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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ＤＯＳ的车载 ＧＰＳ定位测向系统研制
刘子杨，江　剑

（南京理工大学，南京　２１００９４）

摘要：完成了在ＤＯＳ系统下车载ＧＰＳ定位测向系统的设计，该方案应用８２５９Ａ可编程中断控制芯片和ＩＮＳ８２５０异步
通信适配器（ＵＡＲＴ），实现车载ＧＰＳ的定位测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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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载ＧＰＳ定位测向系统是指在车辆行驶过程中，通过

ＧＰＳ技术，为行车人员提供车辆的实时位置和行驶方向信

息。由于车载ＧＰＳ定位测向系统采集数据量大，处理复杂，

而且实时性要求高，所以需要直接操作硬件端口来实现编

程，ＤＯＳ操作系统符合这方面的要求。

ＤＯＳ操作系统以其内核小、操作简单、技术成熟等优点

使其在操作系统领域占据着重要的地位。虽然也可以在其

他操作系统中实现本系统，但是考虑到使用 ＤＯＳ系统会降

低成本、减少功耗、缩短开发周期，所以选用在 ＤＯＳ下实现

数据采集、传输和控制功能。本文采用这种方法使可以方便

的实现程序在多平台中的移植。

１　系统方案

系统的功能框图如图１所示。主要部件包括前端接收

天线（ＮＡＶＣＯＭＮＣＴ－２１００天线，具备良好的抑制多路径误

差能力），原始数据输出模块（ＮＡＶＣＯＭＮＣＴ－２１００双频接

收机，单机绝对定位标称精度达到５ｍ）和主机单元（带有双

串口的ＰＣ机，预装ＤＯＳ操作系统）。８２５０作为ＰＣ机主板上

串行通信的核心器件，负责 ＧＰＳ接收机和 ＰＣ之间的通信，

为满足要求，选择主板上的２个串行口ＣＯＭ１和ＣＯＭ２，其中

断号为ＩＲＱ４和ＩＲＱ３，由８２５９Ａ主片控制。每个串口均有大

量实时数据，数据传送波特率为１９２００ｂ／ｓ。接收到的导航

电文经过处理，为系统提供所需原始数据，并通过相对定位

算法，实现车辆的定位测向。

图１　系统原理框图



２　硬件设计

８２５９Ａ是专门用于管理中断源的控制单元，其主要功能

有：接收多个中断请求；进行优先级别的判断，选中当前优先

级别最高的中断请求，再将此请求送到微处理器的 ＩＮＴＲ引

脚；屏蔽中断输入的功能。一片８２５９Ａ可管理８级优先权中

断，在复杂应用场合，还可将多片８２５９Ａ通过级连方式构成

最多６４级优先权中断管理系统。硬件中断结构采用两片

８２５９Ａ构成主从式级联控制结构，与 ＣＰＵ相连的称为主片，

下一层的称为从片，从片中断请求信号 ＩＮＴ与主片的 ＩＲＱ２

相连。因此，ＩＢＭＰＣ机中的第二级中断ＩＲＱ２对应的中断改

接到ＩＲＱ９的引脚位置，并对中断向量表作了相应的调整和

处理，ＩＢＭ ＰＣ机中保留给用户可随意使用的中断号为

ＩＲＱ１０、ＩＲＱ１１、ＩＲＱ１２和 ＩＲＱ１５这些中断信号都在８２５９Ａ从

片上。多串口扩展［２］的原理图如图２所示。

图２　主从８２５９Ａ中断分配示意图

　　可编程异步收发器ＩＮＳ８２５０芯片是ＰＣ机主板上负责串

行通信的核心器件，有１０个可寻址寄存器供 ＣＰＵ读／写，程

序通过对８２５０内部寄存器读写操作控制８２５０，以实现与外

界的通信，并制定通信协议和提供通信状态信息。表 １为

８２５０内部寄存器的定义和描述。

从表１中可以看出，ＩＮＳ８２５０借助线控制寄存器的最高

位Ｄ７，通过３条寄存器选通线 Ａ２Ａ１Ａ０，实现对寄存器进行

寻址。当Ｄ７为０时，寄存器０和１分别为接收／发送数据寄

存器和中断允许寄存器；当Ｄ７为１时，则分别为低８位除数

锁存器ＬＳＢ和高８位除数锁存器ＭＳＢ。Ｄ７也通常被称为除

数锁存器访问位ＤＬＡＢ［２］。

表１　８２５０内部寄存器的定义和描述

寄存器 缩写 偏移 ＣＯＭ１ ＣＯＭ２ Ａ２Ａ１Ａ０Ｄ７

数据接收

寄存器
ＲＸＲ ０ ３Ｆ８Ｈ ２Ｆ８Ｈ ０００

数据传送

寄存器
ＴＸＲ ０ ３Ｆ８Ｈ ２Ｆ８Ｈ ０００

中断允许

寄存器
ＩＥＲ １ ３Ｆ９Ｈ ２Ｆ９Ｈ ００１

０

中断标识

寄存器
ＩＩＲ ２ ３ＦＡＨ ２ＦＡＨ ０１０

线路控制

寄存器
ＬＣＲ ３ ３ＦＢＨ ２ＦＢＨ ０１１

ＭＯＤＥＭ控
制寄存器

ＭＣＲ ４ ３ＦＣＨ ２ＦＣＨ １００

线路状态

寄存器
ＬＳＲ ５ ３ＦＤＨ ２ＦＤＨ １０１

ＭＯＤＥＭ状
态寄存器

ＭＳＲ ６ ３ＦＥＨ ２ＦＥＨ １１０

波特率除数

锁存器低
ＬＳＢ ０ ３Ｆ８Ｈ ２Ｆ８Ｈ ０００

Ｘ

Ｘ

１

３　系统软件编程方法

下面通过相关程序解释各阶段具体的编程方法。

３．１主程序
ｍａｉｎ（）
｛

……

ｉｎｉｔ＿ｓｅｒａｌ＿ｃｏｍ１（）；／／串口１初始化
ｉｎｉｔ＿ｓｅｒａｌ＿ｃｏｍ２（）；／／串口２初始化
……

ｄｏ
｛

……

ｒｅｃｅｉｖｅ（）；／／数据接收程序
ｒｅｌ＿ｐｏｓ（）；／／相对定位程序
……

｝

ｗｈｉｌｅ（．．．）；／／ＧＰＳ数据接收和处理程序
ｅｎｄ（）；
｝

３．２　８２５９Ａ和８２５０初始化程序（以串口１为例，以下程序如
未作说明，均以串口１为例）
ｉｎｉｔ＿ｓｅｒａｌ＿ｃｏｍ１（）
｛

ｏｌｄ＿ｓｅｒｉａｌ＝ｇｅｔｖｅｃｔ（０ｘ０Ｃ）；／／存放老的中断向量，中断前保
护好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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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ｉｓａｂｌｅ（）；／／屏蔽中断
ｏｕｔｐｏｒｔｂ（０ｘ３Ｆ９，０ｘ００）；／／关中断
ｏｕｔｐｏｒｔｂ（０ｘ３ＦＢ，０ｘ８０）；／／输入波特率因子
ｏｕｔｐｏｒｔｂ（０ｘ３Ｆ８，０ｘ０６）；
ｏｕｔｐｏｒｔｂ（０ｘ３Ｆ９，０ｘ００）；／／关中断
ｏｕｔｐｏｒｔｂ（０ｘ３ＦＣ，０ｘ０９）；／／ＭＯＤＥＭ控制寄存器设置输出信号
ｏｕｔｐｏｒｔｂ（０ｘ３ＦＢ，０ｘ０３）；／／设置数据格式
ｓｅｔｖｅｃｔ（０ｘ０Ｃ，ｎｅｗ＿ｓｅｒｉａｌ１）；／／装入新的中断向量，中断服
务程序地址

ｏｕｔｐｏｒｔｂ（０ｘ３Ｆ９，０ｘ０１）；／／允许中断
ｔｍｐ＝ｉｎｐｏｒｔｂ（０ｘ２１）；／／使能串口１中断
ｔｍｐ＆＝０ｘＥＦ；
ｏｕｔｐｏｒｔｂ（０ｘ２１，ｔｍｐ）；
ｅｎａｂｌｅ；／／开放硬件中断
｝

　　Ｇｅｔｖｅｃｔ（）是获取中断向量的函数，中断指针ｏｌｄ＿ｓｅｒｉａｌ
用以保存原来的中断向量。通过 ｇｅｔｖｅｃｔ（…）函数将中断服
务程序的地址写入中断向量表，中断服务程序 ｎｅｗ＿ｓｅｒｉａｌ１
（…）便被激活。ｎｅｗ＿ｓｅｒｉａｌ１（…）对应的中断号是 ＩＲＱ４，其
他依次类推。

３．３　中断服务程序的开始和结尾的编写方法
ｖｏｉｄｉｎｔｅｒｒｕｐｔｆａｒｎｅｗ＿ｓｅｒｉａｌ１（…）
｛

ｄｉｓａｂｌｅ（）；
｛

……

｝／／中断服务程序代码
ｏｕｔｐｏｒｔｂ（０ｘ２０，０ｘ２０）；
ｅｎａｂｌｅ（）；
｝

在中断返回前向８０５９Ａ主片发送ＥＯＩ命令即可，中断结
束命令字为０ｘ２０。
３．４　ＧＰＳ数据接收和处理

定位测向算法是以相对定位算法为基础，经由处理接收

机接收到的二进制原始测量数据和星历数据，通过ＬＡＭＢＤＡ
核心算法，进行车辆的定位和测向，具体流程如图３所示。
　　由于程序庞大，限于篇幅，在这里不再一一赘述。
３．５　程序结束恢复现场

在主程序结束前，关中断和恢复原中断向量

ｅｎｄ（）

｛

ｏｕｔｐｏｒｔｂ（０ｘ３Ｆ９，０ｘ００）；／／关中断
ｓｅｔｖｅｃｔ（０ｘ０Ｃ，ｏｌｄ＿ｓｅｒｉａｌ１）；／／恢复原中断向量
｝

图３　ＧＰＳ定位测向算法流程

４　结束语

系统全面地介绍了 ＤＯＳ平台下 ＧＰＳ定位测向系统的
软、硬件的原理和过程，实现了对双 ＧＰＳ接收机互不影响地
同时传输和处理数据，而且无数据丢失和异常现象。依照这

样的方法，还可以在以８０Ｘ８６为核心的 ＣＰＵ上增加更多的
外部设备，实现更多串口通信、人机界面显示车辆定位信息

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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