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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主要介绍一种通用点阵LCD显示模块的驱动编程方法（在本书中被称为通用LCD驱动程序）
，该驱动程序可以方便地移植到不同的单片机上使用，也可以经过简单的修改应用到不同的LCD模块
应用中。
本书以一款较典型规格的COG单色点阵LCD模块为例，详细介绍LCD模块的驱动方法、构建通用LCD
驱动程序的思路，以及基于该通用LCD驱动程序的简单菜单应用程序、移植驱动程序的方法。
本书从最底层LCD模块的接口驱动编程到稍上层的字符显示、绘图显示编程来介绍通用LCD驱动程序
的编程思想；此外，在介绍了几种不改变通用LCD驱动程序架构的基础上，利用LCD模块及单片机本
身的特性来提高驱动程序效率的方法；结合彩色TFT显示模块，介绍几种彩色图像的显示方法以及简
单的综合应用方案供读者参考。
笔者将本书的内容以及程序呈现给读者，但不希望读者以完全照搬的方式来使用书中介绍的程序，而
是希望带给读者一种驱动控制的编程方法。
　　书中的部分内容已于2007年在网络上推出第一版，很多阅读过的朋友都反映不错，给予了笔者一
定的肯定，此为笔者最感欣慰之事。
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笔者又在多种单片机平台以及多种产品设计当中使用了本书介绍的通用LCD驱动
程序；而对于不同种类的LCD模块，笔者也将通用LCD驱动程序套用于其中，实践证明了它的可移植
性和通用性。
不过，随着单片机平台以及LCD模块的变化，在很多应用中，或多或少都对原版的通用LCD驱动程序
进行了改进，以便于充分发挥单片机及LCD模块的性能，这点在本书中将会有一章的内容来介绍。
　　本书在介绍基于单色点阵LCD模块的通用LCD驱动程序时，以MCS-51单片机为介绍的重点，以便
于众多具备51单片机编程基础的读者能够更快地理解；而对于近两年风靡MCU市场的ST公司的STM32
系列32位ARM芯片，本书也针对它编写了大量的例程，并且在第4章中详细介绍如何将本书介绍
的LCD驱动程序移植到该系列MCU之上。
　　本书更适合什么样的LCD模块？
　　本书主要针对单色的点阵LCD进行介绍，而且是针对本身就集成了驱动控制IC以及显存的I.CD模
块。
那些字符型以及段码型的LCD不在介绍之列，但也可以在一定程序上参考本书的驱动编程方法来编写
这些LCD的驱动程序。
此外，有些小规模的（一般是3.5寸以下）彩色TFT LCD也有内置驱动控制器以及显存，也可参考这里
的介绍来编写它们的驱动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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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点阵LCD驱动显控原理与实践》主要从单片机编程方面介绍点阵LCD显示模块的驱动显控原理
，总结出一套通用于各种单片机平台并适用于各种点阵LCD模块的驱动程序。
在此基础上，重点讲解了将该驱动程序移植至不同单片机平台的方法，以及几种针对具体的LCD模块
特性调整驱动程序的方法。
　　以MCS-51单片机为基础，以ST公司推出的STM32系列32位微控制器作为介绍应用的平台，以Keil
μVision集成开发环境作为程序设计和调试的环境。
所有程序都使用C语言编写，所以，书中例程及编程方法亦适用于其他单片机平台。
　　《点阵LCD驱动显控原理与实践》适合普通高校计算机类、电子类、电气自动化等专业学生作为
参考用书。
同样，也适用于电子爱好者以及从事嵌入式应用设计的工程师作为实践工作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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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典型单色点阵LCD模块　　1.1 MzL02LCD模块简介　　当前市面上的LCD模块种类非常多
。
各个厂家生产的编号都有所不同，即使使用同样的玻璃、同样的驱动控制IC（芯片）都有可能存在不
同的产品编号；但真正意义上对于应用设计者（软／硬件工程师）来说有用的，只是LCD模块当中的
驱动控制IC（或称为驱动控制器）型号以及驱动控制器芯片与玻璃的连接方法（也就是生产LCD模块
时驱动控制器与玻璃引脚的连接，以及一些驱动控制器封装好的特性等）。
无论如何，各种不同的LCD模块仍然可以总结出一些应用上的共性，这里以MzL02-12864 LCD模块为
对象进行介绍，并不代表本书仅适用于该LCD模块，其他厂家生产的不同型号LCD模块也可以套用本
书的介绍去理解、掌握LCD驱动程序的编程方法。
　　1.1.1 LCD模块的结构　　通常见到的LCD模块分为几部分：LCM（玻璃）、背光、PCB板；而背
光和PCB板部分其实是可有可无的，视具体的LCD模块而定。
点阵的LCD模块按照驱动控制器的集成方式，可分为两种：COB和COG，COG是将驱动控制器芯片集
成到玻璃上，而模块背后的PCB板上只是一些驱动控制器芯片无法集成的电容电阻而已；COB的LCD
模块是将驱动控制器焊接在LCD模块后面的PCB板上。
　　MzL02-12864（后面简称.MzL02模块）为一块128×64点阵的单色LCD显示模块，模块上的LCM采
用COG技术将控制（包括显存）、驱动器集成在LCM的玻璃上，接口简单、操作方便；为方便用户的
使用，在LCM的基础上设计了MzL02模块，将模块所必需的外围电容电阻集成到模块上，并引出多种
形式的引线接口以方便用户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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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点阵LCD驱动显控原理与实践》特色　　典型单色点阵LCD模块　　点阵LCD的驱动与显控　
　将通用LCD驱动程序移植到STM32　　将通用LCD驱动程序移植到其他LCD模块　　基于通用LCD
驱动程序的特殊应用　　彩色TFT模块驱动显控　　TFT模块的扩展功能驱动程序　　RGB565格式图
像取模显示　　BMP文件解码显示　　JPG文件解码显示　　基于SD卡文件系统的简易图像浏览器方
案　　出版前的情况　　《点阵LCD驱动显控原理与实践》部分内容在出版之前曾以《点阵LCD的驱
动显控原理》为名，上传到一些单片机学习网站、论坛供网友下载参阅，在近3年的时间里得到了广
大网友的认同和支持。
许多网友通过邮件、论坛跟贴等形式与作者联系，除了带来对书本内容的褒奖，同时也提出了许多的
问题。
所以，《点阵LCD驱动显控原理与实践》在后来的修订中，增加了许多网友感兴趣的内容，并对一些
问题做出更详细的讲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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