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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电子技术和车辆技术就密切地结合起来了，从发动机控制逐步深入到底盘
控制、车身舒适性与安全控制，又扩展至信息通信与车载多媒体，现已成为推动车辆技术进步的基本
技术手段。
在车辆电子控制应用中，嵌入式系统是控制系统实现的最基本形式。
在20世纪80年代，现场总线通信技术被引入到车辆的电子控制中，出现了以CAN总线为代表的车载网
络系统，从而使各个功能单一的、独立的汽车电子系统的综合协调控制成为可能。
基于总线通信的、以微控制器为基本节点的分布式控制系统将车载嵌入式控制应用推向更高的阶段，
导致系统控制器多层次化结构；使系统对少数个别量的操作变为对群量的操作；产生了控制器之间复
杂的互操作。
嵌入式系统的开发重点也从对单个控制器的实现演变成对一个分布式网络系统的实现，其实现的复杂
性显著提高。
　　功能多样的高性能的车用微控制单元（MCU）芯片，多任务、小内核可裁减的实时操作系统，以
及高可靠性和高实时性总线通信（CAN、Flex Ray）和低成本LIN总线通信是汽车分布式嵌入系统电子
控制单元（ECU）实现的基本技术支撑，同时也体现了汽车嵌入式系统的基本技术特征。
　　汽车嵌入式系统与一般工业嵌入式系统和消费类产品嵌入式系统的最大不同在于汽车应用中被控
制对象的特殊性。
这种特殊性主要归结为车用被控对象的复杂性和对控制问题的数学描述（建模）。
车用被控制对象及其控制执行器件常常是耦合了物理学、机械学、电工学、动力学、流体力学、热力
学、甚至电化学问题的综合体。
对它们的理解所需要的知识结构从学科跨度来讲，大大突破了电子与控制专业的局限。
同时也对建摸理论的发展，以及建模仿真工具的进步提出更高的要求。
这也正是汽车嵌入式系统或者汽车电控系统核心技术所在和难点所在。
　　面对汽车电子系统日益增加的复杂性，为了进一步缩短开发周期、降低开发成本，人们已开始考
虑以成本、质量、可重用性、可移植性这样一些非功能性需求驱动的软件开发架构体系的建立，
如AUTOSAR就是这样一个主要针对分布式嵌入系统软件开发的汽车开放系统架构，根据该架构的规
范可实现基本系统功能（基本软件）标准化和功能接口标准化。
　　基于一个统一的由标准软件模块组成的开发设计平台，可以避免由异构子系统集成而产生的问题
，使各电子系统在网络中的集成、；匹配更加容易，避免大量基本功能软件的重复开发造成的资金和
资源的浪费，使汽车制造商和系统供应商可以专注于开发具有各自特色的系统应用软件，同时也使得
同步开发、缩短开发周期和实现差异化竞争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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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从汽车嵌入式系统的基本组成原理出发，结合汽车嵌入式系统所需具备的功能以及特点，分别从
硬件、软件、车载网络通信以及车载嵌入式系统的开发设计方法几个方面介绍嵌入式系统在汽车上的
开发与应用。
详细介绍了车载嵌入式系统的基本概念、硬件、通信网络，以及汽车嵌入式系统的软件基础，并在此
基础上对汽车嵌入式系统开发的方法、体系和流程进行详细说明，最后给出基于V模式的现代汽车嵌
入式系统的开发流程。
    本书适合作为汽车电子相关专业高年级本科生和研究生的教材，也可作为从事汽车电子嵌入式技术
的研究开发人员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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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未来汽车的电源的特点　　现代汽车已大量应用电子摔制系统和元器件提高汽车的总体性
能。
例如，全自动窄调、电动可调座椅、防抱死制动装置（ABS）、防滑驱动装置（ASR）、紧急制动辅
助装置、安个气囊系统、安伞带系统、主动液压悬架系统、智能车门车窗开关系统、助力转向系统等
。
如果这些功能用机械来控制，会带来众多的不便，而且有些根本无法实现。
　　由于越来越多的功能需要使用电动控制，势必使电动机的使用数量及相应电动机消耗的电功率增
加，以上功能在传统的12v汽车供电标准下难以实施。
由于上述原因，必须使用高电压供电系统。
据P=UI可知，在输出功率不变的情况下，若电压提高一倍，则电流可相应下降一半，这表明高电压提
供了减少导线与部件体积、重新设计电器系统的可能。
因此，存保证安全的前提下，新标准应尽可能高，然而欧洲安全法规指出，当供电电压大于60V时，
由于导线和接头的绝缘材料需大幅度增加，因此会使材料质量增加，其成本会增加，这样存其他方面
所获得的益处大打折扣，因此美国与欧洲的汽车制造商和零部件供应商就下一代汽车供电电压标准
在1998年共同达成了36／42新标准的协议。
这就足将发电机输出电压14V提高3倍，在相同的功率下，电流会减小到原来的1／3，这样电气部件可
以更合理地运用存汽车上，而且42V供电系统可对集成一体化起动／发电机（Integrated
Starter-Generator，ISG）、电动离合器、电动动力转向系统、线束、开关和连接器等技术创新起到推动
作用。
　　电压改变将带动整个汽车电气系统的技术改造，例如现在的蓄电池均为12V，实施升压后则要相
应研制生产新型蓄电池。
此外，汽车上的发电机、起动机、雨刮电机、微型电机、灯泡、仪表、继电器等器件都需改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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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全面介绍了汽车嵌入式系统的基本概念和基础知识，针对汽车电子系统的开发方法、软件架构和
开发流程进行了专门的论述，可作为汽车电子专业的教材及汽车电子工程师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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