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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单片机开发应用实例：基于PC网络的心电监护仪设计与制作》以开发设计网络心电监护系统为
例，全面介绍了单片机应用开发的整个过程。
内容既涉及先进的理论知识，如心电信号的采集、模拟信号的放大、A／D转换、无线发射与接收
、USB数据传送等电路的原理与构造，还详细介绍了芯片编程、程序仿真、程序下载及应用程序的编
写等过程与技巧，并提供了全部程序代码，对学习智能仪器的开发有着很好的指导作用。
书中各章节以实践为主，不但向读者详细介绍了器件的性能、结构和原理，还一步一步指导读者进行
电路设计、流程设计、程序开发。
书中的每一幅原理图，每一段程序，每一个模块，都在实践中经过验证，对读者具有实际指导意义。
　　书中所涉及的器件都是世界上知名芯片厂家的最新产品，如精密仪表运算放大器、轨到轨
（rail-to-rail）运算放大器、精简指令集（RISC）架构的单片机、可在线编程的Flash存储器及单片无线
收发一体的射频芯片等，都具有高度集成化、智能化和易开发等特点；开发中应用C语言作为编程语
言，利用代码级的软件仿真、在系统可编程（ISP）和在应用中可编程（IAP）等技术，都是单片机开
发与应用的最新趋势，具有高度的先进性。
　　《单片机开发应用实例：基于PC网络的心电监护仪设计与制作》适合于各大专院校计算机、自动
化、仪器设备等专业，特别是生物医学工程专业的大专、本科、研究生阅读；对一些已经参加工作，
在仪器仪表、生物医学工程、电子、通讯、计算机及自动化专业从事软、硬件设计与开发的工程技术
人员也具有较大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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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6.2 LabVIEW简介6.2.1 虚拟仪器（VI）的概念6.2.2 LabVIEW的操作模板6.2.3 创建VI程序6.3 利
用LabVIEW开发应用程序6.3.1 应用程序的主要功能6.3.2 从COM1口读取心电数据6.3.3 数据的处理6.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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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家用实时监护系统简介　　1.1 对系统的总体构想　　1.引言　　有不少病情较轻或处在康
复期内的心脏病患者，在较长时期里都离不开心电监护系统；或者有些心脏病偶发患者需要长期、连
续观察心电参数，以捕捉某一瞬间出现的症状；也有些偏远地区的医院遇到疑难病症，病人在较长时
间内需要得到上级医院专家的观察。
基于上述情况，开发一种便携的家用心电监护设备，使得病人在家里也可以通过网络让医护人员对其
进行远程实时监护，这无疑是当前家庭医疗市场发展的一种需要。
　　　　介绍的就是如何开发出一套体积小、重量轻、成本低、质量高的便携式心电放大器。
这种设备佩戴在病人身上，将采集到的心电图经过调制，无线发送到与家用电脑相连的信号接收器，
接收器再将信号解调输入到家用电脑中。
接收器与计算机之间是通过USB接口相连的，使用起来非常方便。
以家庭电脑作为终端，通过互联网将数字模式的心电信号传送到中心网站进行处理、显示，并由专门
医生对其进行集中监护。
　　2.总体方案　　如图1-1所示，佩戴在病人身上的袖珍生理参数放大器采集模拟．6电信号，经放
大、A／D转换后，通过无线调制发射，传送至附近的接收器。
　　接收器对信号进行解调，数据由USB接口输入家用电脑，然后由本地计算机进行数字滤波、信号
识别、信号分析等数字化处理，同时将结果在本地机上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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