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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自從積體電路與單晶片微處理器廣泛的應用於汽車工業，汽車電子(Automobile Electronics)的控制單元也日益增多，各種控

制器及感測器相互之間的訊息交換，構成汽車內部網路匯流排。在1983年由德國Bosch公司提出車用控制區域網

路(Controller Area Network, CAN)，現今已廣泛地應用於不同領域的工業控制及自動化。 CANopen是基於CAN的高層協定

，它是嵌入式系統網路中應用中最為普及的一種高層協定，特別是汽車內部的嵌入式控制網路。CANopen協定定義了標準

的通訊物件，可以使各種通訊訊息如即時資料、資料分配、緊急訊息、及網路管理訊息皆能封裝在標準通訊物件中在網路

上傳送。 本研究對CANopen協定進行分析，並根據在控制系統通訊與網路管理的需求，設計規劃CAN Bus通訊的應用層協

定。在硬體部份，以AT89C51CC03處理器作為系統核心，電壓準位轉換器及傳收器構成主要的節點電路。在軟體部分，

以C51語言編寫，實現從節點與CANopen網路通訊和管理功能。由於本文屬於研究性設計，在現有的設備條件下，實現溫

度偵測及馬達控制系統兩項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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