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47 

 

 

 

 

 

 

IAC-IMX6UL-Kit  Linux 

测试手册 

版本号：V1.0 

  



 

 
                                           2/47 

 

目录 

前言................................................................................................................................ 5 

读者对象................................................................................................................ 5 

产品版本说明........................................................................................................ 5 

修订记录................................................................................................................ 5 

一、准备工作................................................................................................................ 6 

二、主板功能测试........................................................................................................ 9 

2.1 蜂鸣器测试..................................................................................................... 9 

2.1.1 概述....................................................................................................... 9 

2.1.2 测试步骤.............................................................................................. 9 

2.1.3 可能出现的问题................................................................................ 11 

2.2 RTC 测试......................................................................................................... 11 

2.2.1 概述.................................................................................................... 11 

2.2.2 测试步骤............................................................................................ 11 

2.2.3 可能遇到的问题................................................................................ 14 

2.3 看门狗测试................................................................................................... 14 

2.3.1 概述.................................................................................................... 14 

2.3.2 测试步骤............................................................................................ 15 

2.3.3 可能遇到的问题................................................................................ 16 

2.4 串口测试....................................................................................................... 16 

2.4.1 概述.................................................................................................... 16 

2.4.2 测试步骤............................................................................................ 17 

2.4.3 可能出现的问题................................................................................ 19 

2.5 USB 测试 ........................................................................................................ 20 

2.5.1 概述.................................................................................................... 20 

2.5.2 测试步骤............................................................................................ 20 

2.5.3 可能遇到的问题................................................................................ 22 

2.6 TF 卡测试 ....................................................................................................... 22 



 

 
                                           3/47 

 

2.6.1 概述.................................................................................................... 22 

2.6.2 测试步骤............................................................................................. 22 

2.6.3 可能遇到的问题................................................................................. 24 

2.7 GPIO 测试 ...................................................................................................... 24 

2.7.1 概述.................................................................................................... 24 

2.7.2 测试步骤............................................................................................ 24 

2.7.3 可能遇到的问题................................................................................ 27 

2.8 网络测试....................................................................................................... 27 

2.8.1 概述.................................................................................................... 27 

2.8.2 测试步骤............................................................................................ 27 

2.8.3 可能出现的问题................................................................................ 28 

2.9 3G/4G 模块测试 ............................................................................................ 29 

2.9.1 概述.................................................................................................... 29 

2.9.2 测试步骤............................................................................................ 29 

2.9.3 可能出现的问题................................................................................. 32 

2.10 wifi 测试....................................................................................................... 33 

2.10.1 概述 ................................................................................................. 33 

2.10.2 测试步骤 ......................................................................................... 33 

2.10.3 可能遇到的问题 ............................................................................. 37 

2.11 AD 测试 ........................................................................................................ 38 

2.11.1 概述 ................................................................................................. 38 

2.11.2 测试步骤 ......................................................................................... 38 

2.11.3 可能遇到的问题 ............................................................................. 39 

2.12 按键测试..................................................................................................... 39 

2.12.1 概述 ................................................................................................. 39 

2.12.2 测试步骤 ......................................................................................... 39 

2.12.3 可能遇到的问题 ............................................................................. 40 

2.13 CAN 测试...................................................................................................... 40 

2.13.1 概述 ................................................................................................. 40 

2.13.2 测试步骤 ......................................................................................... 40 



 

 
                                           4/47 

 

2.13.3 可能遇到的问题 ............................................................................. 41 

2.14 音频测试..................................................................................................... 42 

2.14.1 概述 ................................................................................................. 42 

2.14.2 测试步骤 ......................................................................................... 42 

2.14.3 可能遇到的问题 ............................................................................. 44 

2.15 LCD 显示与 VGA 测试 ................................................................................. 44 

2.15.1 概述 ................................................................................................. 44 

2.15.2 测试步骤 ......................................................................................... 44 

2.15.3 可能遇到的问题 ............................................................................. 44 

2.16 触摸屏测试................................................................................................. 45 

2.16.1 概述 ................................................................................................. 45 

2.16.2 测试步骤 ......................................................................................... 45 

2.16.3 可能出现的问题 ............................................................................. 47 

2.17 QT 测试 ........................................................................................................ 48 

2.17.1 概述 ................................................................................................. 48 

2.17.2 测试步骤 ......................................................................................... 48 

2.17.3 可能遇到的问题 ............................................................................. 49 

 

 

 

  



 

 
                                           5/47 

 

前言 

本手册主要介绍各个功能的测试方法。请在阅读本手册之前务必仔细阅读如

下手册： 

《IAC-IMX6UL-Kit 硬件说明书.pdf》 

《IAC-IMX6UL-Kit 用户手册.pdf》。 

 

读者对象 

本手册主要适用于以下工程师： 

 测试工程师 

 技术支持工程师 

 软件开发工程师 

 

产品版本说明 

本手册适用的产品版本描述如下： 
产品名称 产品版本 

IAC-IMX6UL-Kit V1.0 

 

修订记录 

修订记录累积了每次文档更新的说明。最新版本的文档包含以前所有文档版

本的更新内容。 

修订日期 版本 修订说明 

2016/10/20 V1.0 版本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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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准备工作 

 将底板 IAC-IMX6UL-MB-Beta-V3.00 与核心板 IAC-IMX6UL-CM-Beta-V1.12

连接 

 将 7 寸电阻屏 QY-AT070TN83-V1 连接在开发板上 J8 接口 

 串口连接： 通过提供的串口线将开发板的调试串口(J14)与 PC 机的串口

连接。 

 网络连接： 通过网线将开发板的以太网接口(J2)与 PC 机的网络接口连 

    接。 

 串口设置： 打开终端通讯软件 Xshell（迷你终端或 Windows 下的超级

终端），选择所用到的串口并设置如下参数：波特率（115200）、数据位

（8 位）、停止位（1 位）、校验位（无）、数据流控制（无），具体操作

如图 1-1，图 1-2 所示： 

 

 

 

图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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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图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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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测试程序位于/usr/ test 目录下，请切换到该目录下，命令及参考图如下表所

示，后续测试操作都在该目录下完成。 

命令 # cd /usr/test/ 

相关描述 进入/usr/ test 目录 

测试现象 
执行命令后，用户可以从打印信息中看到应用程序，详见

参考图 

参考图 
 

 

 

 

 

 

 

 

 

 

 

 

 

 

 

 

 

 

 

 

 

 

 

 



 

 
                                           9/47 

 

二、主板功能测试 

2.1 蜂鸣器测试 

2.1.1 概述   

IAC-IMX6UL-Kit 主板使用 GPIO3_4 控制主板上的蜂鸣器。当 GPIO3_4 设置

为低电平时，蜂鸣器不工作，GPIO3_4 设置为高电平时蜂鸣器鸣响。 

 

2.1.2 测试步骤 

步骤一： 

命令 # ls /dev 

相关描述 
查看是否有可用设备节点，若无蜂鸣器设备节点请查看本手

册 2.1.3 

测试现象 
执行命令后，用户可以在打印信息中看到蜂鸣器节点，详见

参考图 

参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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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二： 

命令 # ./ buzzer_test 

相关描述 运行测试程序，根据提示信息进行下一步操作 

测试现象 
执行命令后，用户可以从打印信息中得到提示信息，详见参

考图 

参考图 
 

 

注： 

步骤二参考图中红色圈标注部分是提示信息，提示./buzzer_test 后要加 0 或 1 改变 

状态。 

 

步骤三： 

命令 # ./ buzzer_test 1 

相关描述 输出高电平控制蜂鸣器响 

测试现象 
执行命令后可以听到蜂鸣器发出“滴”的声音直到关闭蜂鸣

器 

参考图  

 

步骤四： 

命令 # ./ buzzer_test 0 

相关描述 输出低电平控制蜂鸣器不响 

测试现象 执行命令后蜂鸣器不再发出声音 

参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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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可能出现的问题 

  /dev 目录下无 qiyang_buzzer 设备节点。 

解决的办法： 

1、 查看是否添加蜂鸣器驱动程序。 

2、 查看当前内核配置（make menuconfig）是否与《IAC-IMX6UL-Kit BSP

开发指南》所描述的一样。 

 

2.2 RTC 测试 

2.2.1 概述 

IAC-IMX6UL-Kit 主板使用 I2C 连接底板上的 DS3231 芯片作为外部硬件时钟。

RTC 通过 date 系统命令设置系统时间，用 hwclock 命令把系统时间写入硬件时

钟，通过 rtc_test 测试程序读取硬件时钟并打印出来，断电后重启，查看时钟是

否准确。请在测试 RTC 之前，确保 BT1 处已经安上电池。 

 

2.2.2 测试步骤 

步骤一： 

命令 # ls /dev 

相关描述 
查看是否有可用设备节点，若无 rtc 设备节点请查看本手册

2.2.3 

测试现象 
执行命令后用户可以从打印信息中看到 rtc 设备节点，详见参

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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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图 

 

 

步骤二： 

命令 # date 

相关描述 在板子上执行 date 命令，可查看到当前系统时钟 

测试现象 
执行命令后，用户可在打印信息中看到当前系统时钟，详见

参考图 

参考图 
 

 

步骤三： 

命令 # date -s "2017-06-20 10:47:00" 

相关描述 
用 date 命令设置系统时钟，比如按当前 PC 的显示时间来设

置 

测试现象 
执行命令后，用户可在打印信息中看到设置的时间，详见参

考图 

参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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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四： 

命令 # hwclock -w 

相关描述 用 hwclock 命令把系统时间写入硬件时钟芯片 

测试现象 无 

参考图 
 

 

步骤五： 

命令 
# date 

# hwclock 

相关描述 分别用 date 和 hwclock 命令来查看系统和硬件时钟 

测试现象 
执行命令后，用户可在打印信息中看到系统和硬件的时间，

详见参考图 

参考图 

 
 

步骤六： 

命令 #./rtc_test 

相关描述 设置成功之后，执行 rtc_test 测试程序 

测试现象 
执行命令后，用户可以看到 RTC 时钟精准走时，无丢秒现象，

详见参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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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图 

 
 

步骤七： 

断电后重新上电，查看系统和硬件时钟，看时间有没保存，走时是否精准。 

 

2.2.3 可能遇到的问题 

  /dev 目录下无 RTC 设备节点。 

解决的办法： 

1、 查看是否已经添加 RTC 驱动程序。 

2、 查看当前内核配置（make menuconfig）是否与《IAC-IMX6UL-Kit BSP 开

发指南》所描述的一样。 

  时间无法保存、走时偏差很大、无法查看硬件时钟。 

解决的办法： 

1、 查看电池是否安放。 

2、 查看电池是否有电。 

 

2.3 看门狗测试 

2.3.1 概述 

IAC-IMX6UL-Kit 主板板载一块看门狗芯片，使用看门狗可以在系统死机时重

启。测试时，使能看门狗，对看门狗进行喂狗与非喂狗操作看系统能不能正常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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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 

2.3.2 测试步骤 

步骤一： 

命令 # ls /dev 

相关描述 
查看是否有可用设备节点，若看门狗设备节点请查看本手册

2.3.3 

测试现象 
执行命令后，用户可以在打印信息中看到看门狗设备节点，

详见参考图 

参考图 

 

 

步骤二： 

命令 # ./watchdog_feed_test 

相关描述 打开看门狗，并喂狗 

测试现象 
执行命令后，用户可以在打印信息中看到使能看门狗，详见

参考图 

参考图 

 

 

步骤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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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令 # ./watchdog_nofeed_test 

相关描述 打开看门狗，不喂狗 

测试现象 执行命令后，系统重启 

参考图 无 

 
 

2.3.3 可能遇到的问题 

  /dev 目录下无看门狗设备节点。 

解决的办法： 

1、 查看是否已经添加看门狗驱动程序。 

2、 查看当前内核配置（make menuconfig）是否与《IAC-IMX6UL-Kit BSP 开发

指南》所描述的一样。 

 

2.4 串口测试 

2.4.1 概述 

在 IAC-IMX6UL-Kit主板上，共有 5路串口，其中 1路被用来作为调试串口(J14)，

其他 4 路可以当作 RS232 普通串口使用，其中： 

COM2(J17)、COM3(J16)、COM5(J15)为 5 线串口。 

COM4 是 485(J12)。 

本测试程序只针对 RS232 普通串口进行测试。 

串口测试时，需要用到两个串口： 

1、 一个接调试串口，用于交互。 

2、 一个接待测串口，用于测试串口收发数据。 

如果 PC 机上只有一个串口，串口连接待测串口，用网线连接开发板，通过

超级终端 xshell telent 功能登录开发板系统来作为调试串口操作。 

  PC 机登录开发板设置步骤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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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程序实现了一个串口每隔 1s 发送字符数据“Comx RS232 test string!”，

其中 x 为实际测试的串口号，同时通过多线程方式，阻塞读取串口数据并打印。 

 

2.4.2 测试步骤 

这里以 COM2 (J17)为例作介绍，其他串口测试方法一样。 

步骤一：打开串口调试助手，并进行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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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二（此步骤开始都是在超级终端下 telent 下操作）： 

命令 # ls /dev 

相关描述 
查看是否有可用设备节点，若无串口设备节点请查看本手册

2.4.3 

测试现象 
执行命令后，用户可以在打印信息中看到串口设备节点，详

见参考图 

参考图 

 

 

步骤三： 

命令 # ./serial_test 

相关描述 运行串口测试程序 

测试现象 
执行命令后，用户可以从打印信息中看到串口提示信息，详

见参考图 

参考图 

 

 

注： 

Com2 -> J17 -> /dev/ttymxc1 

Com3 -> J16 -> /dev/ttymxc2 

Com4 -> J12 -> /dev/ttymxc3 

Com5 -> J15-> /dev/ttymxc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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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三： 

命令 # ./serial_test 0
①

 

相关描述 运行串口应用程序 

测试现象 

执行命令后，用户可以看到 telent 终端接收并打印出串口调

试终端发出的信息，串口调试助手接收并打印出串口发出的

信息，详见参考图 

参考图 

 

telnet和串口调助手上都能收到数据并且数据显示无误，表示串口功能正常。 

com2 测试完毕后，Ctrl+C 退出程序，继续其他串口测试，测试方法相同。 

 

2.4.3 可能出现的问题 

  在打开串口调试助手的时候出现如下图所示窗口： 

 

                                                 

注： 

① /serial_test 0 表示测试 co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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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决的办法： 

1、 检查串口线有没有接好。 

2、 检查之前在超级终端运行的 serial 是否已经断开连接。 

  串口通讯异常或者无法通讯。 

   解决的办法： 

1、 检查串口线是否连接好。 

2、 检查调试软件配置是否正确。 

 

2.5 USB 测试 

2.5.1 概述 

在 IAC-IMX6UL-Kit 主板上，共有 4 路 USB 口。1 路和 4 路(J6)作为 device 口, 

用于 USB 方式下载固件程序。2 路和 3 路作为 host 口使用，其中一路与 Wifi 接

口复用，一路与 minipci 复用，本测试针对 host 口进行测试。 

开发板 USB host 口支持热插拔，将 U 盘插入后系统会自动识别并打印出 U 

盘相关信息。识别后在 /dev 目录下生成该设备节点 /dev/sda 及分区节点

/dev/sda1（若有多个分区，则数字部分依次增加）。最终系统会自动将所有分区

挂载到/media/目录下，通过读写对应目录下的文件来判断该接口是否正常。 

 

2.5.2 测试步骤 

测试以只有一个分区的 U 盘为例。 

步骤一：将正常使用的 U 盘插入 USB host 口，调试串口打印如下信息： 

 

 

 

步骤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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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令 # fdisk -l /dev/sda 

相关描述 通过 fdisk 命令来查看 U 盘信息 

测试现象 
执行命令后，用户可以看到 U 盘的设备节点，以及文件系统，

详见参考图 

参考图 

 

 

 

步骤三： 

命令 #df -h 

相关描述 查看 U 盘是否自动挂载 

测试现象 执行命令后，用户可以看到挂载的设备的信息 

参考图 

 
 

步骤四： 

命令 # ls /media/sda1 

相关描述 查看 U 盘里的内容 

测试现象 
执行命令后，用户可以从打印信息中看到挂载目录下 TF 卡的

内容，详见参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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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图 

 

 

2.5.3 可能遇到的问题 

  插入 U 盘后，无任何打印信息或者能识别但出现读写错误。 

解决的办法： 

1、 查看当前内核配置（make menuconfig）是否与《IAC-IMX6UL-Kit BSP 开

发指南》所描述的一样。 

2、 可能 U 盘损坏，可以在 PC 机上格式化之后再试一下。 

3、 可以换一个 U 盘测试一下。 

 

2.6 TF 卡测试 

2.6.1 概述 

IAC-IMX6UL-Kit 主板提供了 1 路 TF 卡接口(J11)可供用户使用。板载 TF 卡接

口支持热插拔，将 TF 卡插入后，系统会识别该 TF 卡，并打印出 TF 卡相关信息。

在/dev 目录下生成该设备节点及分区节点, 之后系统会自动将所有分区挂载到

/media/目录下，通过读写对应目录下文件，可判断该接口是否正常。 

 

2.6.2 测试步骤 

以下测试步骤以只有一个分区的 TF 卡为例，若有多个分区，则测试方法类

似。 

步骤一： 

在这里插入一张 64G 的 TF 卡，产生的设备节点为/dev/mmcblk0（若有多个

分去，分区 N 对应的分区设备节点/dev/mmcblk0pN），打印信息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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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二： 

命令 # fdisk -l /dev/mmcblk0 

相关描述 通过 fdisk 命令来查看 TF 信息并挂载 

测试现象 
执行命令后，用户可以在打印信息中看到 TF 的相关信息，详

见参考图 

参考图 

 

 

步骤三： 

命令 # df –h 

相关描述 查看具体的挂载目录 

测试现象 
执行命令后，用户可以从打印信息中看到 TF 卡挂载目录，详

见参考图 

参考图 

 
 

步骤四: 

命令 # ls /media/mmcblk0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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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描述 查看 TF 卡里的内容 

测试现象 
执行命令后，用户可以从打印信息中看到挂载目录下 TF 卡的内

容，详见参考图 

参考图 

 

 
 

2.6.3 可能遇到的问题 

  插入 SD 卡后，无任何打印信息或者能识别但出现读写错误。 

解决的方法： 

1、 可能 SD 卡损坏，可以用读卡器外接在 PC 机上格式化之后再试一下. 

2、 可以换一个 SD 卡测试一下。 

3、 查看当前内核配置（make menuconfig）是否与《IAC-IMX6UL-Kit BSP 开

发指南》所描述的一样。 

 

2.7 GPIO 测试 

2.7.1 概述 

本测试针对以下 GPIO 引脚： 

J20 上的 IMX_GPIO4_23、IMX_GPIO4_24 IMX_GPIO4_25 IMX_GPIO4_26、

IMX_GPIO4_27、IMX_GPIO4_28、IMX_GPIO1_18。 

gpio_test 0 测试 gpio 引脚无外部连接情况下，把所有引脚先后设置成低电

平或高电平，通过外部测量 gpio 实际电平来确认 gpio 是否正常。 

gpio_test 1 直接读取外接电平信号，用户可通过读取的电平值与连接的电平

值做比较，确认 gpio 是否正常。 

 

2.7.2 测试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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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一： 

命令 # ls /dev 

相关描述 
查看是否有可用设备节点，若无 GPIO 口设备节点请查看本手

册 2.7.3 

测试现象 
执行命令后，用户可以在打印信息中看到 GPIO 口设备节点，

详见参考图 

参考图 

 

 

步骤二： 

命令 # ./gpio_test 

相关描述 运行 GPIO 测试程序 gpio_test 

测试现象 
执行命令后，用户可以从打印信息中看到提示如何设置或获取

GPIO 口状态的信息，详见参考图 

参考图 

 

 
注： 

如步骤二参考图所示，./gpio_test 0 为设置 gpio 口电平，./gpio_test 1 为获取 gpio 电平 

 

步骤三： 

命令 # ./gpio_tes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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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描述 根据步骤一提示信息，获取 GPIO 口电平 

测试现象 
执行命令后，用户可以从打印信息中看到当前 GPIO 口的状态，

详见参考图 

参考图 

 

 

步骤四： 

命令 # ./gpio_test 0 

相关描述 根据步骤一提示信息设置 GPIO 口电平 

测试现象 
执行命令后，用户可以从打印信息中看到 GPIO 口的设置信息，

详见下图 

参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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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测试过程中如步骤四参考图所示，把每个 GPIO 口设置成低电平，按回车之后把所有

GPIO 口设置成高电平，再按回车，提示测试 OK。 

 

2.7.3 可能遇到的问题 

  /dev 目录下无 qiyang_imx6_gpio 设备节点。 

解决的办法： 

1、 查看是否添加 GPIO 驱动程序。 

2、 查看当前内核配置（make menuconfig）是否与《IAC-IMX6UL-Kit BSP 开

发指南》所描述的一样。 

 

2.8 网络测试 

2.8.1 概述 

IAC-IMX6UL-Kit 开发板板载 2 个百兆网卡(J2，J3)。默认配置成自动获取 ip，

也可手动设置 ip，使用 ping 命令测试与外网是否能够通信。 

 

2.8.2 测试步骤 

这里以 eth0 为例作介绍，其他网口测试方法一样。 

步骤一：将网线接在 eth0 上(J2) 

命令 # ifconfig 

相关描述 查看网卡 eth0 是否处于 RUNNING 状态。 

测试现象 
执行命令后，用户可以从打印信息中看到 eth0 是否处于

RUNNING 状态。详见参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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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图 

 

 

步骤二： 

命令 #ping –I eth0 www.baidu.com 

相关描述 与外网进行通信 

测试现象 执行命令后，用户可以从打印信息中看到与外网的通信信息，

详见参考图 

参考图 

 

 

注： 

如步骤二参考图所示表示网口一正常，packet loss 表示丢包率（丢掉的数据/发送的数

据）。若手动设置 ip 地址，则需设定网关，输入命令：route add default gw 192.168.1.1 

 

2.8.3 可能出现的问题 

  插上网线没有出现 eth0 或 eth1 become ready。 

解决的办法： 

1、 查看当前内核配置（make menuconfig）是否与《IAC-IMX6UL-Kit BSP 开

发指南》所描述的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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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查看《IAC-IMX6UL-Kit BSP 开发指南》描述的相关文件是否已经修改成实

际情况数据。 

 

2.9 3G/4G 模块测试 

2.9.1 概述 

IAC-IMX6UL-Kit PCIE 接口（J7）接入 3G/4G 模块。使用拨号上网，查看与外

网是否能通信。 

 

2.9.2 测试步骤 

步骤一： 

在 J7 接入 3G/4G 模块。会出现如下图所示打印信息： 

 

 

步骤二： 

将电信手机卡插入到开发板背面的手机卡槽(J30)（这里以电信卡为例）。 

 
注： 

3G/4G 模块测试方式一样，测试前需确定当前模块所支持的制式，如联通、移动或

者电信，然后将对应手机卡插入到开发板背面的手机卡槽(J30)，这些准备好后即可开

始拨号上网卡。 

 

步骤三： 

命令 # route del defau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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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描述 删除默认路由 

测试现象 
执行命令后，用户可以从打印信息中看到删除路由的提示信息，

详见参考图 

参考图  

 
注： 

执行该命令后如果出现 route:SIOCDELRT: No such process不用管它，继续下一步操作。 

 

步骤四： 

命令 # ln -sf /etc/ppp/resolv.conf /etc/resolv.conf 

相关描述 /etc/resolv.conf 软链接到/etc/ppp/resolv.conf 

测试现象 无 

参考图  

 

步骤五： 

命令 # pppd call evdo & 

相关描述 拨号，出现如下图所示信息则表示拨号成功 

测试现象 
执行命令后，用户可以从打印信息中看到拨号的过程以及

3G 模块的一些信息，详见参考图。 

参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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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联通、移动、电信拨号方式不同，具体为： 

联通：# pppd call wcdma & 

移动：# pppd call tdscdma & 

电信：# pppd call evdo & 

 

步骤六： 

命令 # ifconfig 

相关描述 查看 ppp0 网络节点 

测试现象 
执行命令后，用户可以从打印信息中看到 ppp 协议的相关信

息，详见参考图 

参考图 

 

 

步骤七： 

命令 # route add default gw 10.26.11.109
①

 

相关描述 添加默认网关 

测试现象 无 

参考图  

 

步骤八： 

命令 # ping –I ppp0 www.baidu.com 

                                                 

注： 

① 此网关地址应与本小节步骤六中 i fconfig 后打印信息中的 3G/4G 模块的 ip 地址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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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描述 与外网通信 

测试现象 
执行命令后，用户可以从打印信息中看到与外网的通信信

息，详见参考图 

参考图 

 

 

2.9.3 可能出现的问题 

  3G/4G 模块插入到 PCIE 接口未出现任何反应。 

    解决的办法： 

1、 查看当前内核配置（make menuconfig）是否与《IAC-IMX6UL-Kit BSP

开发指南》所描述的一样。 

2、 查看内核源码目录下 drivers/usb/serial/option.c 中是否已经添加

3G/4G 模块的节点数据。 

  拨号时串口中断出现如图 9-1，图 9-2 所示信息： 

 

图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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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2 

解决的办法： 

1、修改 vi /etc/ppp/peers/evdo(这里以电信号拨号为例)，该文件内容如下所

示： 

 

图 9-3 

修改图 9-3 红色标注部分 ttyUSB0~ttyUSB4，然后重新拨号，直到找到正确的

节点。 

 

2.10 Wifi 测试 

2.10.1 概述 

IAC-IMX6UL-Kit 支持RTL8723BU USB Wifi 模块。通过Wifi 模块与外网通信。 

 

2.10.2 测试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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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一： 

命令 #insmod 8723bu.ko 

相关描述 加载 8723bu，添加 wifi 模块支持 

测试现象 

执行命令后，用户可以从打印信息中看到加载 RTL8723BU USB 

Wifi 模块的过程以及详细信息（若加载不成功请查看本手册

2.10.3）详见参考图 

参考图 

 

 

步骤二： 

命令 
#wpa_supplicant –B –i wlan0 –D wext –c /etc/wpa_supp 

licant.conf 

相关描述 连接 wifi 

测试现象 
执行命令后，用户可以从打印信息中看到是否连接上 wifi，详

见参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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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图 

 

 

步骤三： 

命令 # ifconfig 

相关描述 查看 wlan0 是否 up 

测试现象 
执行命令后，用户可以从打印信息中看到 wlan0 是否

RUNNING，详见参考图 

参考图 

 

 

步骤四： 

命令 # vi /etc/wpa_supplicant.conf 

相关描述 修改 wifi 配置文件 

测试现象 执行命令后，用户可以从打印信息中看到 wifi 相关信息，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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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参考图 

参考图 

 

 

步骤五： 

命令 
# ifconfig wlan0 192.168.0.135 

# ifconfig 

相关描述 配置 wlan ip，并查看是否配置成功 

测试现象 
执行命令后，用户可以从打印信息中看到配置的 ip 地址，详

见参考图 

参考图 

 

 

 

步骤六： 

命令 # route add default gw 192.168.0.1 

相关描述 设置网关 

测试现象 无 

参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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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七： 

命令 # ping 192.168.0.1 

相关描述 Ping 网关 

测试现象 
执行命令后，用户可以从打印信息中看到与外网的通信信息，

详见参考图 

参考图 

 
 

2.10.3 可能遇到的问题 

  加载 8723bu 不成功。 

解决的办法： 

1、 查看当前内核配置（make menuconfig）是否与《IAC-IMX6UL-Kit BSP

开发指南》所描述的一样。 

  插入 WIFI 模块后显示：link is not ready。 

解决方法： 

1、 重新插拔 WIFI 模块或重启开发板再插入模块。 

  # ping www.baidu.com 时，提示 bad address。 

解决的办法： 

1、 DNS 未能解析域名，修改文件/etc/resolv.conf 修改 nameserver 为 ip 

为网关 ip 192.168.0.1。 

http://www.baidu.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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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AD 测试 

2.11.1 概述 

IAC-IMX6UL-Kit 开发板上 J13 有八路 AD 输入，精度 12bit，输入电压范围

0-2.5V。 

2.11.2 测试步骤 

步骤一：AD1 通道笔者接的是地，其他路悬空。 

命令 # ./ad_test.sh 

相关描述 运行 AD 应用程序 

测试现象 
执行命令后，用户可以从打印信息中看到 AD1 通道的电压

值，详见参考图 

参考图 

 
 

步骤二：AD1 通道接 2.5V，其他路悬空。 

命令 # ./ad_test.sh 

相关描述 运行 AD 应用程序 

测试现象 
执行命令后，用户可以从打印信息中看到 AD1 通道的电压

值，详见参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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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图 

 

2.11.3 可能遇到的问题 

  运行 ad_test.sh 程序出错。 

    解决的办法： 

1、 查看当前内核配置（make menuconfig）是否与《IAC-IMX6UL-Kit BSP

开发指南》所描述的一样。 

 

2.12 按键测试 

2.12.1 概述 

在 IAC-IMX6UL-Kit 开发板上 SW2 作为功能按键使用。 

 

2.12.2 测试步骤 

命令 # ./keybutton 

相关描述 运行 AD 应用程序 

测试现象 
执行命令后，用户可以从打印信息中看到 keybutton test

提示信息，详见参考图 

参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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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3 可能遇到的问题 

  运行 keybutton 程序出错。 

    解决的办法： 

1、 查看当前内核配置（make menuconfig）是否与《IAC-IMX6UL-Kit BSP

开发指南》所描述的一样。 

 

2.13 CAN 测试 

2.13.1 概述 

IAC-IMX6UL-Kit 主板引出了两路 CAN(J18 J19)，测试 CAN0 与 CAN1 通信。测

试时需要用到两个终端，一个是 telent 终端（如何打开参照本手册 2.4.1），一个

是串口终端（如何打开参照本手册一、准备工作）。对 CAN0 与 CAN1 对发测试，

测试发送与接收是否正常。 

 

2.13.2 测试步骤 

步骤一： 

将板子 J18 的 1 脚与板子 J19 的 1 脚相连，J18 的 2 脚与 J19 的 2 脚相连。

这样其中一个 CAN 作为发送端，另一个作为接收端，之后再对调测试。 

 

步骤二：终端 1： 

命令 

# ip link set can1 type can bitrate 125000 

# ifconfig can1 up 

# candump can1
①

 

相关描述 配置 can1 相关参数 

                                                 

注： 

① 这条命令执行后若没有打印信息请检查 can0 是否配置好，can0 是否已经将数据发送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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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现象 
用户执行命令后，可以从打印信息中看到从 can1 发送过来

的数据，详见参考图 

参考图 

 

 

终端 2： 

命令 

# ip link set can0 type can bitrate 125000 

# ifconfig can0 up 

# cansend can0 5A1#11.22.33.44 

相关描述 配置 can0 相关参数 

测试现象 无 

参考图 

 

 

可以看到终端 1 能成功接收到终端 2 发送过来的数据。然后对调测试，can0

接收，can1 发送。 

 

2.13.3 可能遇到的问题 

  Can 不能正常收发。 

解决的办法： 

1、 使用 ifconfig 查看 can0，can1 是否 up。 

2、 检查两个 can 口的连接是否正确。 

  若使用 ifconfig can0 up 失败。 

解决的办法： 

1、 请检查内核配置选项是否使能 can0 功能。 

  发送成功，但对端未接收到。 

解决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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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检查两个 can 设置的 bitrate 是否一致。 

 

2.14 音频测试 

2.14.1 概述 

IAC-IMX6UL-Kit 主板通过软件解码支持音频播放功能，文件系统提供了 gplay 

工具来支持音频播放。通过 gplay-1.0 命令，播放音频。播放音频之前请外接好

耳塞或者音响到 J4 接口。 

 

2.14.2 测试步骤 

在/usr/test 目录下已经存放了音频测试文件 shinian.mp3，可以直接播放该

音频文件进行测试。 

 

步骤一： 

命令 # mplay shinian.mp3 

相关描述 播放音频文件 

测试现象 
执行命令后，用户可以从打印信息中看到音频播放的相关信

息，详见参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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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图 

 

 

在音频输出接口上就能听到 mp3 音乐了。 

步骤二： 

命令 # arecord test.wav 

相关描述 
运行此命令之后，在 J5 插上麦克，对着麦克说话，然后 ctrl+c

结束 

测试现象 如参考图所示 

参考图  

 

注：此步骤测试录音功能 

步骤三： 

命令 # aplay test.wav 

相关描

述 
在 J4 插上耳机，听是否有声音 

测试现

象 
如参考图所示 



 

 
                                           44/47 

 

参考图 
 

 

 

2.14.3 可能遇到的问题 

  无法播放音频。 

解决的办法： 

1、 查看当前内核配置（make menuconfig）是否与《IAC-IMX6UL-Kit BSP 开

发指南》所描述的一样。 

 

2.15 LCD 显示与 VGA 测试 

2.15.1 概述 

IAC-IMX6UL-Kit主板提供了 1 路 LCD TFT 显示接口（J8）、1 路 VGA 接口（J9）。

系统启动后，LCD 显示屏或 VGA 将显示内核自带的企鹅图像。 

 

2.15.2 测试步骤 

步骤一： 

按照硬件手册连接好 LCD 或者 VGA 显示。 

步骤二： 

开发板上电，系统启动之后，LCD 或者 VGA 显示器的左上角显示如下图片： 

 

可以查看该 logo 图片颜色有没失真抖动，来确认显示是否正常，也可以按

照本章 2.17 小节介绍的运行 QT 程序来测试 LCD 或者 VGA 显示。 

注：请确保配置的内核分辨率和当前连接的 LCD 或者 VGA 要求的分辨率一致。 

 

2.15.3 可能遇到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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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显示图像位置大小等与 LCD 显示器不匹配。 

解决的办法： 

1、 请确认当前内核分辨率与当前使用的 LCD 显示器大小是否一致。默认分

辨率为 800x480。 

  没有图像显示。 

解决的办法： 

1、 查看当前内核配置（make menuconfig）是否与《IAC-IMX6UL-Kit BSP 开

发指南》所描述的一样。 

2、 检查 LCD 屏是否良好。 

3、 检查 LCD 屏与开发板之间的连接线是否出现问题。 

 

 

2.16 触摸屏测试 

2.16.1 概述 

按照硬件手册连接好触摸屏，使用的 LCD 屏幕分辨率必须与 uboot 配置的

LCD 分辨率一致。开发板默认为 7 寸 LCD 电阻触摸屏，分辨率为 800*480。通

过 tslib 触摸屏测试工具，进行触摸屏校准，校准后使用测试工具进行拖拽或画

线，可看到光标将显示在当前触摸点的附近，并随触摸位置的移动而移动。 

 

2.16.2 测试步骤 

步骤一： 

命令 #cat /proc/bus/input/devices 

相关描述 查看触摸屏配置 

测试现象 
执行命令后，用户可以从打印信息中看到触摸屏的配置信息，

详见参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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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图 

 
 

注： 

如步骤一参考图显示，7 寸电阻屏触摸设备节点为/dev/input/event1。根据你使用的触

摸设备，修改/etc/profile 文件。 

 

步骤二： 

命令 # vi /etc/profile 

相关描述 

修改/etc/profile 文件，修改下面一行，根据具体的事件节点进

行相应修改。 

export set TSLIB_TSDEVICE=/dev/input/event1 

export set 

QWS_MOUSE_PROTO='tslib:/dev/input/event1Intellimouse: 

/dev/input/mouse1' 

测试现象 执行命令后，用户可以看到 profile 的内容，详见参考图 

参考图 

 

步骤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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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令 # source /etc/profile 

相关描述 保存环境变量 

测试现象 无 

参考图 
 

 

步骤四： 

命令 # ts_calibrate 

相关描述 执行触摸屏校准程序 

测试现象 执行命令后，用户可以在触摸屏上看到提示信息 

参考图 无 

 
注： 

此步骤命令执行后，根绝显示屏提示完成校准。 

 

步骤五： 

命令 # ts_test 

相关描述 
测试触摸屏精准度，可以点击拖拽按钮或者画线按纽进行测

试，将看到鼠标或者线将沿着触摸点轨迹移动。 

测试现象 执行命令后，用户可以在触摸屏上看到提示信息 

参考图 无 

 

2.16.3 可能出现的问题 

  测试时未出现任何图像以及提示信息。 

解决的办法： 

1、 查看当前内核配置（make menuconfig）是否与《IAC-IMX6UL-Kit BSP     

开发指南》所描述的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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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检查触摸屏是否良好。 

3、 检查触摸屏与开发板之间的连接线是否出现问题。 

 

2.17 QT 测试 

2.17.1 概述 

IAC-IMX6UL-Kit 主板标配文件系统带有 4.8.5 的 QT 库，以及本司的 demo 

程序，该程序将带你走进 QT 的世界。在使用 LVDS 启动时默认加载 Qt 界面，

该 Qt 测试程序针对的显示屏分辨率为 1024x600。执行 QiYang_Imx6_qt_test 程

序，将在 LCD 屏幕上显示 QT 界面，通过触摸屏或者鼠标可移动光标与 QT 进行

交互。 

 

 

 

2.17.2 测试步骤 

步骤一： 

命令 # vi /etc/profile 

相关描述 修改/etc/profile 文件，具体设置参考 2.16.3 步骤二 

测试现象 参考 2.16.2 步骤二 

参考图 无 

 

步骤二： 

命令 # ./QiYang_IMX6UL_Qt_test -qws 

相关描述 执行 QiYang_IMX6UL_Qt_test 程序 

测试现象 执行命令后，用户可以在触摸屏上看到如参考图所示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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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图 

 

 

注： 

若使用触摸操作，在运行 QT 程序之前请先使用 ts_calibrate 对触摸屏进行校准，校准

准确之后再执行 Imx6_qt_test 程序。 

 

2.17.3 可能遇到的问题 

请参考本手册 2.15.3 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