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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简介了经济型数控钻床控制系统硬件电路的设计措施。该控制系统以 

8031为主CPU, 用它来控制整个数控钻床的工作，此外选用89C2051作 从CPU,

实现对八位LED动态显示电路的控制。主CPU 8031扩展了外部程序存储器27256 

和数据存储器6264,外部程序存储器用于寄存系统程序；数据存储器用于寄存 

加工程序和数控系统处理的中间数据。本设计用8155来实现键盘接口电路的扩 

展。数控钻床的MDI方式包括手动、自动、空运行、回零、编辑等，它的扩展本 

设计选用了8255芯片的PA口。步进电机控制信号由8031发出，通过总线驱动， 

由74LS273D触发器向外发送。运用8155和8255的剩余口进行输入输出接口电 

路的扩展。各芯片间信息的互相传递，通过数据总线和控制总线来实现。

加之以对应的软件，此系统就构成了完整的数控钻床控制系统。它不仅可以 

作为经济型数控钻床的控制系统，还可用作对一般钻床的数控改造。在国内的中 

小企业将有一定的应用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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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章 绪 论

1.1 引言

伴随计算机技术的高速发展，老式的制造业开始了主线性变革，各工业发  

达国家投入巨款，对现代制造技术进行研究开发，提出了全新的制造模式。在现 

代制造系统中，数控技术是关键技术，它集微电子、计算机、信息处理、自动检 

测、自动控制等高新技术于一体，具有高精度、高效率、柔性自动化等特点，对 

制造业实现柔性自动化、集成化、智能化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目前，数控技术 

正在发生主线性变革，由专用型封闭式开环控制模式向通用型开放式实时动态全 

闭环控制模式发展。在集成化基础上，数控系统实现了超薄型、超小型化；在智 

能化基础上，综合了计算机、多媒体、模糊控制、神经网络等多学科技术，数控 

系统实现了高速、高精、高效控制，加工过程中可以自动修正、调整与赔偿各项 

参数，实现了在线诊断和智能化故障处理；在网络化基础上，CAD/CAM 与数控 

系统集成为一体，机床联网，实现了中央集中控制的群控加工。

目前我国机床总拥有量约为400万台，其中数控机床只有8万多台，远远  

低于美国、日本、德国、韩国等制造业发达国家机床数控化率20%以上的水平。 

重要表目前设备老化陈旧、自动化水平低、技术水平落后、劳动生产率低，严重  

影响了生产力的发展。采用先进的工艺设备，逐渐增长数控机床所占比重，已经 

成为我国制造技术发展的总趋势，也是企业走出困境、提高水平，实现跨越式发  

展的必由之路。提高机床数控化率有两个途径：(1).购置新的数控机床；(2).把  

一般型的旧机床改导致数控机床。目前我国的一般钻床仍占很大比重，因此才会  

出现上述的大量求购意向，并且尚有的小型企业不愿废弃原有的一般钻床，想要  

在已经有的一般钻床基础上进行数控改造，这都需要开发适合一般机床改造的经  

济型数控系统。

1.2选题背景与意义

2.3控制系统复位电路设计

当振荡器运行时，在RST(9 脚引脚)上出现两个机器周期的高电平，使单片 

机复位。复位电路可分为系统上电复位和手动复位，如图2.2所示，系统上电瞬 

间电容C1和 C4 充电，与非门的两个输入端为低电平，输出高电平使系统复位。 

按下“复位”按钮与“急停”按钮都可使系统复位。当按下复位按纽时，与非门



“2”号引脚经电阻分压所得低电平，使单片机复位。当急停键没按下时，此端  

管脚处在高电平，即与非门的一种管脚“1”为高电平，此时若连接与非门的另 

一种管脚的复位按钮没按下，则“2”号引脚也为高电平，两个高电平与非所得  

低电平，8031 不复位。若按下急停键，与之连接的二极管导通，“1”号引脚为  

低电平，此时无论复位按钮有无按下，与非门的输出端为高电平，使8031复位， 

同步INTO 的输入端口为低电平，向CPU 申请中断。

图 2 . 2 控 制 系 统 复 位 电 路 图

2.4存储器扩展电路设计

一分压电路，见下图2.4。两个电阻R1和R2的阻值分别为5.1KQ和10KΩ, 
经计算CS 端口分压所得电压约为3.3V。

又由于6264是随机存储器，因此假如不外接电源，系统一但掉电，其中的 

数据将会丢失，为了保留其中有用的数据，本模块还设计了掉电保护电路。

如图2.5所示，当系统没有掉电时，上面的二极管导通，由于干电池的电压 

不不小于5V, 所如下面的二极管截止，6264由系统供电。当系统掉电时，下面 

的二极管导通，6264由干电池供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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