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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摘 � 要:文章介绍了一种基于 Cypress公司的 EZ- USB FX2与 Omnivis ion公司的 OV9620芯片以

及 MAX公司的 PLDEPM7128组成的高效视频信号采集、压缩、传输与控制的系统设计与实现,以及相

应的固件程序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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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图象采集器的传统方法是利用模拟 (Ananog ic)摄

象头采集图象输出视频信号 (V ideo)再经 V /F转换和

单片机处理,最后传送给 PC机,缺点是不方便、图象质

量差和传输距离近等。

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 USB总线的实时数据采集系

统包括多路开关、A /D转换器、单片机和 USB接口芯片

等。USB接口芯片用于存储、采集数据并将其上传 PC,

同时也接收 PC机 USB控制器的控制信息。

PDIUSBD12集成了 SoftConnect、GoodL ink、可编程

时钟输出、低频晶振、终端电阻、多配置 F IFO存储器、收

发器和电压调整器等。该系统完全支持 USB1�1规范。

可以用 FDIUSBD12和 MCS - 51单片机组成的系统。

这种系统的优点是克服了模拟系统的传输数据处理不

方便,抗干扰能力差等缺点, 但还存在由于频带窄 (低

速模式不超过 1�5MB /S,全速模式不超过 12MB /S),传

输速率低 (不超过每秒 10帧 )满足不了图象实时传输

要求 ( 24帧 /秒以上 )等缺点。本文选用的 Cypress公司

的 EZ- USB FX2是一款集成 USB2�0的微处理器,它集

成了 USB2�0收发器、SIE(串行接口引擎 )、增强的 8051

微控制器和可编程的外围接口。 FX2这种独创性结构

可使数据传输率达到 56Mbytes / s(即 USB2�0允许的最
大带宽 ),实现高分辨、高清晰和高传输速率的图象采

集器的设计
[ 1]
。

1 图象采集原理

采集原理如图 1所示。在图 1中, OV9620芯片作

为图像采集芯片 (芯片设定为 0�5- 30帧 /s,工作频率

为 24MH z)所采集的图像数据在 PLD的控制下,直接送

到 CY7C68013的 F IFO缓冲区,再由 CY7C68013内部的

USB2�0接口通过 USB电缆将其图像数据传输到计算

机 ( PC )。带有 USB接口的 EZ - USB系列处理器

CY68013,有 F IFO ( FX2)和 GP IF两种工作方式,我们采

用 FX2方式, FX2有 8K片上 RAM, 地址为 0x0000-

0x1FFF; 512字节 SRAM, 地址为 0xE000- 0xE1FF。通

过固件将 CY7C68013片内的 SRAM 作为外部 RAM 寻

址。 FX2保留几 K( 0xE200- 0xFFFF)数据地址空间作

为控制 /状态寄存器和端点缓冲器
[ 2�5]
。

图 1 图象采集原理



2 固件设计

该系统软件包括固件程序、应用程序和驱动程序。

其中,固件程序是指运行在设备 CPU中的程序,是整个

程序设计的核心, 可采用汇编语言和 C语言设计。只

有在该程序运行时,外设才能称之为具有给定功能的外

部设备。固件开发主要是通过对 68013进行初始化设

置、对 USB请求进行处理来实现与 USB兼容的外围设

备所需的基本功能。固件程序的流程图如图 2所示
[ 6]
。

图 2 固件构架流程图

3 驱动软件设计

在 W indow s操作系统下, 主机与采集设备之间的

USB通信必须通过设备驱动程序来传输。设备驱动程

序知道如何与系统的 USB驱动程序及存取设备的应用

程序沟通。系统的上位机应用程序的工作流程是,首先

初始化,获得设备的句柄,然后对缓冲区进行读取数据,

读取完数据后,再填入位图缓冲区,但是在填入的时候,

必须先要提取行号,以便程序能够正确地对缓冲区进行

填写。要特别指出地是, OV图像芯片输出的是 R- G

- R- G,或者 G- B- G- B的数据,所以还要进行灰度

计算
[ 1, 4�5]
。

设备初始化:灰度计算。

void CD isplayV iew: : D rawGray2D ( CDC * pDC,

HANDLE hD IB, int con)

{

� CPalette pa;l

� CPalette* O ldPa;l

� BITMAPINFO & bm Info = * ( LPB ITMAP INFO )

hD IB;

int nColors= bm Info. bm Hi eader. biC lrU sed? bm Info.

bmHi eader. biClrU sed: 1 < < bm Info. bmHi eader. biB it�

Count;

if( pDC - > GetDev iceCaps ( RASTERCAPS)& RC _

PALETTE&& nColors< = 256 )

� {

� U INT nSize = s izeof ( LOGPALETTE ) + ( sizeof

( PALETTEENTRY)* nColors) ;

� LOGPALETTE * pLP = ( LOGPALETTE* ) new

BYTE[ nSize] ;

� pLP- > palVersion= 0x300;

� pLP- > palNumEntries= nColors;

� for( int i= 0; i< nColors; i+ + )

� {

� in t nG ray= con+ ;i pLP- > palP alEntry[ i] . peRed

= nGray; � pLP - > palPalEntry [ i]. peG reen = nGray;

pLP- > palPalEntry[ i]. peB lue= nGray;

pLP- > palPalEntry[ i]. peF lags= 0;

� }

� pa.l CreatePalette( pLP);

� delete[ ] pLP;

� O ldPal= pDC- > SelectPa lette(& pa,l FALSE);

� pDC- > RealizePalette( ) ;

� }

� else if( ( pDC - > GetDev iceCaps ( RASTERCAPS)

& RC_PALETTE) = = 0&& nColors< = 256 )

� {

� for( in t i= 0; i< nCo lors; i+ + )

� { � bm Info. bm iColors[ i]. rgbRed= nGray;

� bm Info. bm iColors [ i]. rgbG reen= nGray; bm Info.

bm iColors[ i]. rgbB lue= nGray;

� }

� }

}

图形显示

IsoContro.l P acketS ize= 1024* 3;

IsoContro.l P acketCount= 512;

IsoContro.l P ipeNum = 0;

IsoContro.l BufferCount= 2;

IsoContro.l F ram esPerBuffer= 16;

ULONG nBytes= 0;

PUCHAR buffer= NULL;

ULONG bytesToRead;

bytesT oRead= IsoContro.l PacketCount*

( IsoContro.l P acketS ize+ s izeof(USBD_ISO_PAC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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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DESCRIPTOR ) ) ;

buffer= ( PUCHAR) ma lloc( bytesT oRead) ;

if (! buffer)

{

� M essageBox(NULL, �内存溢出!  , �信息提示  ,

M B_OK );

� return 3;

� }

� bResult= DeviceIoControl( pdlg- > GetDocum ent

( ) - > phand,

� IOCTL_EZUSB_READ_ISO_BUFFER,

& IsoContro,l

� s izeof( ISO_TRANSFER_CONTROL ),

� buffer,

� bytesT oRead,

� &nBytes,

� NULL );

� if ( bResult! = TRUE)

� {

� M essageBox ( NULL, �读数据错误!  , �信息提

示  , MB_OK );

� free( buffer) ;

� return 3;

� }

� ptr= buffer;

� in t ;i

� in t ;j

� in t k;

� in t flag= 1;

� for( i= 0; i< 480; i+ + )

� { for( j= 0; j< 640; j+ + )

� {

� k= ptr[ i* 1024+ 1021]* 256+ ptr[ i* 1024+

1020] ;

� k% = 480;

� pD ib[ k* 640+ j] = ptr[ *i 1024+ j];

} / /pdlg- > GetDocum ent( ) - > mycount[ i] = ptr[ i

* 1024+ 641]* 256+ ptr[ *i 1024+ 640]; } free( buff�

er);

pdlg- > SetRedraw ( true) ;

pdlg- > Invalidate( false) ;

� }

利用批量传输时通过打包传输,每个包的大小为

512字节,将读取的包写到数据缓冲区中,所以每次都

要调用 DeviceIoControl函数。由于调用 DeviceIoControl

函数的时间为 20m s左右,必须减少调用次数才能提高

传输的速度。因此每次 Dev iceIoControl读取的数据量

的大小成为批量传输的关键。

在驱动里通过 M axmi umT ransferS ize定义每次 Dev i�

ceIoControl向缓冲区 写入的数 据的大小, 相对 于

USB2�0协议本身每个包的大小为 512字节应该是足够

了,经验证明,在 20MB采样时钟时传输数据给主机完

成实时显示是没有问题的。由于驱动程序开发并非本

文重点,因此对驱动开发不再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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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h igh�activity acquisit ion, compression, transm ission and control system of v ision s ignals is des igned and

realized in the paper, which is based on the comb ination ofEZ�USB FX2 ofCypressCompany, OV9620 chips ofOmn iv ision

Com pany and PLDEPM 7128 ofMAX Com pany. T he associat ing firmware program s are also discu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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