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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码显示的数据提取与应用

王文胜
电海康集团下属的凤凰智能电子有限公司Ǔ浙江Ǔ杭州Ǔ310000

摘Ȟ要：制造或技术改进一些设备时，从其显示端直接提取数据，是成本较低且较实用的一种获取数据的方式，

提取6位LED数码管数据为例，从电子技术与单片机应用的角度来解说了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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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当我们制造或技术改进一些设备，使其自动化程度

更高，或者需要数据上传到上位机时，数据来源可能就

是一些仪器仪表，它们或因为老旧或因为其他原因，

没有数据输出，只有数码显示，如果需要其显示的数

据，则需要更换更新或更高档的带数据输出功能的仪器

仪表。而有的仪器仪表非常昂贵，这会导致成本开支上

升，而我们又不想付出那么多。

这时，我们或许可以打开另一条思路，那就是从其

显示端直接提取数据。仪器仪表显示数据通常有以下几

种方式：

1��模拟方式

模拟方式是显示仪表中最早应用的一种方式。[1]它采

用物理指针的方式，通过机械传动将某一物理量转换为

角度的形式，从而显示出来。模拟指示的仪表具有读数

直观、反应灵敏的特点，但受到读数误差和机械故障的

影响。

2��数字方式

数字方式是指在显示仪表中采用LED或LCD等数字
显示技术，将模拟信号转换为数字信号，并通过微处理

器进行数字信号的处理和显示。数字式仪表不受机械传

动的限制，具有反应速度快、精准度高等优点。

3��液晶方式

液晶方式是指显示仪表使用液晶屏幕作为显示装

置。液晶仪表直观、反应快，而且可以显示更多的信

息。它还可以采用背光源和触摸屏等技术，更加符合人

机工程学原理。不过，液晶仪表对环境光线的要求较

高，在强光照环境下易出现反射或非法现象。从其显示

端直接提取数据的方式，可以用摄像头捕捉显示的数

据，再进行智能识别；也可以直接提取显示部分的引脚

上的电平信号来判断其具体数据。用摄像头捕捉显示的

数据，再进行智能识别的方案成本太高，暂不提，我们

选用直接提取显示器件的引脚上的电平信号来判断其具

体数据的方案。

3.1  下面我们以提取6位LED数码管数据为例，来
说一下其具体方案，其它位数的LED数码管读取方式一
样。先看6位LED数码管的结构，图1中可以看到，数码
管按发光二极管单元连接方式分为共阴极数码管和共阳

极数码管。

3.1.1  共阳极
正极连接在一起，作为公共端。负极单独控制，施

加低电平（逻辑0），对应的“段”点亮，施加高电平
（逻辑1），对应的“段”熄灭。

3.1.2  共阴极
负极连接在一起，作为公共端。正极单独控制，施

加低电平（逻辑0），对应的“段”熄灭，施加高电平
（逻辑1），对应的“段”点亮。

3.1.3  位选和段选
一般地，操作数码管时，先执行段选再执行位选。[2]

位选是选择待操作的数码管，如开发板上的是8位数码
管，位选就是选择8位数码管中的某一个。段选是选择数
码管里面的LED灯，即通过选择点亮响应的LED灯以达到
显示需要的数据的目的。

3.1.4  段码
数码管的段码指的是数码管在显示不同的数据时，

段选信号对应的二进制数据。图1是以8段共阴极数码管
显示数字7为例来描述段码。
我们采用单片机系统来读取显示数据，单片机我选

用STC89C52，晶振选用12M频率，由于数码管数据刷
新时间是200毫秒以上的（再快人眼看得会不舒服），
显示刷新时间是10毫秒以上的，而单片机的运行周期
是1微秒，完全可以监控到数码管引脚的电平变化。读
取数据需将LED数码管的引脚与单片机的输入脚相连，
STC89C52是8位机，输入口刚好8位，P1口正好对应段
码，p1.0对应段码A，p1.1对应段码B，......p1.7对应段码
DP，另一组输入P2口对应位码，p2.0对应第一个数码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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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右边），p2.1对应第二个数码管......p2.5对应第六个
数码管。读取数据时，P1口读到的数据是数码8字7段带
1个小数点（正好一个字节8位），同时P2口总有一位是
置低的，它是当前显示的数码的位置。六个数码管的的

数据占据六个字节的存储位置。P2口是哪个位置低，就
把P1口读到的数据存储到相应的存储位置。就这样当六
个数码管的数据都存储好，就有了这六个数码管的显示

内容，只不过要先判断数字是否正确，首先要把小数点

位判断出来，另存到单独字节，再判断数码管的读数是

否是数字0-9。如果不对就要弃掉这组数据。重新读取
数据，重复上述步骤，当数字正确，进行下一步，连续

读取两个循环，当六个数码管的数据有不同的（说明数

据刷新时导入部分数据），弃掉这组数据；重新读取数

据，重复上述步骤，当六个数码管的数据都是不变的，

可以认为是有效数据。

图1

下面是共阴极数码管的段位上的电平对应的数字和

16进制编码：
数据表

DP G F E D C B A 数 16进制数据

0 0 1 1 1 1 1 1 0 3F

0 0 0 0 0 1 1 0 1 06

0 1 0 1 1 0 1 1 2 5B

0 1 0 0 1 1 1 1 3 4F

0 1 1 0 0 1 1 0 4 66

0 1 1 0 1 1 0 1 5 6D

0 1 1 1 1 1 0 1 6 7D

0 0 0 0 0 1 1 1 7 07

0 1 1 1 1 1 1 1 8 7F

0 1 1 0 1 1 1 1 9 6F

共阳极数码管数字编码0:C0H,1:F9H,2:A4H,3:B0H,4:9
9H,5:92H,6:82H,7:F8H,8:80H,9:90H   A:88H,B:83H,C:C6H,
D:A1H,E:86H,F:8EH,不亮：FFH
共阴极数码管数字编码0:3FH,1:06H,2:5BH,3:4FH,4:6

6H,5:6DH,6:7DH,7:07H,8:7FH,9:6FH   A:77H,B:7CH,C:39H, 
D:5EH,E:79H,F:71H,不亮：00H 
这时需将数据显示出来，与被读数码管的数字对

比，看是否正确。如不正确，则需调整程序或检查线路

连接是否正确。到此，数码管的数据就读出来了。读出

的数据一般有下面几种处理方式：

第一种：串口（232、485等）输出到上位机。
第二种：以其它方式显示到屏幕或数码上。

第三种；直接在单片机做数据处理，比大小、出判

断结果等。

直接在单片机做数据处理的相比较数据来源可以是

上位机传送来的，也可以是直接读取的外部数据，还可

以是本地存储器的存储数据。

为了方便处理，应该输入小数点的相对位置，和各

位的数字，在比较的时候，先比较小数点的位置，小数

点越靠前数字越小，小数点越靠后数字越大，[3]当小数点

的位置相同的情况下，在比较数字的大小，如此这般，

便可以判断出来，读取的数字，是否超出上限和下限，

由此判断，读到的数据是否合格。

一般来说，要比较的数据，可以有很多组，无论电

压、电流、电阻、电容、频率、占空比、速度、周期、

亮度、压力等等各种数值显示的参数，都可以在读取数

据后，判断是否在设定的合格范围内，从而自动得出是

否合格的结论。

例如：第一步，先输出第一步的测量所需的相应条

件，切换相应仪表，等待满足测量条件，等待仪表稳定

反应，读取仪表显示数值，读取相应存储位置的上下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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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判断数值是否合格，输出步数，输出判断结果。

第二步，输出第二步的测量所需的相应条件，切换相

应仪表，等待满足测量条件，等待仪表稳定反应，读取仪

表显示数值，读取相应存储位置的上下限数据，判断数值

是否合格，输出步数，输出判断结果。程序示例：

KSC：
CLR    00H             ; 第一步标记
SETB   11H           ; 继电器控制位        10H-85V      

11H-RL1常闭
SETB   p3.4       ; 继电器1控制位 输出
SETB   10H        ; 继电器1
*********************************************
以上第一步设置，各测试条件的设置

*********************************************
LCALL  DS1S        ; 调用定时一秒子程序
*********************************************
以上是等待第一步各测试条件的稳定到位

*********************************************

LCALL  DUDIANYA        ; 调用读电压的子程序
*********************************************
第一步测试是测试电压，就调用读取相关仪表的子

程序

*********************************************
MOV   R7,#08H         ; 小数点的位置
MOV   64H,#05H        ; 5.100        被测数据上限......
结束语：以上是我用已经成功在用的方法和程序，

很多部分进行了省略，希望大家可以相互印证，敞开思

想，以更多创新。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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