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TMS320C54x系列DSP的CPU与>>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TMS320C54x系列DSP的CPU与外设>>

13位ISBN编号：9787302132219

10位ISBN编号：7302132216

出版时间：2006-9

出版时间：清华大学出版社

作者：美国德州仪器公司

页数：440

字数：63600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TMS320C54x系列DSP的CPU与>>

内容概要

本书以美国TI公司的TMS320C54x系列DSP为描述对象。
TMS320C54x系列是定点的数字信号处理器（DSP）。
本书详细介绍了该系列DSP体系结构中的各个部分，包括总线结构、存储器、中央处理单元（CPU）
、寻址方式、直接存储器访问（DMA）控制器、流水线操作、片内外设、主机接口、串行接口、外部
总线操作等。
C54x DSP满足了实时嵌入式应用的一些要求，尤其适用于电信方面的应用。
    本书可供电子与电气工程、自动控制、计算机应用和仪器仪表等领域从事DSP应用系统开发的科研
和工程技术人员参考，也可供相关专业的教师和研究生、本科生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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