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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介绍了动态检测汽车轴重的一种方法 ,分析了微型计算机数据采集及数据处

理过程。该检测系统具有安装方便、使用可靠等优点 ,其测量精度达到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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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method of dynamic detctiving gross load on axle is introduced ,the data - sam2
pling and data - processing of microcomputer is analysed. The system has the advantages of con2
vencient installation and reliable use. Its accuracy reached the level of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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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在汽车检测站、公路收费处通常要检测

汽车的重量 ,一般情况是将汽车的每个轴停

在轴重台上 ,依次称出各个轴的重量 ,然后将

各轴相加即得该车的重量 ,这种方法称之静

态检测法。本文介绍一种动态检测轴重的方

法 ,汽车只需缓慢驶入轴重台 ,通过微型计算

机采集处理 ,便可得到该车整车的重量。该

方法已在中国的几十个检测站投入使用 ,其

精度达到 ±5 % ,获得了比较满意的效果 ,从

而大大减少了检测时间。

1 　检测原理

在汽车行驶的前方放置二个轴重台

(1000 mm ×800 mm) ,左边为左轴重台 ,右

边为右轴重台。并在轴重台的两侧安装两对

红外光电开关。如图 1 所示。

图 1 中 ,在每个轴重台的四个角处分别

安装四个轴荷传感器 (有 7350、9750、10500

型等 ,由浙江温州江兴汽车轴荷仪器厂生

产) ,传感器的外形结构为弯曲梁弹性体 ,四

个传感器采用并联接法 ,见图 2。

红外光电开关 ,由收、发两个组成一对 ,

共两对。当有物体挡住时 ,收红外光电开关

输出高电平 ;无物体挡住时 ,输出为低电平。

放大器采用一般的差分放大电路。轴重

信号的数据采集 ,由数据采集多功能卡完成。

图 3 示出了采集系统的软件框图。

汽车轴重检测过程如下 :

当汽车第 1 轴驶入光电开关 1 时 ,光电

开关 1 收到信号经光电输入电路至 8255 并

行接口芯片 ,然后由 8255 通过总线接口电路

送入微型计算机 ,微型计算机接到此信号后 ,

开始采集轴重信号 ,此时轴重信号经左、右轴

重台传感器、放大器、多路开关、AD574、总线

接口电路 ,最后至微型计算机。当第 1 轴驶

进光电开关 2 时 ,光电开关 2 收到此信号经

光电输入电路、8255、总线接口电路送至微型

计算机 ,微型计算机接到此信号后 ,结束第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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轴的轴重信号的采集 ,然后对第 1 轴信号进

行数据处理 ,求出该轴的最大重量 ,即得到汽

车第 1 轴的重量。依次类推 ,分别检测出汽

车第 2 轴、第 3 轴的重量。最后将各轴的重

量相加即得该辆汽车的重量。

图 1 　动态检测汽车轴重的原理图

R ×16

图 2 　传感器电路

2 　轴重信号的数据处理

2. 1 　数字滤波

为了提高轴重采样的可靠性 ,采用数字

滤波 ,即通过计算机程序来实现数字滤波 ,这

里使用防脉冲干扰平均值滤波 ,即连续进行

4 次数据采样 ,去掉其中最大值和最小值 ,然

后求剩下的两个数据的平均值[1 ] 。

图 3 　采集系统软件框图

2. 2 　零位补偿

零位稳定是影响轴重检测精度的重要因

素 ,由于温度漂移和时间漂移的影响 ,零输入

信号时输出不为零 ,此时输出值 ,实际就是零

位漂移值。零位补偿就是把这个零位漂移值

存储在计算机中 ,每次数据采集均减去这个

数值。

2. 3 　轴重信号的处理

轴重传感器的信号输入和输出呈线性关

系。由于该轴重台需称 10 t 以下的轴重 ,为

了提高精度 ,将它分成 10 个量程段 (0 t～1

t ,1 t～2 t ,2 t～3 t , ⋯⋯9 t～10 t) ,每个量

程段均使用线性插值法。

在某一量程段 ,设 W 为轴重的重量 , V

为轴重传感器的输出电压 ,则 : W = f ( V )

= kV + b , 其中 : k 为放大倍数 ; b 为零点

值。当知道 V i , W i 时 ,采用最小二乘法 ,即

可求出 k、b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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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i 、V i 取得的方法是 ,在轴重台上加上

一标准法码 W 1 ,然后测出轴重传感器电压

V 1 ,接着又在轴重台上加上另一块标准法码

W2 ,然后测出轴重传感器电压 V2 ,用此法 ,依

法测出 W3、V3 , W4、V4 , ⋯⋯, Wi、V i , Wn、V n。

3 　结 　论

采用动态法检测汽车油重 ,主要是通过

计算机程序来实现的 ,本程序使用 C 语言编

写。目前 ,通过在中国几十个汽车检测站的

使用 ,达到了比较满意的效果 ,其检测精度为

±5 % ,均达到国家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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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优化前后

设　计　变　量

X (1)

(mm)

X (2)

(mm)

X (3)

(mA)

X (4)

(匝)

X (5)

(mm)

M

(g·cm)

未优化值 3. 60 1. 90 150 170 3. 50 24. 74

优 化 值 3. 99 1. 71 168. 5 206 3. 66 39. 80

注 : X (1) 为永磁体宽度 l m ; X (2) 为工作气隙δ ;

X (3) 为工作电流 I ; X (4) 为线圈匝数 W ;

X (5) 为线圈宽度 X n ; M 为永磁力矩器的电磁力矩。

4 　结 　论

(1)永磁式力矩器虽然具有零位力矩小、

线性度高、输出力矩较大等优点 ,但对于要求

仪表精度和跟踪速度较高的应用场合 ,研究

如何优化力矩器参数 ,在不增加仪表体积 ,不

降低仪表精度条件下 ,使该力矩器输出力矩

最大 ,仍然是很有实用价值的。

(2)采用复形法对永磁式力矩器进行优

化设计 ,十分方便而有效。通过计算机仿真

表明 ,在散热条件较好和窗口面积允许情况

下 ,适当增加工作电流和线圈匝数及线圈宽

度 ,在不增加仪表结构尺寸和不影响仪表性

能稳定、工艺又允许条件下 ,适当增加永磁体

宽度和适当减小工作气隙 ,对提高力矩输出

力矩都具有明显作用。由表 1 可见 ,优化后

的力矩器输出力矩比未优化时提高了 6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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