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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

1

2

3

4

0

车身及舒适系统检测网络

发动机检测网洛

全车检测网洛

200819961992

价格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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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明系统

蓄电池正极

命 令

搭 铁

传统控制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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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明系统

蓄电池正极

命 令

传统控制单元

搭 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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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路系统

多路命令

多路传输控制单元

数码信号

蓄电池正极

0

0 00

编 码

搭 铁

BSI 智能化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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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路系统

多路命令

多路传输控制单元

蓄电池正极

0
1

10

编 码

搭 铁

BSI 智能化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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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路系统

多路命令

多路传输控制单元

蓄电池正极

0
1

搭 铁

BSI 智能化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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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路系统

多路命令

多路传输控制单元

蓄电池正极

0
1

解 码

搭 铁

BSI 智能化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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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路系统

多路命令

多路传输控制单元

蓄电池正极

1
1

11

编 码

搭 铁

BSI 智能化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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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路系统

多路命令

多路传输控制单元

蓄电池正极

1
1

搭 铁

BSI 智能化服务器

胡思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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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路系统

多路命令

多路传输控制单元

蓄电池正极

1
1

解 码

搭 铁

BSI 智能化服务器

胡思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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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些 主 要 的 汽 车 车 载 电 脑 网 络 交 流 协 议

•VAN: 由法国标致-雪铁龙汽车集团. 与雷诺汽车公司和 JAEGER 公司 联合 开发的，
• 主要应用于车身系统，在通讯速率要求方面已进一步优化。

•CAN: 由德国博世公司开发, 应用于高速率网络传输。

•J1850: 由美国汽车工程师协会开发， 应用于车身系统，美国汽车公司和日本汽车公司
多采用这一交流协议。

•A-BUS: 由德国大众汽车公司开发，应用于低速率和高速率信息网络传输。

•I-BUS: 低速率信息网络传输， 由德国宝马汽车公司开发。

•ST-FIAT: 由法国 SGS-THOMSON 公司和意大利菲亚特汽车公司联合开发，应用

于低速率信息网络传输。

•MI-BUS: 由美国摩托罗拉公司开发，低速率信息网络传输， 应用于汽车车身和空调系统。



DCAD/DSR14

网络分级

- A 级 : 
命令单元多路连接

(车身控制，指示器，负载信息 )

- B 级 :
传感器 `开关及控制单元多路传输

(信号设备，舒适性设备 )

- C 级 :
实时控制单元多路传输

(电控发动机，自动变速器，防滑系统 )

-D级:
针对视觉数据连接 (使用计算机和相应的多媒体传输声音和

图象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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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置型式

主控系统

执行系统

1

执行系统

3

执行系统

n-1

执行系统

2

执行系统

4

执行系统

n

由一个主控单元来负责整
个系统管理，而执行单元
则运行相应的关联功能

主控系统

1
主控系统

2

主控系统

3
主控系统

4

主控系统

5
主控系统

n

1a 1b 1c 2a 2b

3a 4a 4b 4c

5a 5b 5c

5d 5e 5f

n b

n c

1d

由许多智能主控单元组合起来共同
管理复杂运行功能及执行单元

主控 - 执行系统 多主 控系统

网 络 1 网 络 2

网 络 3 网 络 4

网 络 5 网 络 n

1a 1b 1c 2a 2b

3a 4a 4b 4c

5a 5b 5c

5d 5e 5f

n a n b

n c

1d

总
控

总控系统

由一个中央总控单元来管理主控 - 执行系
统及不同运行功能布局下的网际间交流

n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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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Y

Z

XX

YY

ZZ

传 统 控 制 单 元

数数 据据 信信 息息 交交 流流

XX YY ZZ

多 路 传 输 控 制 单 元

接收

接收

接收

发送

发送

发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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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置型式种类

总线型布局 星型布局

环型布局 蜂窝型布局

在不同协议下 , 根据有关优先管理权规定 ,
运用总线来传输一些被用户俘获或发送的信息

所有网络组织成员直接端对端连
接

每个单元只有在被授权的一次情况下
(即获得令牌的情况下 )才有权进行数据交流

中心结点组织不同端点单元进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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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器

执行器

中控式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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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式控制

控制器

执行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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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式控制

控制器与执行器

总控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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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 理

– 车身系统及舒适性设备 VAN 
• 主要连接对象是汽车音响，导航系统，显示屏等 ...

– 驱动系统 CAN 
• 主要连接对象是自动变速器，发动机电控系统，制动系等 …

法国雪铁龙汽车公司采用：

胡思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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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路传输系统电器及电子布置型式

系统间系统间
多多 路路 传传 输输

CANCAN
VANVAN

确保两种信息交流协议的二重性确保两种信息交流协议的二重性

共处界面
(交流，兼容性 )

座舱及车身系统座舱及车身系统
多多 路路 传传 输输

应用于系统间多路传输
的信息交流协议

CANCAN

信息交流协议及座舱`车身
系统运行功能发展

VANV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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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网络布置型式

发
动
机
检
测

自动变速箱

悬架

BSI
智能化服务器

CD

换片机

空调

音响

多功能显示器

CAN VAN

卫星巡航统

组合仪表板

安全气囊

液
化
石
油
气

电控行驶平稳系统

防抱死

报警系统

电动天窗

泊
车
辅
助
系
统

车
载
电
话

发
动
机
冷
却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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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SI

驾驶员侧车门
控制板

驾 驶 员 侧 车 门

控 制 板

天窗控制
单元

天 窗 控 制
单 元

乘客侧车门控
制板

乘 客 侧 车 门 控

制 板

蜂鸣报警
模块

蜂 鸣 报 警

模 块

ABS 
ECU
ABS
ECU

电子喷射计算
机（ECU）

电 子 喷 射 计 算

机 (ECU)

自动变速箱计
算机（ECU）

自 动 变 速 箱 计
算 机 (ECU)

组合仪
表盘

组 合 仪

表 盘

多功能
显示屏

多 功 能

显 示 屏

空调计算机
ECU

空 调 计 算 机

ECU 自动收
音机

自 动 收

音 机

CD

换 碟 机

导航控制计算
机（ECU）

导 航 控 制 计 算

机（ECU)

COM 2000 
方向盘控制模块

方 向 盘 控 制 模
块

BM34-PSF1
发动机控制模块

发 动 机 控 制 模 块

中央安全气囊/ 
安全带计算机

ECU）

中 央 安 全 气 囊/ 
安 全 带 计 算 机

(ECU)

智能化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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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SI
智能化服务器

发 动 机 检 测

发动机温度

θ

M
+
_

诊断

空调检测

模拟信
号

数字信号

多路传输
CAN 联系

发动机冷却电动风扇

多路传输
VAN 联系

双绞
线

非双绞线

非双绞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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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路传输原理

• 位

– 数字电子学 :
• 通过 “0” 或 “1” 或 者 “0” 与 “1” 可 以 标 识 一 个 信 息 。

• 这 一 基 本 的 二 进 制 信 息 就 被 称 为 « 位 », 即 二 进 制 位 。

– 例如 :
• 一 个 开 关 状 态 ：断 开 为 “1” , 闭 合 为 “0”。
• 一 个 命 题 判 断 ：正 确 为 “1” , 错 误 为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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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模 数数 转转 换换 器器

数数 模模 转转 换换 器器

输入

输出

随机存取存储器 只读存储器微微 处处 理理 器器

模模 数数 转转 换换 器器

数数 模模 转转 换换 器器

输出

随机存取存储器 只读存储器微微 处处 理理 器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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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v

5 v
F4
C2
0 

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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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路传输原理
词汇与语法

• 八位字节

– 一组 8 位二进制数被称为一个八位字节 。

 

11010100 : 8 位 = 1 八位字节   

      1        1          0         1         0         1          0         0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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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2) (16)

0 0000 0
1 0001 1
2 0010 2
3 0011 3
4 0100 4
5 0101 5
6 0110 6
7 0111 7
8 1000 8
9 1001 9
10 1010 A
11 1011 B
12 1100 C
13 1101 D
14 1110 E
15 1111 F

128 128 (10)(10) ==> 1000 0000 ==> 1000 0000 (2(2) ==> 80 ==> 80 (H(H)

255 255 (10)(10) ==> 1111 1111 ==> 1111 1111 (2)(2) ==> FF ==> FF (H)(H)

62 62 (10) (10) ==> 0011 1110 ==> 0011 1110 (2)(2) ==> 3E ==> 3E (H)(H)

0 0 (10)(10) ==> 0000 0000 ==> 0000 0000 (2)(2) ==> 0 ==> 0 (H)(H)

197 197 (10)(10) ==> 1100 0101 ==> 1100 0101 (2)(2) ==> C5 ==> C5 (H)(H)

10 10 (10)(10) ==> 0000 1010 ==> 0000 1010 (2)(2) ==> A ==> A (H)(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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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位字节:
01011010

0 1 0 1 0 0 1 1信息位:
01010011

并行传输

串行传输

0
1
0
1
1
0
1
0

0
1
0
1
1
0
1
0

0 1 0 1 0 0 1 1

接收器

接收器

发射体

发射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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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A T A  

D A T A

•作为帧的传输载体，总线由两条绝缘截面积为 0.6 mm² 的铜线组成

。•这两条线被称为数据线 DATA 和数据线 DATA , 传输着相反的电平信号

。•为了抵抗总线中帧发射的电磁干扰，这两条线被绞接在一起，呈双绞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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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
议
控
制
器

电
子
模
块

Data

Data

线
路
接
口

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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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
入
端
口

输
出
端
口

微处理器

数据

发送指令

信息交流接口

A0F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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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
入
端
口

输
出
端
口

微处理器

数据

发送指令

信息交流接口

16C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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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
入
端
口

输
出
端
口

微处理器

数据

发送指令

信息交流接口

ABCD00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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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控制单元内的不同运行功能组合

减少线束数目 BSI 智能化服务器

分享信息传递承载 多 路 传 输 系 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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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动机控制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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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动机控制盒

BSM 经VAN CAR1根据BSI的指令控制车辆功率继电器

BSM 位于发动机机罩下 左前轮罩上的防热盒内。

BSM 由两个相关模块组成

模块1： 集合了大功率保险丝

模块2： 集合了一个电子组件，保险丝，继电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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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 动 机 控 制

BSI
智能化服务器

I00I 0III 0I00 I0II 线
路
接
口

线
路
接
口

线
路
接
口

I00I 0III 0I00 I0II

CAN VAN

线 路 接 口
多路传输
CAN 联系

多路传输
VAN 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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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系统
协议控制器

线路接口

VAN网或CAN网

多路传输设备

DATA/CAN L

DATA B/CAN H

多路传输设备运行情
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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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N
Vehicule Area Network

胡思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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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 理

M1M1 M2M2 MnMn--11 MnMn

多主控系统

MM

E1E1 E2E2

主控 - 执行系统

M1M1 M2M2 M3M3 MnMn--11

E1E1 E2E2 EnEn

混合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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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流量 :

•最大规格流量为：1 百万位 / 秒

•常规流量 : 62,5 千位 / 秒，125 千位 / 秒

胡思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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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于 :车身系统

车身系统 VAN 网 (信息流量 62,5 千位 / 秒)

电动车窗 后视镜照明系统

安全气囊及安
全带预拉紧装置

驾驶位置状况存储
遥控装置

前灯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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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地线短路=>在DataB运行

Data正极短路=>在DataB运行

DataB地线短路=>在Data运行

DataB正极短路=>在Data运行

Data上呈开路=>在DataB运行

DataB上呈开路=>在Data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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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N :

DATAB

DATA
Δ V = 3,8 VV

t
0

2,8 V

0,7 V

4,5 V

隐性状态显性状态 显性状态

1 0 1

上升时间/ 下降时间
= ¼ bit (最大)

上升时间 / 下降时间
Δ t (10 / 9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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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结束

数据结束

VAN协议

开 始 标识 符 命令 数据 控制 数据 结束 结束校验

150150 μμss

2V2V

胡思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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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 始

开 始 : 帧 开 始

标识符

标 识 符 : 帧 标 识 域

数据结束

数 据 结 束 : 数 据 结 束 指 示 域

控制

控 制 : 控 制 域

校验

校 验 : 接 收 校 验 域

信息

信 息 : 通 过 某 种 设 备 传 输 或 在 其 内 部 读 取 的 数 据

命令

命 令 : 命 令 域

结束

结 束 : 帧 结 束

胡思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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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先权的管理…
• 见以下示例…

设备 A

设备 B

设备 C

A CB

Start DataI00I   00I0 IIII Com. Check Ack. End

Start DataI000  III0   II0I Com. Check Ack. End

Start DataI000  00I0 IIII Com. Check Ack.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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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先权管理…….

A CB

Start I00 I   I0I0  II0I设备 A

Start设备B

Start设备 C

Start I000在总线上

I00 0  00II  IIII

I00 0  00I0 I00I

失去优先
权

I =滞后

0 =优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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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先权管理

A CB

Start设备B

Start设备C

在总线上

I000 00I I  IIII

I000 00I 0 I00I
失去优先权

1 = 滞后

0 = 优先

Start I000 00I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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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先权管理

A CB

Start设备C

DataCom. Check Ack. End在总线上

I000  00I0  I00I

由于C有更高的优先权,将首先在网络上传递

A和B将在稍后传递

Start I000 00I0 I00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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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U

ECU

输出

输入

协议
控制器

线 路 接 口

总线
线路
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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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于 : 舒适性设备

舒适性设备 VAN 网 (信息流量 125 千位 / 秒)

空调 CD 换片机音响

车载电话 泊车辅助装置

多功能显示器 组合仪表板

导航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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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活模式

+ Bat

DATAB

+ VAN
1

2
3

4
5

6

78

9
6

6

10 10 10
主控系统

执行系统 执行系统 执行系统

控制单元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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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N

R1

R0

R2

Tx

Data

Data 

差分模式

线路接口

0V
12V

0II0I000

协
议
控
制
器

+ VAN



DCAD/DSR64

VAN

R1

R0

R2

Tx

Data 

Data

在 Data
线上
采用降
级模式

线路接口

0V
12V

0II0I000

协
议
控
制
器

+ V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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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N

R1

R0

R2

Tx

Data

Data 

线路接口

0V
12V

0II0I000

协
议
控
制
器

+ V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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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

Control Area Network

胡思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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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M M

M M

多主控系统

原理

胡思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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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于 : 系统间

系统间 CAN 网 (信息流量 250 – 500  千位 / 秒)

驱动防滑
及防抱死
制动系统

悬架系统发动机
电控系统

(实现信息资源共享)

自动变速箱
系统

胡思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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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输速率 :

•最高传输速率为： 1 百万位 / 秒

•CAN 低速 ：最大至 125 千位/秒

•CAN 高速 ：最大至 1 百万位 / 秒

• 法国 PSA 集团使用传输速率为 250 – 500 千位 /秒 CAN 网络

胡思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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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 HS:

CAN-H

CAN-L

ΔV = 2V

V

t
0

2,5 V

1,5 V

3,5 V

隐性状态 隐性状态显性状态

1 0 1

上升时间/ 下降时间
Δ t (10 / 90 %)

上升时间/ 下降时间
= ¼ bit (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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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H 地线短路=>无运行可能

CAN-H 正极短路=>无运行可能

CAN-H 地线短路=>无运行可能

CAN-L 正极短路=>无运行可能

CAN-H 上呈开路=>无运行可能

CAN-L 上呈开路=>无运行可能

CAN-H和CAN-L相互短路=>无运行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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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CAN
高电平高电平

CAN CAN 协议协议

CAN CAN 
低电平低电平

1V1V

2525 μμss

开 始 标识 符 命令 数据 控制 数据 结束 校验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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帧结构 ：

帧间距

帧 间 距 ： 空帧

开 始

开 始 : 帧 开 始

控制

控 制 : 控 制 域

信息

信 息 : 通 过 某 种 设 备 传 输 或 在 其 内 部 读 取 的 数 据

校验

校 验 : 接 收 校 验 域

命令

命 令 : 命 令 域.

标识符

标 识 符 : 帧 标 识 域

结束

结 束 : 帧 结 束

CAN

胡思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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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一个数据帧开始的符号
明确划分数据帧的开始，确保同步功能

信封

1

标识符：数据帧识别区域
标明数据接收方或这些数据的性质

邮票

地址

2

数据帧的控制区域
显示数据帧的性质，如果数据帧是问题，可以显示答复和参数的发送

如果必要，同样显示接收方对信息的良好接收（我们称肯定响应）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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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输的或被设备读取的数据区域

4

从数据帧的开端检查传输无误

5

回执区域（肯定）
可以显示数据帧中数据的接收方在最后数据中接收无误
VAN =非强制性的，在COM区域被要求
CAN = 系统地

-----------
-----------

6

表示一个数据帧结束的符号
明确规定数据帧结束（确保同步功能）

7



DCAD/DSR77

CAN

R0

Tx

滤波器

CAN-H
CAN-L

差分模式

线路接口

0II0I000

协
议
控
制
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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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

R0

Tx

CAN-H
CAN-L

线路接口

滤波器

协
议
控
制
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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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处理器

微处理器+CAN

并联CAN网

协议控制器

协议控制器

协议控制器

串联CAN网

集成CAN网

执行CAN网

线路接口

线路接口

线路接口

线路接口

CAN网结点应用

CAN网结点的结构 CAN-L
CAN-H

微处理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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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

R

RC

R

R C

CAN_H

CAN_L

Ω

60

60 Ω

60 Ω

60 Ω

60 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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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Ω 60Ω

60Ω 60Ω

智智
能能
化化
服服
务务
器器

BSI

1320 1630 7020 7740

H3

H4 14 15

9000
2

4

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