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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嵌入式系统涉及嵌入式硬件设备、嵌入式操作系统和嵌入式应用软件等多种技术和概念。
本书从嵌入式系统设计和应用开发的角度，系统、全面、详细地介绍了基于windows
ce的嵌入式系统的设计原理、开发步骤和高级应用开发技术。
全书共12章，分为3部分，第1～3章为基础和概念部分，介绍了嵌入式系统的基本概念、嵌入式微处理
器及其主要的片内外设；第4～8章为windows
ce操作部分，介绍了windows
ce嵌入式操作系统的特性、体系结构、系统原理、设计方法、驱动程序开发以及应用程序开发；第9
～12章为提高部分，在介绍基本原理、设计方法的基础上，为了加深读者对嵌入式系统基本概念和原
理的理解，提高读者的设计水平，以应用实例分析的形式，重点讨论了嵌入式系统开发中常见但不易
解决的技术难题，包括无操作系统的应用程序开发、windows
ce中断驱动程序的开发、windows ce内核的修改和扩展以及嵌入式系统引导程序的修改和扩展等。

　　《基于arm的嵌入式windows
ce系统高级开发技术》采用循序渐进、深入浅出、理论联系实际的写作理念，既有理论分析，又有丰
富生动的应用实例，使读者能够快速、全面地掌握嵌入式系统设计与开发中的基本技能。

　　《基于arm的嵌入式windows
ce系统高级开发技术》可作为从事嵌入式系统开发的工程技术人员的参考用书，也可作为高等院校电
子工程、计算机、微电子、自动控制等相关专业本科生和研究生的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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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不仅要注意处理器的速度是否合适，而且要注意外部总线的速度和外围设备的速度。
不同的芯片对时钟的处理不同，有的芯片只有一个主时钟，这种芯片不能同时兼顾处理器时钟和外设
时钟。
有的芯片提供几个时钟，如处理器时钟、外部总线时钟、低速外设时钟（如UART）和高速外设时钟
（如USB）等。
存储器：在不需要大容量存储器时，可选择具有内置存储器的芯片。
例如，ATMEL公司的AT91FR4081就具有2MB的Flash以及128KB的SRAM。
中断控制器：中断控制器是选择芯片的重要参考因素，合理的外部中断可以提升系统的实时特性。
尽管ARM处理器架构只支持FIQ和IRQ中断，但生产厂商都扩展了自己的中断控制器。
例如，Cirrus Logic公司的EP9315就支持64个中断源，且有24个GPIO具有中断功能，并可以配置成上升
沿触发、下降沿触发、高电平触发、低电平触发多种中断方式。
扩展总线：大部分微处理器芯片具有外部SDRAM、SRAM、Flash接口，不同芯片支持的总线接口数量
也不同，总线接口的宽度有8位、16位和32位。
例如，Cirrus Logic公司的EP9315就有6个片选的静态存储器接口（可控制SRAM、ROM和Nor-FLASH存
储器）和4个片选的动态存储器接口（可控制SDRAM、SyncRom和SyncFLASH存储器），每个存储器
都支持8位、16位和32位总线操作。
协处理器：如果需要大量的数学运算，则应考虑使用具有协处理器的微处理器芯片。
例如，Cirrus Logic公司的EP9315就内置MaverickCrunch协作处理器，支持IEEE-754单精度和双精度的浮
点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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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基于ARM的嵌入式Windows CE系统高级开发技术》：书中每个知识点都先以简短的篇幅介绍其最
基本和最常用的内容，然后通过精心设计的编程实例，阐述嵌入式系统的基本内容和设计方法，避免
了枯燥而空洞的说教，在循序渐进的阅读中使读者掌握嵌入式系统的原理、开发流程和应用程序设计
方法。
书中应用实例贯彻了“为什么做”、“做什么”、“怎么做”的设计理念，首先分析做的原因和目的
，其次讨论应该做些什么，应具备哪些条件，最后用程序实现来说明做的方法和步骤。
因此，读者在阅读时可充分理解实例的设计思想，且所有实例都可以直接拿来就用。
嵌入式系统开发人员必备，从基础讲起，引导读者快速入门，内容丰富，案例完整，结构清晰，代码
准确，所有实例都可以拿来就用，快速提升系统开发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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