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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很多年前，实验室里有位老师经常和我们说起“嵌入式系统”，大家有很多疑问：“嵌入式系统”到
底是什么？
32位单片机和8位单片机的差别是什么？
32位单片机系统的开发能不能像8位单片机一样方便？
经过多年实际从事嵌入式系统开发工作之后，仍然不能给出一个完美的答案，说明什么是“嵌入式系
统”。
而与此同时，几乎生活中的所有电器设备都和嵌人式系统有关，如掌上PDA、移动计算设备、电视机
顶盒、手机上网、数字电视、多媒体、汽车、微波炉、数码相机、家庭自动化系统、电梯、空调、安
全系统、自动售货机、蜂窝式电话、消费电子设备、工业自动化仪表与医疗仪器等。
其实，基于805l单片机的系统也都纳入了“嵌入式系统”的范畴。
ARM处理器在嵌入式系统领域占据重要的地位，2008年ARM公司宣布由其合作伙伴出货的处理器总量
已超过l00亿个，年出货量已接近30亿个。
因此，学习基于ARM处理器的嵌入式系统设计就比较有实用的意义。
Linux是一个源代码开放、免费的操作系统，并且支持包括ARM在内的多种处理器。
目前有很多关于LinuX内核分析、设备驱动的书籍.因此，Linux无论是在商业应用上还是在教学使用中
都有巨大的优势。
本书的例子多数基于S3C24lO处理器和LinuX一2.6.22操作系统。
在实际工作中，选择哪种处理器和哪一个操作系统会有多方面的考虑，包括成本、供货和开发周期等
。
因此，学习嵌入式系统开发，最重要的是掌握一种方法，即面对一个新的硬件平台和操作系统，应该
从哪里着手进行考虑，抓住问题的关键点。
在学习过程中，经常要考虑的问题是：‘勺口果这是另外一个芯片，应该怎么办？
”任何一本书，都只能在某一个特定的硬件和软件的平台上分析、讨论问题。
例如本书中大部分例子所使用的S3C；2410处理器，尽管目前仍在大量使用，但总会有新型号的产品
替代它（也许是S3C2440或是其他）。
本书的第l章简单介绍基于ARM处理器的嵌入式系统开发的基础知识。
第2章介绍嵌入式系统开发的硬件和软件环境。
要真正地理解嵌入式系统，就要亲自动手做实验，而建立实验的工作环境就是迈出丫第一步。
第3章介绍在一个最小系统的硬件平台上实现一个“Hello，World！
”程序。
说明只要你愿意，就可以像805l单片机的开发一样去写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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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介绍了以ARM处理器(S3C2410)为核心的嵌入式系统设计，由浅到深介绍嵌入式系统的硬件和软
件设计。
首先介绍如何建立嵌入式开发的软件、硬件环境，接着介绍引导程序和操作系统的移植。
通过一个简单的“Hello，World!”程序，让读者了解最基本的嵌入式系统。
嵌入式系统开发很大一部分工作是设备驱动程序的编写，本书详细讲解Linux系统下I2C、串口、以太
网口、LCD和Flash等设备驱动程序。
最后简单介绍嵌入式系统最基本的电磁兼容设计。
    本书适合从事嵌入式系统设计、研究的工程技术人员用作参考书，也可供嵌入式系统相关专业的本
科生或研究生作为教材或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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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从第3章“Hello，World！
”的代码中看到，嵌入式系统要用很多的代码在硬件的管理上。
实际应用中，要面对更多的硬件设备，同时还可能处理很多复杂的协议，如USB通信协议和各种网络
协议等。
在具体的项目中，通常希望集中所有的力量进行业务方面的开发，同时利用现有的操作系统（Iinux
和WinCE等）处理硬件设备管理和各种通用的协议。
应用于嵌入式系统时，LinuX操作系统需要有一个引导程序（BootLoader）。
引导程序需要建立LinuX的运行环境，包括配置系统内存、装置内核到内存相应的位置和默认启动参
数等。
同时引导程序还提供一些简单的调试手段，方便在系统开发初期的调试。
4.1  BOOtLoadel概述基于Intel x86体系结构的PC也一样需要使用BootLoadet。
计算机上电后从地址0xFFFF0取第一条指令，这个地址存放的就是计算机主板的BIOS.BIOS完成开机时
的硬件启动检测，然后读取硬盘的引导扇区。
对于使用LinuX操作系统的计算机，引导扇区上的程序先读人引导程序LILO或是GRUB，再由引导程序
把Linux装入到内存中，然后把控制权交给LinuX。
嵌入式系统中引导程序完成了PC中BIOS和LILO等引导程序完成的任务。
BootLoad-er其实就是一个嵌入式应用程序，它的功能根据不同的需求会有很大的不同，可能非常简单
，也可能比较复杂。
ARM处理器通常默认是从地址0X0取第一条指令，在电路设计时，把存储BootLoader的Flash地址安排
在OXO的位置。
这样在系统上电后，就从Flash开始运行Boot-Loader。
BootLoader主要的功能包括启动和下载。
启动功能：所谓启动功能就是BootLoader从嵌入式系统的固态存储设备（通常都是Flash）上将操作系
统加载到RAM中运行，然后将控制权交给操作系统，之后由操作系统接管系统的管理。
这是嵌入式系统正常工作模式。
在这种情况下，BootLoader就是简单的进行系统的初始化和引导操作系统。
对于使用LinuX操作系统的ARM嵌入式系统，BootLoader必须给LinuX准备必要的运行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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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嵌入式系统设计从入门到精通:基于S3C2410和Linux》介绍了以ARM处理器(S3C2410)为核心的嵌入
式系统设计，由浅到深介绍嵌入式系统的硬件和软件设计。
 《嵌入式系统设计从入门到精通:基于S3C2410和Linux》适合从事嵌入式系统设计、研究的工程技术人
员用作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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