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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单片机具有体积小、功能强、价格低、可靠性高等特点，在许多领域获得了广泛的应用，特别是在工
业控制、智能化仪器仪表、产品自动化、分布式控制系统中，单片机已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其技术发
展水平已经成为工业发展水平的标志之一，是产品更新换代、发展新技术、改造老产品的主要手段。
目前，在众多的单片机产品中，MCS－51系列、MSP430系列、AVR系列的单片机仍然是主流机种。
本书以MCS－51系列单片机以及MSP430、AVR系列单片机为主介绍单片机的原理、应用和实践指导，
其特点是由浅入深，突出所选内容的准确性、典型性和实用性。
本书内容融入了作者多年教学、科研实践的经验与应用实例，从应用角度出发详细介绍了单片机器件
选型指南、C语言编程规则、中断系统、串口技术、系统扩展、接口电路、应用系统和实践指导等内
容。
特别是实践内容，都是经过作者精心设计、优选出来的、对学习和掌握单片机具有指导性的实用例子
。
利用某些例子可以直接解决工作中的实际问题。
编写本书的主要目的除了用于单片机教学之外，还有就是要帮助那些从事智能仪器设计、数据采集板
设计、自动化控制、数字通信和计算机接口编程的科技人员和其他电子技术爱好者尽快掌握单片机在
各个领域的应用。
书中所选例子都是经验证和使用过的，可直接应用于新产品的设计和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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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单片机应用与实践指导》重点介绍了MCS-51、MSP430和AVR系列单片机的器件应用选型指南
、硬件资源、工作原理和实践指导，并从应用角度出发详细介绍了三种单片机的应用特点、C语言编
程规则、中断系统、串口技术、接口电路、系统扩展和低功耗设计等内容。
实践指导部分都是经过作者精心设计、从科研工作与长期教学活动中优选出来的、对学习和掌握单片
机具有指导性的实验例子，包括基本实践指导、综合实践指导和应用系统等实例。
利用某些实例可直接解决工作中的实际问题。
　　《单片机应用与实践指导》可作为高等院校计算机、自动化、电子信息和机电类专业的教材，也
可作为从事智能仪器设计、数据采集、自动控制、数字通信与计算机接口设计等工作的科技人员和广
大电子技术爱好者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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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单片机系统的设计与硬件提供的支持（包括开发工具、手段、环境）和软件技术的发展紧密相
关。
如果应用选择先进的硬件技术和好的硬件开发平台，则不但可以获得所需的性能，而且还能缩短开发
周期、降低成本、提高可靠性。
软件的设计也离不开硬件的支持（特别是单片机的性能）。
多功能的硬件可以提高软件开发效率，保证软件的质量。
而软件设计技术和开发手段也可以充分发挥硬件的作用，提高系统的整体性能。
在保证系统性能的前提下，单片机系统的设计要综合考虑硬件和软件的任务分工（包括考虑用硬件代
替软件，或用软件置换硬件）。
因此，硬件和软件的协同设计在单片机的应用开发中占有重要地位。
在设计新的应用系统时，要按需求的功能把硬件和软件分成若干个模块，对各个模块采用“自顶向下
”的顺序分别进行设计和调试，最后将各模块连接起来进行总调。
首先要进行总体设计，确定总体任务和功能。
例如，系统是用于过程控制还是用于数据采集的处理，要求的精度如何；仪器输入信号的类型、范围
如何；是否需要进行隔离；仪器的输出采用什么形式，是否需要进行打印输出；仪器是否需要具有通
信功能，采用并行还是串行通信；仪器的成本应控制在什么范围之内等等。
另外还要对整台系统装置的结构、外形、面板布置、使用环境等给予充分的考虑。
在总体设计中要绘制出系统装置的总图及各功能模块的流程图，并拟定详细的工作计划。
完成总体设计后，再根据这些计划按流程图对各部分硬件和软件进行具体的设计。
在单片机应用系统中，单片机是核心，因此在硬件设计时首先要考虑单片机的选择，然后再确定与之
配套的外围芯片。
在选择单片机时，要考虑的因素有字长（即数据总线宽度）、寻址能力、指令功能、执行速度、中断
能力以及市场对该种单片机的软、硬件支持力度等。
在充分考虑各种因素并正确选择了单片机之后，还要进行输入和输出接口及其他功能组件的设计。
输入／输出接口是单片机应用系统，特别是智能化测控仪表与外部设备交换信息的通道，它包括A
／D和D／A转换接口、键盘显示器接口、打印机接口以及各种通信接口等。
在进行上述各种接口设计过程中，要画出详细电路图并进行参数计算，标出各个芯片的型号、器件参
数值，然后根据电路图在试验板上进行调试，发现设计不当之处后随时修改。
调试成功之后再制作印刷电路板，因为在试验板上改动硬件设计比在印刷板上改动要容易得多。
最后还应指出，在硬件电路设计时还应考虑系统的可维修性，即在电路上适当增加若干故障检查手段
，如各种短路点及跳线等，这样做虽然会增加一些成本，但可节省今后产品维修的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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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单片机应用与实践指导》由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出版。
典型单片机应用选型51系列单片机应用基础AVR系列单片机应用基础MSP430系列单片机应用基础单片
机的C语言程序设计单片机的实践指导从应用角度介绍单片机知识精心设计实践内容对解决实际问题
具有指导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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