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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是2007年9月出版的《ARM9嵌入式系统设计——基于S3C2410与Linux》的第2版。
第2版对第1版的内容进行了全面的整理、优化和修改。
第1版中介绍的ARM开发环境主要是ADSl.2，第2版则主要介绍了目前流行的RealView MDK
和IAREWARM。
第1版配套的开发平台是北京精仪达盛有限公司提供的EL-ARM一830，第2版则升级为EL-ARM-860，
对相应的示例也进行了修整。
当前，嵌入式技术的应用越来越广泛，从航天科技到民用产品，嵌入式产品的身影无处不在，而这些
嵌入式产品的核心——处理器决定了产品的市场和性能。
在32位嵌入式处理器市场中，ARM处理器占有很大的份额。
ARM不仅是一个公司、一种技术，也是一种经营理念，即由ARM公司提供核心技术，只出售芯片中
的IP授权，采取了别具一格的“Chipless模式”（无芯片的芯片企业），不参与生产，而是由合作厂商
去生产具体的芯片和产品。
现在由于存储空间等原因，在嵌入式芯片上编程有较大的困难，选取合适的平台就显得很重要。
Linux自出现以来，得到了迅速的发展。
Linux是开放源码的操作系统，吸引着全世界的程序员参与到发展和完善的工作中来，所以Linux保持
了稳定而且卓越的性能。
Linux在服务器领域已经占有很大的份额，在图形界面方面也不输于windows。
由于源码可以修改、移植，Linux在嵌入式领域中的应用也越来越广。
选用Linux作为平台，可以根据具体需要自由地裁减源码，打造适合目标平台的环境，编写最有效率的
应用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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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ARM9嵌入式系统设计：基于S3C2410与Linux（第2版）
》针对在嵌入式市场上颇具竞争力的ARM9处理器——$3C2410和开放源码的Linux操作系统，讲述嵌
入式系统的概念、软硬件的开发和调试手段、嵌入式Linux驱动程序和应用程序的开发以及图形用户界
面Mini
GUI的移植和应用。
第2版将ADsl.2内容替换为.RealView MDK和IAR
EWARM的内容，同时开发平台也升级为EL-ARM一860。
《ARM9嵌入式系统设计：基于S3C2410与Linux（第2版）
》的特点是集嵌入式系统开发的理论知识和实验教学于一体，并结合北京精仪达盛科技有限公司的开
发板，给出了大量实例。
《ARM9嵌入式系统设计：基于S3C2410与Linux（第2版）
》可作为高等院校嵌入式系统课程的教材，也可作为对嵌入式系统开发感兴趣的读者的入门教材，同
时还可以作为从事ARM嵌入式系统应用开发工程师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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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通用软件开发的设计常采用将系统划分为各个功能子模块，再进一步细分为函数，采用自顶向
下的设计方法。
而嵌入式应用软件是通过并发的任务来运作的，设计时将系统划分为多个并发执行的任务，各个任务
允许并发执行，通过相互间通信建立联系。
传统的设计方法不适应这种并发的设计模式，因而在嵌入式软件开发中引入了DARTS设计方法。
DARTS设计方法是结构化分析／结构化设计的扩展。
它给出划分任务的方法，并提供定义任务间接口的机制。
DARTS设计方法的设计步骤如下：（1）数据流分析在DARTS设计方法中，系统设计人员在系统需求
的基础上，以数据流图作为分析工具，从系统的功能需求开始分析系统的数据流，确定系统的主要功
能。
扩展系统的数据流图，分解系统到足够的深度，识别主要的子系统和各个子系统的主要成分。
（2）划分任务识别出系统的所有功能以及它们之间的数据流关系，并得到完整的数据流图后，下一
步是识别出可并行的功能。
系统设计人员把可并行的、相对独立的功能单元抽象成一个系统任务。
DARTS设计方法提供了在数据流图上确定并发任务的方法。
实时软件系统中并行任务的分解主要考虑系统内功能的异步性。
根据数据流图中的变换，分析出哪些变换是可以并行的，哪些变换是顺序执行的。
系统设计人员可以考虑一个变换对应一个任务，或者一个任务包括多个变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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