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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一本系统阐述有关数字闭环控制系统设计和实现的专门著作，内容涉及数字系统硬件设计中的
特殊技术细节考虑、常用的微处理器的各种实用接口扩展设计、主从分布式数字控制中多处理器的串
并行数据通信、数字控制的电磁兼容设计及若干具体的电磁兼容问题解决实例、角位置信号的数字测
量、数字接口的前置和后置处理模拟电路设计等，以及数字控制器的算法实现及汇编语言的软件设计
。

本书可作为研究生或者爱好计算机硬件设计和数字系统的高年级本科生的教?或参考书，也适合具有一
定数字控制实践经验的科技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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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1.电平转换 OC门的输出级外接电源可采用0～15 V，有个别芯片可适用更宽的电压范围0
～30 V。
但其芯片本身的供电电压采用5 V，输入电平采用TTL电平，因此可用于实现TTL到其他电平的转换功
能。
 2.小功率驱动 一般OC输出结构数字器件允许灌入的电流比TTL器件的大，因此可用于驱动诸如发光二
极管、继电器的控制线圈等。
 3.多路输出信号的“线与” 不同于TTL数字芯片，OC数字器件的输出级为集电极开路，其输出只有两
种状态即“悬空”状态和“0”状态，并且当输出处于“0”状态时允许灌人的电流较大，因此，多个
芯片的输出端可以直接连接实现所谓的“线与”功能而不会导致电平冲突或器件损坏。
“线与”方式不仅可以简化电路设计，而且对于某些特殊应用如CAN总线的物理结构实现提供了基础
和便利。
 OC输出电路的使用中有一个值得初学者注意的问题，这就是在大多数应用场合其输出端必须外接上
拉电阻，以获得确定的电平用于正确驱动下级电路。
 2.5 关于微处理器芯片本身的准双向口及其操作说明 许多微处理器器件本身具有的I／O口线中，除了
常见的输入口线、输出口线、双向I/O口线外，还有一类特殊的I／O口线叫做准双向口线。
比如MCS—51系列微处理器芯片本身提供的P1、P2及P3口，MCS—96系列的微处理器芯片本身提供
的P1口和P2.6、P2.7口线都为准双向口。
它同真正的双向口的区别是硬件结构上没有采用三态结构，具体结构参见有关文献，此处不详细给出
。
 准双向口的“写”操作同输出口或真正的双向口的操作没有区别，但对其的“读”操作则与输人口或
真正的双向口有很大的不同。
 对于MCS—51系列单片机来讲，“读”P1、P2、P3口的操作分两种，一种是读锁存器操作，另一种是
读外部引脚操作，它依靠指令来区分。
对于MCS—96系列单片机来讲，读P1、P2.6、P2.7时没有MCS—51那样的区分，它只有读外部引脚指令
。
基于准双向口硬件结构的特殊设计，为了读引脚操作时能真正得到外部引脚电平，在进行读操作之前
，必须先往该口写入“1”，然后再读方可，否则可能读到一个错误的结果。
 DSPLF2407A微处理器本身提供的I／O没有准双向I/O。
 2.6 数字控制中几种常用微处理器的中断结构特点及区别 之所以要介绍微处理器的中断结构，是由于
大多闭环数字控制都需要采样定时，并且对实时性有较高的要求，而实践中往往采用微处理器的中断
功能来实现。
所有的控制器算法实现程序代码一般都放在一个定时中断处理程序段内。
实现定时中断可以有很多方法，比如采用外部中断方式，这时外部中断引脚接入采样定时的控制信号
，也可以以基于微处理器本身晶振时钟的内部定时器中断方式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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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现代数字控制实践》可作为研究生或者爱好计算机硬件设计和数字系统的高年级本科生的教材或参
考书，也适合具有一定数字控制实践经验的科技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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