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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是关于嵌入式系统设计、应用技术的最新教程。
全书分为上、下两篇，上篇为理论和技术教材，首先概述了嵌入式系统的基本原理、开发流程，并介
绍了各类软、硬件设计方法；其次，对典型的32位微处理器体系结构AIRM进行了详细介绍；下篇为
实验讲义，以核心为Freescale Drag—onBall MC9328MXI(ARM920T)处理器的MXIADS为实验平台，结合
嵌入式Linux系统开发实验教授实际的开发经验。
本书概念清晰、图文并茂，将嵌入式系统的设计理论与软硬件实现、工程应用很好地结合在一起，具
有系统性、先进性和实用性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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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5.2.3 总线电路及信号驱动 嵌入式计算机的总线系统提供微处理器、存储器及I／O
设备之间的数据交换机制。
要将存储器和其他外围设备加入到系统中，只需要将它们连接到总线系统上，并加入必要的解码逻辑
电路即可。
总线系统是由CPU控制的，CPU把设备的地址放到地址总线上，再把总线控制信号放到控制总线上，
设置数据传送方向和定时控制方法，从而实现CPU通过数据总线对设备的读写操作。
 1.总线 总线实际上就是一组通信线路，在同一时刻，每条通信线路上能够传输一位用二进制表示的0
或1信号；在某一时间段内，每条通信线路可以传输一系列的二进制数字信号。
如果一条总线上包含多条通信线路，可以同时传送多个二进制信号，则称该总线为并行总线。
如果一条总线上只包括用于接收和发送的1～2条通信线路，每次只传送一位二进制数据，则称该总线
为串行总线。
按总线所传送的信息类型可分为地址总线、数据总线和控制总线。
 总线的性能由以下几个方面表示。
 ①总线带宽：表示单位时间内，总线所能传输的最大数据量，一般用MBps表示。
 ②总线宽度：通常把一条总线所包括的通信线路的数目的多少称为总线宽度。
总线宽度通常有8、16、32、64位之分。
在总线工作频率一定的条件下，单位时间内总线传输数据量与总线宽度成正比。
 ③总线的单元时钟频率：对于同步总线，采用统一的时钟脉冲作为总线定时基准。
总线的时钟频率越高，总线上的数据操作越快。
 ④总线的负载能力：指总线上可连接模块的最大数目。
 由于数据总线是双向的，可以连接多个设备，如同时连接ROM和RAM，这时就存在总线冲突的可能
性、。
如果两个设备正好同时把数据放到总线上，就可能发生总线冲突（Bus Collision）。
总线冲突意味着两个设备的输出连到了一起，如果十个设备输出是高电子，而另外一个设备输出是低
电平，那么在电源和地之间就会出现导通现象，使两个设备中的一个处于失效。
因此，只有具有三态输出的设备才能够连接到数据总线上。
当连接到总线上的设备不使用总线时，总线处于高阻状态，此时设备在物理上与总线“断开”，设备
不能够向总线发送信息，以避免干扰总线的正常操作，同时设备也不作为总线的负载，为总线可靠传
输信息创造有利条件。
 2.三态门 三态门（ST门）主要用于多个门输出共享数据总线。
为避免多门输出同时占用数据总线，这些门的使能信号（EN）中只允许有一个为有效电平（如高电平
），由于三态门的输出是推拉式的[低阻输出，且不需接上拉（负载）电阻，所以开关速度比集电极开
路的门电路（Open ColecterGate，OC门）快，常用三态门为输出缓冲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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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嵌入式系统技术》知识覆盖面宽，适用范围广，可作为理工
类院校相关专业的本科生和研究生教材，对于嵌入式系统设计领域的技术人员也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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