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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内容

◼ 一月

➢课题插件式ExpDAQ框架的开发

➢成都HUNT Baikal 预研测试

◼ 二月

➢TDC时间数据转换器实验

◼ 三月&四月

➢HUNT Baikal预研实验投放调试

➢ IEEE RT会议

◼ 其他工作

➢校园宇宙线观测联盟（CCOC）DAQ维护



3

插件式ExpDAQ软件框架研制

➢一种插件式的数据获取与处理软件框架的研制

➢开发优化插件式DAQ框架，并首次应用

➢初步实现了框架基本的数据单元DFC

➢数据在不同DFC之间传递、聚合分发等功能

图 1. 插件式数据获取与处理软件框架概念图图 2. 插件式数据获取与处理软件框架架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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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完善插件式DAQ框架，并首次应用

➢简化数据配置方式，通过csv文件生成

➢初步实现了在线生成配置流处理工具

插件式ExpDAQ软件框架研制

图 3. 动态数据流配置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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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HUNT Baikal预研测试

➢测试读出电子学的高压、阈值、温湿度等慢控数据

➢对LED、加速度计、磁力计等模块配置测试

➢对波形数据在线读出解码

➢编写用户使用手册

HUNT波形电子学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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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NT Baikal投放调试

➢完善DAQ框架，对12路通道数据进行读出，新增TQ电子学板的读出测试

➢完善UI界面，新增加速度计、磁力计的在线读出与配置，并实时计算显示

➢优化存储的数据格式、修复湿度不能正常显示等bug

➢对DAQ框架的代码模块解耦，实现快速部署

◼ 一串12个OM已投放
➢ 稳定运行一个月
➢ 数据获取量约5TB
➢ 波形信号率在2K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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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DC时间数据转换器实验

➢ TDC时间转换器实验

➢由于电子学布线长度等原因→延迟单元的延迟

时间参差不齐→灵敏度降低

➢基于统计学的码密度法对TDC延迟单元非线性

进行测试→估计出延迟单元的延迟时间

图 5. TDC实验数据获取GUI界面

图 4. TDC探测器与电子学联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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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DC时间转换器实验

➢ 64路电子学通道数据读出、离线事例组装

➢根据码密度表对tdc时间进行计算

➢编写使用手册等

图 8. TDC十万刻度码密度表

图 6. 电子学验证八通道tdc时间分辨

图 7. 6号通道的时间分辨



9

IEEE RT会议

➢参加RT会议

➢撰写摘要、设计RT海报等内容

➢做口头minioral报告、海报展示

IEEE RealTime Poster展示IEEE RealTime MiniOral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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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OC DAQ维护

➢继续维护CCOC DAQ，以及数据的实时上传

➢目前百度云数据已存储 5GB三重符合事例数据量

➢调试修复石家庄一中的3号探测器高压模块

◼ 终端实时监测数据的产生并压缩上传百度云
➢ 稳定运行六个月
➢ 数据即时同步至高能所

@石家庄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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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研究内容

➢ 开展通用小型化数据获取与处理软件研究，完成v1.0版本开发，
在HUNT预研、宇宙线时间同步验证实验 等实验中得到应用

➢ 与电子学联调，满足用户的需求，编写使用手册

◼下一步工作

➢ 重点在插件式DAQ的开发与完善

➢HUNT Baikal读出数据做离线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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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nk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