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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ARM（AdvancedRISCMachines）在微处理器与嵌入式行业内为人们所熟知，这是由于ARM相比于
其他微处理器（或单片机）具有高性能、低成本和功耗低等一系列特点。
而ARM本身的生产又独具特色，ARM作为微处理器行业的一家知名企业，该企业只设计了多个系列
高性能、廉价、耗能低的BISC处理器、相关技术及软件，而生产却由其他公司完成，ARM将其技术授
权给世界上许多著名的半导体、软件和OEM厂商，每个厂商得到的都是独一无二的ARM相关技术及
服务，利用这种合作关系，ARM很快成为许多全球性RISC标准的缔造者。
　　ADI（AnalogDevices，Inc）作为业界广泛认可的数据转换和信号调理技术全球领先的供应商，拥
有遍布世界各地的60000客户，他们事实上代表了全部类型的电子设备制造商。
ADI公司作为高性能模拟集成电路（IC）制造商庆祝公司在此行业全球领先40多年，其产品广泛用于
模拟信号和数字信号处理领域。
　　10年前，ADI公司将高精度ADC和DAC等模拟接口电路与89C52内核集成到一个芯片上，诞生了
一个崭新的器件系列——ADuC8xx，并冠名为“微转换器”（MicroConverter）。
在同时具备89C52和ADI所擅长的数据转换和信号调理技术优势的同时，ADuC8xx系列还独具在线编程
、调试等特点，在工业测控、仪器仪表和各种嵌入式系统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现在，ADI公司又被授权生产ARM微处理器，研制出性能远远超出ADuC8xx的又一个崭新系列微
处理器——ADuC7xxx系列。
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在具备ADuC8xx众多突出优点的同时，ADuC7xxx系列在速度、功耗、ADC的精
度与速度等更胜一筹。
还增加了可编程门阵列等新外设和功能，在测控、机电一体化等领域必将大展宏图，因此
，ADuC7xxx系列又被称为“精密模拟微控制器”。
作者从事单片机与微处理器的教学和科研有20多年，对ADuC7xxx系列微处理器情有独钟，把它作为
主流器件介绍给学生们和在科研中应用，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好的东西总是希望与大家分享，因此，我们把自己近年来的一些体会，再搜集了一些资料，编写
出本书，希望能够给大家一些帮助，在科研和新产品开发上多一个利器。
　　参加本书编写的有：刘玉良、卢宗武、高剑明、王慧敏、王慧泉、赵喆、张丽君、李娜等。
此外，本书的编写还参考了大量的资料，对这些资料的作者表示衷心的感谢。
在本书的编写过程中得到ADI公司、IAR公司的大力支持，电子工业出版社的张榕同志也给予了热情的
支持与帮助，作者借此机会向他们表示感谢。
　　由于作者水平有限，书中难免有这样或那样的错误，希望能够得到读者的指教，以便我们共同做
好ADuC7XXX系列ARM的开发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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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高性能混合信号ARM：ADuC7xxx原理与应用开发》介绍了美国ADI公司出品的高性能混合信
号ARM——ADuC7xxx系列精密模拟微控制器。
ADuC7xxx兼有ARM微处理器的特长和ADI公司数据转换与信号调理技术优势，在测控系统、仪器仪
表和机电一体化等领域有广泛的应用前景，其优势是其他微处理器望尘莫及的。
《高性能混合信号ARM：ADuC7xxx原理与应用开发》可以作为机电类和电子技术类本科生和研究生
的教材和参考书，也可以作为电子工程师自学ARM的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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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概述　　1.1　计算机的历史　　电子数字计算机是20世纪最重大的科技成就之一。
1946年由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设计制造的ENIAC电子计算机问世，同年，贝尔实验室的Schockley博士
发明了被誉为“20世纪最伟大发明”的晶体管。
在这场改变人类生存方式的变革中，CPU以其作为计算机“大脑”和“心脏”这一核心地位而始终处
于变革风暴的前沿，计算机得到迅速发展，并已广泛应用于工农业生产、科学研究、国防及人们日常
工作和生活的各个领域。
伴随着人类进入21世纪，以高科技为支撑的信息化社会已经到来，以“信息”为主导的新兴产业正在
全球经济领域掀起一场空前的革命。
信息高速公路初见端倪，信息技术在近半个世纪内以令人炫目的速度繁衍、演化着。
“知识”是这场革命的直接推动力，而计算机及其应用技术则是知识经济的基础，掌握计算机知识和
应用能力的多少，已成为衡量现代人文化水平高低的一个重要标志。
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到来，计算机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和应用必将对社会发展和人类文明产生更大的促进
作用，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1946年，美籍匈牙利科学家冯·诺依曼就提出了计算机体系结构设计的一些思想，包含3个基本要
点：　　（1）采用二进制数的形式表示指令和数据；　　（2）将指令序列和数据预先存人计算机的
存储器中；程序执行时，能自动、连续地从存储器中逐一地取出指令并执行；　　（3）计算机硬件
由5部分组成。
　　按照这种思想设计的计算机称为冯·诺依曼型计算机，其工作原理的核心是“存储程序”和“程
序控制”，即“集中顺序控制”。
现代电子计算机的构造均为冯·诺依曼结构，即由运算器、控制器、存储器、输入设备和输出设备5
大部分组成；数据和程序以二进制代码的形式不加区别地存放在存储器中，存放位置由地址指定，地
址码也是二进制形式；控制器根据存放在存储器中的指令序列（即程序）工作，并由一个程序计数器
（PC）控制指令的执行。
控制器具有判断能力，能够根据计算结果选择不同的动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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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高性能混合信号ARM：ADuC7xxx原理与应用开发》可以作为机电类和电子技术类本科生和研
究生的教材和参考书，也可以作为电子工程师自学ARM的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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