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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嵌入式系统应用开发技术的知识点有哪些？
这是许多急切想进入嵌入式领域的初学者和受课时数困扰的教师反复思考的问题。
一个合格的嵌入式系统开发人员需要了解软/硬件等多个方面的知识，这是造成嵌入式系统开发门槛高
的原因。

《嵌入式系统应用开发基础》是基于作者杨斌多年科研和教学经验的基础上完成的，选用最常用
的ARM芯片S3C44B0为模型，循序渐进地展开了嵌入式系统应用开发技术的讲解，涵盖嵌入式系统的
概述、ARM处理器的编程结构与工作方式、ARM处理器的指令系统、ARM程序设计基础、存储器、
S3C44B0系统组成及核心电路编程结构、S3C44B0内部集成的部分外设电路及其编程结构、Boot
Loader结构及实例分析、ARM处理器应用电路开发的开发环境及JTAG调试机理等内容。

《嵌入式系统应用开发基础》讲解清晰，内容实用，适合作为普通高校嵌入式相关专业的教材，也可
供从事嵌入式开发的人员阅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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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ARM处理器应用系统开发的一个重要过程是进行系统调试，调试过程是借助一些专有的软／硬件
环境对目标板上的硬件电路或软件（如操作系统、驱动程序、应用程序）进行正确性测试的过程。
这一过程需要宿主机配合完成。
　　按照调试的对象主要针对的是新开发目标板上的硬件电路，还是针对一块完好目标板上欲运行的
软件，所采用的调试方式有所不同。
　　1.调试对象为目标板硬件电路　　一块新研制的硬件电路通常会包含嵌入式处理器、各类存储器
及各种外设接口等硬件电路，这些电路物理连接和逻辑关系是否正确，需要电路板本身运行测试程序
来判定。
但是在无法确定系统中程序是否能够正确运行的前提下，测试程序也是“无计可施”。
在没有JTAG技术支持的电路调试过程中，只能是先通过示波器、逻辑分析仪等仪器检测处理器和存储
器是否工作正常，是否能运行程序，然后将测试其他电路的程序烧写入FlashROM存储器中去运行。
由于向ROM烧写程序需要离板并采用专用的编程器进行，所以需要反复将Flash存储器或内含Flash存储
器的处理器从目标板上拆下、装上更改测试程序，调试过程非常麻烦。
幸运的是，目前的大多数嵌入式处理器及规模较大的CPLD和FPGA电路都具备了JTAG功能，所以通过
宿主机与目标板处理器的JTAG接口相连，就可以实现在宿主机上对目标板进行硬件电路调试，甚至
向FlashROM内烧写程序，而且不需要在目标板中预装程序，是目前最直接简便的硬件电路调试方法。
由于宿主机主要是PC，标准的输入／输出只有并口、串口、网口及USB口，并不具有JTAG接口，因此
需要在宿主机接口与目标板JTAG口之间提供协议转换，目前常用的有两种协议转换方式：一种是在宿
主机集成开发环境上挂载协议转换代理软件实现；另一种是通过外加硬件协议转换电路实现。
前者称为简易JTAG调试器方式，后者称为在线JTAG仿真器调试方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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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嵌入式系统应用开发基础》嵌入式系统应用开发技术的知识点有哪些？
怎样才能成为一个合格的嵌入式系统开发人员？
如何在有限的课时内引领初学者顺利地迈过嵌入式系统开发的门槛？
《嵌入式系统应用开发基础》围绕上述三个问题，基于作者多年的教学和科研经验，选用典型的ARM
芯片，详细地讲解嵌入式系统应用开发技术的知识点，深入剖析嵌入式系统开发的关键技术。
选用典型的ARM芯片、详细讲述嵌入式系统开发的知识点、以实例为导向入剖析式系统开发的关键技
术、配有教学课件，方便教学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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