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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近年来嵌入式系统的研究和实践迅速发展，目前国内几乎所有的高校都已经或者准备建立自己的嵌入
式系统研究中心。
由于学生在学习嵌入式系统时，往往陷入一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状态，不知道从何学起。
因此，作者在多年从事嵌入式项目开发以及讲授嵌入式系统课程的基础上，撰写了本书，目的是希望
既给初学者提供一本学习嵌入式系统的入门教材，也可供从事嵌入式系统研发的专业人员参考。
本书主要介绍了嵌入式系统领域研究和开发所涉及的基本知识，结合嵌入式系统理论和实践方面的最
新进展，以嵌入式系统工程实践的基本理论和方法为主线，涵盖了嵌入式系统的主要方面。
本书的主要特色如下：1．涵盖内容广。
本书全面介绍了嵌入式领域研究和开发所涉及的基础知识，涵盖内容全，知识丰富，力求给嵌入式系
统初学者提供一本全面而详细的参考书。
2．内容新颖。
本书将结合嵌入式系统的最新发展进行介绍，比如嵌入式网络方面的应用发展、Andriod平台开发等，
同时本书以XscalePXA270处理器为基础，开设一系列的相关实验。
3．理论联系实践。
本书以嵌入式系统工程实践的基本理论和方法为主线，给读者阐述嵌入式系统的基本设计手段，分析
途径和评估方法，同时通过实践环节真正理解嵌入式系统工程实践的流程和方法，给读者一个全面的
认识。
4．软件和硬件相结合。
嵌入式系统是由硬件和软件共同组成的，本书在介绍嵌入式系统设计方法的同时，深入讨论在设计嵌
入式系统的过程中，如何实现软件和硬件的协同设计，以达到软件和硬件的平衡和优化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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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嵌入式系统基础及应用》主要介绍了嵌入式系统领域研究和开发所涉及的基本知识，结合嵌入
式系统理论和实践方面的最新进展，以嵌入式系统工程实践的基本理论和方法为主线，涵盖了嵌入式
系统的主要方面，包括嵌入式系统概论，嵌入式处理器，ARM处理器及简单编程，嵌入式操作系统及
主流嵌入式操作系统介绍与比较，嵌入式软件开发与设计以及嵌入式网络应用等。
同时，《嵌入式系统基础及应用》还安排了丰富的实验内容与课后实践，使读者能够边学边用，更快
更好地掌握所学知识。
　　《嵌入式系统基础及应用》语言通俗易懂，内容丰富，注重理解与实例，知识涵盖面广。
不仅适用于普通高校的嵌入式系统课程教学，也适用于嵌入式系统爱好者阅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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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1章 嵌入式系统概述1.2 嵌入式系统的发展历史嵌入式系统出现至今，计算机、通信、消费电
子的一体化趋势日益明显，嵌入式技术已成为一个研究热点。
本节介绍嵌入式系统的发展历史。
1．现代计算机技术的发展（1）始于微型机时代的嵌入式应用电子数字计算机诞生于l946年，在其后
漫长的历史进程中，计算机始终放置在特殊的机房中，作为实现数值计算的大型昂贵设备。
直到20世纪70年代，微处理器的出现，计算机才出现了历史性的变化。
以微处理器为核心的微型计算机以其小型、价廉、高可靠性特点，迅速走出机房。
基于高速数值解算能力的微型机，表现出的智能化水平引起了控制专业人士的兴趣，要求将微型机嵌
入到一个对象体系中，实现对象体系的智能化控制。
例如，将微型计算机经电气加固、机械加固，并配置各种外围接口电路，安装到大型舰船中构成自动
驾驶仪或轮机状态监测系统。
于是，计算机便失去了原来的形态与通用的计算机功能。
为了区别于原有的通用计算机系统，把嵌入到对象体系中，实现对象体系智能化控制的计算机，称作
嵌入式计算机系统。
因此，嵌入式系统诞生于微型机时代，嵌入式系统的“嵌入性”特性，本质上是将一个计算机嵌入到
一个对象体系中去，这是理解嵌入式系统的基本出发点。
（2）现代计算机技术的两大分支由于嵌入式计算机系统要嵌入到对象体系中，实现对象的智能化控
制，因此，它有着与通用计算机系统完全不同的技术要求与技术发展方向。
通用计算机系统的技术要求是高速、海量的数值计算；技术发展方向是总线速度的无限提升，存储容
量的无限扩大。
 而嵌入式计算机系统的技术要求则是对象的智能化控制能力；技术发展方向是与对象系统密切相关的
嵌入性能、控制能力与控制的可靠性。
早期，人们勉为其难地将通用计算机系统进行改装，在大型设备中实现嵌入式应用。
然而，对于众多的对象系统（如家用电器、仪器仪表、工控单元），无法嵌入通用计算机系统，况且
嵌入式系统与通用计算机系统的技术发展方向完全不同，因此，必须相互独立地发展通用计算机系统
与嵌入式计算机系统，这就形成了现代计算机技术发展的两大分支。
如果说微型机的出现，使计算机进入到现代计算机发展阶段，那么嵌入式计算机系统的诞生，则标志
了计算机进入了通用计算机系统与嵌入式计算机系统两大分支并行发展的时代，从而导致了20世纪末
计算机的高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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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嵌入式系统基础及应用》为高等院校规划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列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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