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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作为高职院校的专业，智能家电专业具有明显的地方特色，立足顺德及珠三角地区，面向家电行
业、企业的产品生产和服务第一线，培养从事家电产品开发、质检、测试、销售等工作，具有爱岗敬
业、诚信守法、踏实进取的职业道德和精神，具备电路板绘制、单片机应用、产品测试和维修等职业
技能，拥有可持续发展能力和创新能力，既会做事又会做人的高素质、高技能人才。
　　针对上述定位和人才培养规格，智能家电专业的教师们编写了专业标准和部分专业课程的相关教
材。
　　《智能家电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与核心课程标准》：阐述了智能家电专业的人才培养方案及以工作
过程为导向构建课程体系的开发设计，并设计了核心课程的课程标准。
由宋玉宏主编，昂勤树、牛俊英、刘丰华、谢飞、蔡泽凡等教师参编。
　　《单片机技术初步实践》：通过几年的课程改革，从常规的围绕单片机展开课程转变到围绕做事
情展开课程；从教师去教转变为学生去主动学习；从实验箱仿真转变到真实产品为载体的实训。
由蔡泽凡主编，来自家电企业具有多年家电产品控制器开发经验的工程师李日辉等参编。
　　《家用电器产品与电路剖析》：以典型的家电产品为载体，阐述了产品特点、典型电路。
具体分析了电路模块及关键元器件的使用，跟踪新产品和新技术。
由宋玉宏主编，来自家电企业的具有丰富的产品开发与生产管理经验的雷斌高级工程师提出了大量的
修改意见，并审核了全稿。
　　《家用电器通用电气测试实训教程》：以家电产品国家强制认证电气安全通用要求和EMc检验为
依据设计实训项目，阐述了家电通用电气测试项目的检测目的、检测方法及对相关标准的理解。
由昂勤树主编，佛山市顺德区质量技术监督局顺德区标准化研究与促进中心王荣发主任提出了宝贵的
修改意见，并审核了全稿。
　　《家电控制器开发与制作》：以豆浆机和消毒碗柜为开发实例，以家电控制器开发过程为主线，
阐述开发技巧和制作经验。
由刘丰华主编，企业工程师陈新、陈俊艺审核了该书稿。
　　《家用电器3C认证检验实训教程》：以家电产品强制性认证实施规则为基础，精心设计认证测试
工作过程中的典型任务课题，通过“实践中学习”、项目目标、项目实践以及思考与实训等环节，培
养学生实际技能。
由谢飞主编，企业测试工程师刘新生副主编。
　　智能家电专业的教师一方面注重自我专业能力的提升，另一方面勤奋学习职业教育理论，取得的
成绩是明显的。
同时由于经验不足，本套教材在编写和组织上难免存在一些不足，相信他们以后会做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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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单片机技术初步实践》以飞思卡尔（Freescale）的MC9S08ACl6单片机为例介绍单片机原理及其
初步实践。
《单片机技术初步实践》突破以往以学科体系为主线讲解单片机技术的传统模式，代之以任务为驱动
来组织全书的内容，把单片机中的各种知识点和技能点糅合在不同的任务中，使读者在完成任务的过
程中学会单片机的软硬件知识，在实践中培养单片机的应用能力。
　　全书分为单片机基本体验、单片机典型电路应用、单片机综合应用三大篇，每一篇又分为若干任
务，而每个任务独立成章，全书共16章，其中第二篇包含第1章一第5章的内容，第二篇包含第6章～
第12章的内容，第三篇包含第13章一第16章的内容。
　　《单片机技术初步实践》主要针对高等职业院校电子信息工程技术的学生而编写，按照够用为度
的原则安排知识，不注重全面性，而注重实用性，注重应用能力和基本技能的培养。
每章都配有技能操作训练、归纳总结、思考与练习，书中所提到的大部分程序代码、流程图都可以在
随书光盘中找到电子版的文件。
《单片机技术初步实践》特别适合作为高职高专院校的教材，也可以作为家电企业单片机控制器开发
岗位的培训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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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自时钟模式是系统最快的启动方式。
自时钟模式是单片机复位后默认的工作模式。
在这种模式下，系统使用片内振荡器作为时钟源且不使用锁频环电路。
因为不使用锁频环，所以这种模式的特点就是启动快。
由于锁频环的稳定往往需要一定时间，所以为了加速启动过程，使用锁频环的系统从STOP模式下返回
到工作模式后，会暂时使用自时钟模式，直到锁频环稳定，才开始使用锁频环。
　　默认状态下，这种模式的总线频率在3～5 MHz，通过改写滤波寄存器ICGFL，TH和ICGFLTL，总
线频率最高可达20 M。
Hz。
因为没有使用外部晶振，所以自时钟模式的精度是很差的，一般会有±25％的相对误差。
虽然通过微调（使用TRIM寄存器）可以使误差小于±2％，但仍不适用于对时钟精度要求较高的系统
。
　　模式3——使用锁频环的内时钟模式（17EI）　　使用锁频环的内时钟模式可以最大限度地降低系
统成本。
将片内振荡器和锁频环配合使用，可以使时钟频率在很大的范围内得以调整。
虽然精度上仍不如使用外部晶振的系统，但是对于大多数系统也已经够用了。
　　模式4——禁用锁频环的外时钟模式（FBE）　　这是最精确、省电的时钟方案。
这种模式下，系统将直接使用外部石英晶体或陶瓷振荡器作为时钟源，总线频率由该时钟分频得到。
锁频环虽然可以使时钟频率的设置更加灵活，但也要消耗额外的功率。
因此，对于一个功耗敏感且精度要求高的系统，最好的时钟方案莫过于FBE。
当然，因为没有使用锁频环，这种模式下，最大的总线频率只能为8 M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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