个灯分别表示红灯信号，黄灯信号，绿灯信号；

“接收数组”表示的是接收器所接收到的信号。而下面的则是对应的风扇的转动情况。 

 

 从结果中看出，我们已经成功地实现了“红绿灯式红外遥控自动车辆/车床运行系统”

的功能。只要将该系统稍作更改，红外线接收端可以进行多种不同的操作，如一些工厂里的

周期性的轮换工序，具体情况根据实际需求而定，有利于实现远程自动化遥控。 

 



 三、知识竞赛抢答器 

 根据 LabVIEW的输入输出特性和编程方面的

功能，我们设计了在知识竞赛中常用的抢答器。

如右图所示，本实验中只设计了四组参赛队伍(A、

B、C、D)。设计的理念是当开始后，即按下“下

一题”开关后，只有第一个按下抢答按钮的队伍

可以按下按钮，并且点亮本组对应的灯，同时发

出声响。而之后其它队伍就无法按下抢答按钮或

点亮本组的灯，直到按下“下一题”开关后才重

新开始。这样就可以清楚方便且不出错误地判断

哪一组队伍先抢答，保证竞赛顺利进行。    图六：抢答器前面板 

  

 这个程序主要包含了循环结构，顺序结构，条件结构，基本理念是利用布尔数组存储表

示所有开关状态（0 或 1）的数组，通过一系列的逻辑运算确保数组只读入第一个非 0的数

组，并且可以通过“下一题”开关将之前的数组清零。该程序简单有效，能够反映出 LabVIEW

语言编程图形化，流程图逻辑性强的特点，同时可以在输入输出端作出改动以连接硬件设施

（由于没有硬件，本实验中以模拟指示灯代替）。具体程序如下图： 

 

图七：抢答器程序图 

 



 经过调试，该抢答器已经能够正常运作。在实际的知识竞赛等活动中，只需将外界的抢

答按钮的信号输入“数组”，将“数组 3”的信号作为输出连接到指示灯，就可以投入实际

应用。 

 

实验总结： 

 在该实验中，我最大的收获就是熟悉并掌握了 LabVIEW 这一款应用广泛，功能强大的

软件。通过一系列的教程和示例程序的学习，已经基本能够使用 LabVIEW编程进行数据采

集和仪器控制，在今后的物理学习尤其是实验中，可以将 LabVIEW 作为一个有效的工具使

用，实在受益匪浅。 

 在设计程序的过程中，我一直积极思考将编写的程序与实际相结合，希望能够发掘

LabVIEW在实际中更加广泛的应用，如本实验中远程遥控，抢答器等。同时，在学习 LabVIEW

的过程中，遇到不少困难，最后能够一一克服，这一份研究新事物，不断战胜困难而进步的

经历也会对我以后的学习和研究提供经验和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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