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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科研项目研究、产品开发、毕业设计以及电子竞赛等活动中，经常遇到8位单片机速度、I/O口
、内部RAM以及内部Flash不够用等问题。
随着32位微控制器成本的降低，采用32位微控制器作为8位单片机系统的升级与更新换代已成为最佳选
择，特别是内部带Flash的低成本ARM微控制器的使用，以接近8位单片机的成本即可获取更高性能。
　　目前许多IC厂商都推出了内部带Flash的低成本32位 ARM微控制器，例如ARM Cortex-M3系列微控
制器。
它具有两个很重要的特点，一是低成本，二是高性能。
在成本方面，价格与8位/16位微控制器相差不多；内带Flash，不需要外接ROM，简化了设计，电路更
简洁。
在高性能方面，运算速度快，例如以Cortex-M3为内核的STM32F2系列微控制器，内核主频高
达120MHz，内部带有硬件乘法器、硬件除法器、以太网控制器、支持USB 2.0接口等。
由此可见，32位微控制器在性能上是8位、16位微控制器无法比拟的。
　　在代码的大小方面，ARM Cortex-M3微控制器提供优于8位和16位体系结构的代码密度。
在减少对内存的需求和最大限度地提高片上闪存的使用率方面，都具有很大的优势。
　　STM32F103微控制器构建于高性能的ARM Cortex-M3内核，工作频率为72MHz，内置高速存储器
（最高可达1M字节的闪存和128K字节的SRAM），丰富的增强型I/O端口和连接到两条APB总线的外设
。
增强型器件都包含2～3个12位的ADC、4个通用16位定时器和2个PWM定时器。
　　成本低，该系列微控制器与常见的8位、16位单片机在价格上基本接近。
既有32位单片机的性能，又与8位、16位单片机价格相当，可直接代替8位/16位单片机应用于一些小型
控制系统中。
　　体积小，可把该应用系统的PCB面积压缩到最小，以便应用到小体积的产品中，例如智能继电器
、微型水位控制器、恒温控制器等。
　　性能高，包含标准和先进的通信接口：5个USART接口、3个SPI接口、2个I2C接口、2个I2S接口
、1个SDIO接口、一个USB接口和一个CAN接口。
STM32F103是一个完整的系列，其成员之间引脚对引脚完全兼容，软件和功能也兼容。
　　GCC编译器是一套以GPL及LGPL许可证发行的开源、自由软件。
GCC编译器是移植到中央微控制器架构以及操作系统最多的编译器。
由于GCC已成为GNU系统的官方编译器（包括GNU/Linux），它也成为编译与建立其他操作系统的主
要编译器，包括Linux系列、BSD系列、Mac OS X、NeXTSTEP与BeOS等。
　　GCC通常是跨平台软件首选的编译器。
有别于一般局限于特定系统与执行环境的编译器，GCC在所有平台上都使用同一个前端处理程序，产
生一样的中间代码，此中间代码在各个不同的平台上都一致，并可输出正确无误的最终代码。
　　GCC功能强大、性能优越，并且开放源代码，用户可以免费使用，从而降低了开发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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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Cortex-M3之STM32嵌入式系统设计》介绍了以ARMCortex-M3为内核的STM32F103增强型微控
制器的特点，深入讲解其硬件和软件设计方法。
本书分为STM32基础开发、STM32深入开发以及STM32高级开发三部分。
基础开发部分介绍了嵌入式系统概述、STM32最小系统设计、STM32程序设计入门、GPIO应用、GCC
编译器的安装与应用、STM32外部中断、面向对象设计的本质、USART通信等内容；深入开发部分介
绍了深入STM32的工作原理、定时器与日历、ADC应用、DMA应用、备份寄存器与看门狗程序、TFT
驱动与显示、触摸屏驱动、SD卡驱动与FAT文件系统等；在高级开发部分介绍？
C/OS-II在STM32上的移植、汉字与图形图像显示、摄像头驱动与图像采集、以太网及Web远程控制系
统设计等内容。

　　本书配套光盘中附有所有章节的源程序。
本书适合于嵌入式开发人员作为开发参考资料，也适合于高校师生作为单片机、嵌入式系统课程的教
材和教学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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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1．1嵌入式系统定义 嵌入式系统即控制、监视或者辅助装置、机器和设备运行的装
置。
这主要是从应用上加以定义的，从中可以看出嵌入式系统是软件和硬件的综合体，还涵盖了机械等附
属装置。
 目前国内相关业者一个普遍认同的定义是：以应用为中心，以计算机技术为基础，软件硬件可裁剪，
适应应用系统对功能、可靠性、成本、体积、功耗严格要求的专用计算机系统。
 在构成上，嵌入式系统以微处理器及软件为核心部件，这两者缺一不可。
在特征上，嵌入式系统具有方便、灵活地嵌入到其他应用系统的特征，即具有很强的可嵌入性。
嵌入式系统本身是一个可独立执行的系统，但更重要的是它可作为一个部件嵌入到其他应用系统中。
 按嵌入式微处理器类型划分，嵌入式系统可分为以单片机为核心组成的嵌入式单片机系统；以工业计
算机板为核心组成的嵌入式计算机系统；以DSP为核心组成的嵌入式数字信号处理器系统；以FPGA及
软CPU（SOPC）为核心组成的嵌入式SOPC系统等。
 由于嵌入式系统的内容很广，在含义上与传统的单片机系统和计算机系统有很多重叠部分。
为了方便区分，在实际应用中通常给嵌入式系统加了一些不成文的约定： （1）嵌入式系统的微处理
器通常是由32位及以上的RISC处理器组成，例如ARM、MIPS等。
 （2）嵌入式系统的软件系统通常是以嵌入式操作系统为核心，外加用户应用程序。
 （3）嵌入式系统在特征上具有明显的可嵌入性。
 从狭义上说，嵌入式系统都应该具备上述三个特征。
从广义上说，只要具备卜述三个特征中的部分特征，也可以看作是嵌入式系统。
 1．2 嵌入式系统的发展 如今手机向智能化发展，电视向网络化发展，这些都得益于嵌入式系统日新
月异的发展。
 1．2．1 从单片机到嵌入式系统 单片机在近二三十年里，已经渗透到各个领域，并且与人们的日常生
活密不可分，给人民生活和工业生产带来极大方便。
从信号采集、处理到传输都能由单片机来完成。
 随着互联网时代的来临，许多电子设备需要联网和更智能化、更强的计算能力，比如音频、视频的数
据采集、处理和传输，丰富的图形界面等。
单片机越来越不能满足应用对象的需求，开发工作也变得越来越复杂和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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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CortexM3之STM32嵌入式系统设计》的读者需要具有一定的C／C++、单片机以及电子线路设计基
础，适合于从事ARM嵌入式开发的工程开发人员、STM32的初学者作为参考资料，更适合于从事8位
、16位MCU开发，而又迫切需要跨越到32位MCU平台的工程开发人员。
也适合于高校师生作为课程设计、毕业设计以及电子设计竞赛的培训和指导教材，以及作为本、专科
单片机、嵌入式系统相关课程的教材。
《CortexM3之STM32嵌入式系统设计》配套光盘中附有所有章节的源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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