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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课程简介

本课程内容基于虚拟仪器开发平台 (LabVIEW)，介绍 G 语言的特点和程

序设计方法主要讲授:G 语言概念、编程入门、程序控制逻辑、数据结构、图形

表示、数据存储、调试技术与数据采集等。课程采用多媒体教学。学生通过理论

学习和上机实验训练，了解 G 语言的基本知识，具备图形化编程的基本技能，

为进一步学习计算机测试技术打下基础。

二、案例基本信息

1.案例名称：湖北襄阳市鱼梁洲过江隧道环境监测可视化系统

2.对应章节：第 2 章第 2 节

3.课程讲次：1

三、案例教学目标

1.知识目标

- 了解图形化编程的基本概念和原理

- 掌握 LabVIEW 软件的基本操作和编程技巧

- 理解数据采集、处理和控制的基本方法和技术

2.能力目标

- 能够运用 LabVIEW 软件进行简单的数据采集、处理和控制实验

- 能够设计和实现基于 LabVIEW 的简单图形化编程项目

- 能够分析和解决实际工程中的数据采集、处理和控制问题



3.价值目标

- 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和实践能力，提高他们的工程实践能力

- 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激发他们的创造力

- 培养学生的团队合作精神和沟通能力，提高他们的团队协作能力

四、案例主要内容

在 LabVIEW 中，可以通过图形化设计的思路来实现对隧道的照度、亮度、

风速、风向、一氧化碳、能见度的监测。下面是一个简单的示例：

1. 创建一个新的 LabVIEW 项目，建立一个主 VI（Virtual Instrument，虚

拟仪器）作为主程序框架。

2. 在主 VI 中，使用图形化的编程方式，添加各种传感器模块的虚拟仪器（例

如模拟输入模块、数字输入模块），并连接到相应的传感器。

3. 使用 LabVIEW 的数据采集模块，设置采集频率和采集通道，以实时采集

各种传感器的数据。

4. 在主 VI 中，添加数据处理和显示模块，对采集到的数据进行处理和分析，

并将结果显示在用户界面上。

5. 在用户界面上，添加各种图形化的控件，如图表、指示灯、数字显示等，

用于实时显示监测数据的变化。

6. 设计报警功能，当监测数据超出预设范围时，触发报警，通过 LabVIEW

的通信模块发送警报信息。

五、案例教学设计

1.案例导入

本节课首先学习 Labview 图形化编程的基础知识，引出各种图形化元素的

交互操作方法，从而，引导同学设计一个隧道的环境监测数据显示方案。最后带

领同学根据襄阳鱼梁洲过江隧道的实际需求，设计出环境监测部分的交互方案。



引导学生探究思考，我们学习的本课程知识可以在哪些地方使用，激法学生学习

积极性和主动性，产生专业自信，激发社会责任感。

2.教学方法（仿宋，四号，首行缩进两字符，加黑）

（1）以 Labview 的各个组件功能为切入口，探讨其作用。

图 1 字符串控件



图 2 数值控件

（2）分析隧道环境监测需求，设计显示界面。

1. 照度和亮度：在隧道内外的光照条件可能会有显著的差异，因此需要监

测隧道内外的照度和亮度水平，以便及时调整照明设施，确保驾驶员在隧道内外

都能获得适当的照明。

2. 能见度：隧道内的能见度对驾驶员的安全至关重要。监测能见度可以帮

助交通管理部门及时采取措施，比如调整通风系统或者进行清洁维护，以确保隧

道内的良好能见度。



3. 一氧化碳：车辆尾气和其他燃烧排放物可能会在隧道内积聚，导致一氧

化碳浓度升高，对驾驶员和乘客的健康造成威胁。因此，需要监测一氧化碳浓度，

及时发现问题并采取措施改善空气质量。

4. 风速和风向：隧道内的风速和风向对于火灾风险和排烟效果有重要影响。

监测风速和风向可以帮助预防火灾并指导疏散策略。

为了满足以上监测需求，可以采用各种传感器和监测设备，比如光照度传感

器、能见度传感器、一氧化碳监测仪、风速风向传感器等。这些传感器可以实时

监测隧道内外的环境参数，并将数据传输到监控中心，以便交通管理部门及时采

取相应的措施。

图 3 手动模式

图 4 整体效果



六、教学反思

通过图形化编程的方式，可以直观地将各个模块连接起来，形成一个完整的

监测系统。图形化编程的优点包括：

1. 直观性：LabVIEW 采用图形化的编程方式，使得程序的结构和数据流程

一目了然，易于理解和调试。

2. 灵活性：可以通过拖拽、连接和配置模块，快速搭建出一个复杂的监测

系统，而无需深入了解底层的编程语言细节。

3. 可视化：LabVIEW 提供了丰富的可视化控件和图表，可以直观地显示监

测数据的变化趋势，便于用户理解和分析。

4. 模块化：图形化编程鼓励模块化设计，可以将不同功能的模块分开设计，

便于维护和扩展。

5. 易于学习：相对于传统的文本编程，图形化编程更容易被初学者理解和

掌握，降低了学习曲线。

通过 LabVIEW 的图形化编程方式，可以快速、直观地实现对隧道监测数据

的采集、处理和显示，提高了工程师的工作效率和系统可维护性。

本实际案例，能帮助学生将抽象的编程概念与实际应用场景相结合，增强他

们对编程知识的理解和应用能力。同时，有以下问题需要考虑并反思。

跨学科整合：隧道监测系统涉及到传感器技术、数据采集、数据处理、用户

界面设计等多个领域，可以作为跨学科整合的案例，帮助学生理解不同学科之间

的关联。

图形化编程教学：通过该案例可以引导学生了解图形化编程的优点和适用场

景，帮助他们理解图形化编程与传统文本编程的区别，以及图形化编程在工程实

践中的应用。

实践能力培养：通过该案例的教学，学生可以亲自动手搭建隧道监测系统，

从而培养他们的实践能力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系统思维培养：隧道监测系统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教学过程中可以引导

学生从整体上思考系统的设计与实现，培养他们的系统思维能力。



职业素养培养：通过该案例教学，可以培养学生对工程实践中的职业素养，

如工程设计规范、安全性、可靠性等方面的认识和实践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