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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件触发
提供了模拟FEC发送

到触发板的数据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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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拟FEC发送数据到TVT的触发板

层符合的软件触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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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C数据格式

Ø TAO-TVT 模拟FEC发送
根据模拟得到的root格式的事例数据（包含噪声数据和有效事例数据）

组装成指定格式的FEC数据发送到TVT的触发板卡

图1 仿真得到的事例数据 图2 发送并存盘的模拟FEC数据 图3 触发板卡收到的FEC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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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测试满足千兆连接的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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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模拟FEC发数带宽测试

程序带宽测速（平均） iperf测速（平均）

服务器名 hd102（发送方） hd103（接收方）

CPU型号
Intel(R) Xeon(R) Gold 
6226R CPU @ 2.90GHz

Intel(R) Xeon(R) Gold 
6226R CPU @ 2.90GHz

CPU逻辑核数 64 64

网卡 25 x 2 Gbps网卡

l 程序成功运行 

l 对比原始文件检查发送到触发板的数据

l 实验证明发送的数据格式符合FEC的设计

模拟FEC数据发送的程序自检

• 自发自收接收方收数存盘

• 将存盘的数据解析

• 同FEC数据格式和原始数据进行检查

已经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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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结果说明模拟数据源可以成功驱动整个
自检数据链的验证

  帮助系统提前验证功能

发现硬件触发确实存在问题

模拟FEC发送

硬件触发

软件触发

主要内容
实验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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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形缓冲区优点

u 避免线程并发的安全问题

u 无需增加互斥访问机制

u 提高线程访问环形缓冲区效率

环形缓冲区可以使用
的数据量为X

一个需要处理的含波
形的数据包大小为Y

X≥Y

读出一个数据包的波
形数据

检查数
据格式
是否正

确

读出一个触发数据的
波形数据

依据读出的波形数据
画图

跳过这一组数据进入
下一组数据包校验

N

Y

Y

N

图为环形缓冲区运用到波形读出的逻辑

已经完成
对比环形缓冲区和共享内存的方式后选
择了更为灵活高效的环形缓存区方式

波形读出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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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已可以实现将FEC波形数据读出来的同时并且显示出来

使用工具：ROOT

 目前完成的工作

l 读出线程和检查线程解耦

l 已经接入模拟数据源测试跑通

l 十六个通道波形已经成功显示

数据高效直观的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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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习CUDA的相关内容

• 了解组内相关工作

• 配置实验所需环境

• 协助电子学进行联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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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善波形读出的页面布局等问题

• 协助前端电子学的联调

• 着手调研论文准备开题

• 完成其他后续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