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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使用单片机、FPGA／CPLD、DSP、ARM等实现的产品都可以称为嵌入式产品。
嵌入式系统具有软硬件结合和多学科交叉融合的特点，如基于嵌入式技术的智能机器人就是一个多学
科交叉融合的例子。
选择一款主流嵌入式处理器芯片，以点带面、循序渐进地进行嵌入式系统学习是一条有效的学习途径
。
鉴于这种考虑，本书以当前流行的S3C2410芯片为核心，重点介绍嵌入式系统硬件工作原理及接口应
用技术、嵌入式程序设计及嵌入式Linux基础应用。
现有的嵌入式书籍有些偏重理论，有些偏重介绍硬件或软件，本书是在嵌入式系统学习问卷调查结果
的基础上形成的，它不仅兼顾了嵌入式系统硬件和软件基本知识，而且在内容取舍上充分考虑了学生
的实际需求。
问卷调查结果对本书内容取舍起到了很好的启发作用。
本书由袁志勇、王景存老师任主编，章登义、刘树波老师任副主编。
第1～3章、第9章和附录由袁志勇编写，第5～7章、第10章由王景存编写，第4章和第8章由刘树波编写
，第11～13章由章登义、陈旭辉编写。
袁志勇、王景存对全书进行了修改和统稿。
研究生鄢月圆、杨东东和邱远军参与了本书的程序调试与图表制作。
欧志辉同学组织了本科生嵌入式系统课程学习的问卷调查并制作了本书的部分图表。
作者在编写过程中参考了大量的相关书籍和网站，学到了很多知识并从中受益，在此对参考文献中的
作者表示衷心的感谢。
感谢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领导的大力支持以及相关人员对本书出版所付出的辛勤劳动，感谢武汉
大学、武汉科技大学等单位领导和教师对本书修改所提出的宝贵意见。
虽然作者有多年从事嵌入式系统教学与研究工作的经历，但由于水平有限，书中难免有错误和疏漏之
处，敬请读者和同行专家们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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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以当前流行的S3C2410嵌入式处理器为核心，介绍嵌入式系统硬件工作原理与接口应用技术、嵌
入式程序设计及嵌入式Linux基础应用。
主要内容有：嵌入式系统概论、ARM9体系结构、ARM指令系统时钟及电源管理、中断与定时技术
、DMA技术、串行通信接口、网络接口、人机接口、Linux操作系统基础、嵌入式Linux软件设计、基
于QT/Embedded的嵌入式GUI设计。
　　本书既可作为高等院校计算机、电子信息、自动化等专业本科生和相关专业研究生的教材，也可
作为从事嵌入式系统研究与开发的工程技术人员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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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4.机器人随着嵌入式系统和机器人技术的普及和发展，机器人本体功能越来越趋于模块化、智
能化、微型化。
同时，机器人的价格也在大幅度下降，使其在军事、工业、家庭和医疗等领域获得更广泛的应用。
例如，国内最近开发了一种“医疗服务机器人”，其核心部件主要由CPLD和多个EMCU组成。
它可将大脑脱离机器人本体并置于母环境中，采用无线通信与本体进行交互；而服务机器人本体中的
小脑具体实现接收机器人大脑发出的各种命令，控制机器人各个执行和感知机构，进而实现机器人本
体各个功能模块之间相互协调配合的功能。
5.军事国防领域军事国防历来就是嵌入式系统的重要应用领域。
20世纪70年代，嵌入式计算机系统应用在武器控制系统中，后来用于军事指挥控制和通信系统。
目前，在各种武器控制装置（火炮、导弹和智能炸弹制导引爆等控制装置）、坦克、舰艇、轰炸机、
陆海空各种军用电子装备、雷达、电子对抗装备、军事通信装备、野战指挥作战用各种专用设备等中
，都可以看到嵌入式系统的身影。
使用嵌入式技术的武器曾为美军在伊拉克战争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6.医疗仪器嵌入式系统在医疗仪器中的应用普及率极高。
在设计过程中，根据需要对嵌入式系统重新编程，可避免前端流片（NRE）成本，减少和ASIC相关的
订量，降低芯片多次试制的巨大风险。
此外，随着标准的发展或者当需求出现变化时，还可以在现场更新，而且设计人员能够反复使用公共
硬件平台，在一个基本设计基础上，建立不同的系统，支持各种功能，从而大大降低生产成本。
使产品具有较长的生命周期，可以保护医疗仪器不会太快过时，医疗行业的产品生命周期比较长，因
此这一特性非常重要。
现代数字医疗仪器设备不但包括诊疗设备，而且还有数据存储服务器和接口软件。
嵌入式系统可为医疗仪器设备设计、生产和使用提供先进的技术支持。
当今，嵌入式系统的发展已经进入大融合的时代，其特点如下：通信、计算机及消费电子产品（3C）
融合——趋向没有独立的3C，只有融合的3C，即信息产品（IA）；数字模拟融合、微机电融合、电路
板硅片融合及硬软件设计融合——趋向SoC：和SiP；嵌入式整机的开发工作也从传统的硬件为主变为
软件为主；激烈的市场竞争和技术进步呼唤着新颖的产品开发平台，特别是SoC开发平台的出现。
随着嵌入式技术的不断发展，嵌入式系统将更广泛应用于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
如基于嵌入式Internet网络的地球电子皮肤，可以嵌入到牙齿上的手机都在研发之列。
我国著名嵌入式系统专家沈绪榜院士认为：计算机是认识世界的工具，而嵌入式系统则是改造世界的
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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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嵌入式系统原理与应用技术》特色：在编写上力求系统性、实用性与先进性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相
交融。
不但注重嵌入式系统软硬件知识的讲解，也兼顾嵌入式技术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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