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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LabView 的 GPS信号处理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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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虚拟仪器技术，介绍了 LabView 的图形化编程语言技术，并分析 GPS 接收的数据通过使用 LabView 软件进行

实时的分析与显示，利用 LabView 环境下串口通信的具体实现方法更加形象化地展示出分析的结果和接收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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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y adopting the virtual instrument technique, this article introduces the technology of LabView graphical programming language, 

and analyze the data of GPS receiving by using LabView software, which according to the real-time analysis and concrete .So it can 

more specific image show the results of the analysis and   the receive date through the serial port communication of Lab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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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随着现在卫星通信技术领域的飞速发展，对卫星

信号的采集与处理的精确性和实时性要求比较高，因

此我们选用智能化的虚拟仪器技术实现对信号的处理

与分析。面对现代日益复杂的测试测量应用，虚拟仪

器技术利用正确的软件工具并通过设计或者调用特定

的程序模块，建立友好的人机交互界面，完成各种软

硬件的链接并且提供强大的后续处理能力。本论文

在研究基于 Labview 的卫星信号的处理分析的前提下，

利用图形化的编程语言，通过直观形象的界面显示与

强大的数据可视化分析和一起控制，提出了一种可以

通过虚拟仪器进行信号分析的方案，以此实现对卫星

天线信号进行实时监测与控制。

2 卫星天线信号数据采集系统的设计

本设计利用串口调试助手对GPS 数据进行接收查

看，数据采集系统是由GPS模块 SIRF2e/LP 芯片、电平

转换电路MAX232、PC机串口调试助手部分组成。GPS

接收模块对卫星信号进行定位信息接收，通过串口调

试助手显示出来。系统模块工作流程图如图1所示。

图 1 系统模块工作流程图

在此需要注意两点 :

（1）由于 LabView 软件对 GPS 采集的数据不能进

行直接的访问，因此在 GPS 源数据接收后，我们首先

用串口接收软件对数据进行采集、解包和存储之后再

用 LabView 进行数据的实时显示。

（2）GPS 接收模块的输出信号为 TTL 电平，PC 机

串口电平为 RS-232 电平，因此串口调试助手在接收

数据信号时应通过MAX232 电平转换电路转换之后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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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保证 PC 机与 GPS 模块之间的正常通信。

2.1 GPS数据的采集

本设计所用串口通讯协议的波特率为 4800，8 位

数据位，1 位停止位，无奇偶校验，禁止硬件握手，

整个系统采用的 RS-232 总线标准进行数据传输，根

据 NMEA0183 数据协议对信号解析。PC 机与 Labview

接口设置为 TTL 电平匹配，用 RS-232 总线传输。

串口调试助手接收到的 GPS 数据如图 2所示。

   

   

图 2  GPS 数据的接收

2.2 GPS数据的分析

GPS 数据采集程序流程图如图 3所示。

  

 

   

图 3  GPS 数据采集流程图

GPS 数据接收模块支持的是 NMEA0183 数据协议，

NMEA0183 协议定义的语句非常多，但是常用的或者

说兼容性最广的语句只有 $GPGGA、$GPGSA、$GPGSV、

$GPRMC、$GPVTG、$GPGLL 等。

NMEA0183 的语句标准协议如图 4所示。

图 4  NMEA 标准协议

GPS 模块可以输出多种数据格式输出语句，这样，

在源程序中，我们通过对这些输出语句进行解析，就

可以得到 GPS 的定位数据。

3 LabView在GPS接收模块系统中的实现

3.1 LabView与单片机串口的通讯

在 LabView 中，首先对 VISA 的串行通信子 VI 进

行初始设置，设置内容有三项：Configuration、TCP/IP 

Access、Exported Vls; 接着利用 LabView 定义好的

Application 类和 VI 类的属性和方法进行编程来控制

应用程序和 VI。VISA 共有 5个控件 :VISA Configure 

Serial Port, V ISA Read，VISA Write, VISA Bytes of 

Serial Port 和 VISA Close。通过对这几个功能模块进

行配置和连接，就能开发出符合要求的 LabView 的

串口通信软件。

通过 LabView 进行串口通讯的基本步骤包括 :

(1) 第一步是对串口初始化的设置以及 VI 端的初

始化设置。

(2) 串口读写，串口中读入数据是利用 VISA 

Read 进行数据读入，利用 VISA Write 从串口中写出

数据。首先进行串口读写初始化设置，为了保证数字

之间的正确转换要进行 LabV iew 的串行通信子 VI 必

须进行字符串与数字之间的正确转换。如果要读入

当前串中的所有字符，则先执行 VISA Bytes of Serial 

Po r t 以确定将要读入的字节数，将其输出作为 VISA 

Read 节点的输入。

(3) 将 VISA 关闭，并关闭串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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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LabView主程序设计

按照图 1系统模块工作原理所示：

第一步是对第一步是对串口初始化的设置：波特

率为 4800, 数据位 8位。在串口接收软件中设置串口

号为CMOS1, 这些设置根据下拉菜单进行选择设置。

第二步是发送读取数据命令，由 VISA Write 发出

来，读取单片机分析出的具体地理信息，通过字符串

送给 VISA Write 节点的Write Butter。节点反映出具

体 GPS 接收模块的经度、纬度的具体信息。

第三步是通过 VISA Read 将 GPS 接收模块所接收

的数据在主界面上有个直观的显示，直接显示 GPS 模

块数据的源代码。

通过主程序接收数据，可以实现由单片机数据的

串口传送，并在 LabView 中实时的体现数据的接收状

态和分析结果，整体效果可以直观地看出来。

图 5  Labview 对 GPS 模块进行数据采集

和实时显示操作的部分代码

3.3 在 LabView中进行用户界面设计

在 LabView 中进行用户界面设计，能够直观快捷

地看出数据接收以及分析状况，方便进行实时监控。

再根据要求设计出经度维度等按钮，进行各个功能的

实时分析和显示。

图 6   Labview 数据实时显示界面

4 结论

虚拟仪器技术就是利用高性能的模块化硬件，结

合高效灵活的软件来完成各种测试、测量和自动化的

应用。灵活高效的软件能帮助您创建完全自定义的用

户界面，模块化的硬件能方便地提供全方位的系统集

成，标准的软硬件平台能满足对同步和定时应用的需

求。本设计有效地运用 LabView 对 GPS 数据接收模块

接收的卫星天线信号进行系统的接收与分析，从而更

加直观化地显示出来，减少系统的开发与测试时间，

提高了运行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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