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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关于嵌入式系统　　嵌入式系统是嵌入式计算机系统的简称，包括软件系统和硬件系统。
关于嵌入式系统的定义有多种说法，但其最主要特征可以归纳为：嵌入式系统是一个“看不见的计算
机”系统。
嵌入式系统的主要应用领域有网络通信、消费类电子及工业控制和测试。
尤其是消费类电子产品，呈现出强劲的发展态势和活力，各种各样的新产品层出不穷。
　　嵌入式系统的开发需要研发人员熟悉软件开发工具、硬件平台和相关调试工具。
嵌入式应用领域的逐渐拓展，使得社会对嵌入式开发人员的需求日渐增多。
2.本书的编写特点1）以一个典型的嵌入式产品为主线为突出高等职业教育特点，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工
学结合，经过广泛的调研和筛选，本教材确定以PDA这一典型的嵌入式产品为主线，将嵌入式系统中
软硬件相关知识进行分解，并通过相关实训项目完成对知识点的讲解和训练。
需要强调的是，本书并不是一本关于PDA的专业书籍，PDA在书中只是一个载体，通过它来贯穿嵌入
式软硬件的内容，书中内容要比PDA本身更广泛，也更深入。
　　2）反映嵌入式系统的最新发展　　近年来，随着嵌入式系统的发展，嵌入式系统的应用已进入32
位时代。
尤其是以ARM为代表的RISC产品，占据了嵌入式应用领域很大一部分市场。
各种以ARM技术为核心的嵌入式产品广泛进入人们的生活。
本书力求反映ARM技术的最新发展，同时还将嵌入式系统中的最新技术弓l入到书中来。
　　3）以实用为目的，适于高校教学需求　　目前基于ARM的嵌入式系统应用类书籍很多，但并不
适合作为高等职业教育教材使用。
其原因在于很多书籍内容技术性太强，其主要读者对象是开发工程师，内容偏重于芯片，手册的功能
较强。
本书的编写原则是依据嵌入式系统开发过程中的内容，将相关重点突出，知识点重新整理规划后形成
的，是一本内容清晰、结构合理、使用方便的教材。
　　书中内容的编撰更适应目前高等教育中教学方法的改变，即突出学生学习能力的培养。
学生在教师的重点指导下，可以独立完成课程的学习，更好地适应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方式。
书中对重点难点进行标注，案例也更接近于工程应用的实际情况。
各章练习题不仅仅有助于理解和巩固相关知识点，还有查阅资料、调研市场、撰写报告等类型的作业
，促进学习者更深入地了解嵌入式系统的技术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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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全书共11章，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介绍嵌入式系统的基础知识及删微处理器的相关内容，对嵌入式系统中的常见硬件做了剖析
，是开发嵌入式产品的硬件基础。
第二部分介绍嵌入式系统软件，通过大量实例讲解了ARM的指令系统及嵌入式系统软件的设计方法。
第三部分介绍嵌入式系统的调试，根据嵌入式系统应用开发过程中的具体问题而编写，内容实用，实
例针对性强。
《嵌入式系统技术：基于ARM的嵌入式系统》通俗易懂，其中很多内容是作者在多年教学实践中积累
下来的，可作为技能型、应用型教育相关专业“嵌入式系统技术”课程的教材，也可作为专业人员的
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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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应用软件的多少取决于嵌入式操作系统的类型。
这也是一个会直接影响产品性能的重要因素。
如果产品属于消费类电子，则应该优先考虑在市场上认可度好、应用较广而且应用软件丰富的嵌入式
操作系统。
而对于专用于工业控制或测试的嵌入式系统，由于没有应用软件的扩展问题，所以并不需要过多考虑
这类问题。
除了以上因素外，在实际应用时还有许多其他可能需要考虑的因素，如市场因素、商业因素等。
　　1.1.3 嵌入式系统的发展历程　　嵌入式系统的发展与计算机系统的发展基本同步，任何在计算机
领域出现的新技术都会很快进入嵌入式系统领域。
嵌入式系统中一些新技术的使用，也会对其他计算机应用领域产生影响。
　　1.嵌入式系统的出现和兴起（1960-1970）　　20世纪60年代，以晶体管、磁芯存储为基础的计算
机开始用于航空及军事领域。
在军事领域中，为了满足可靠性、体积及重量等方面的严格要求，为各类武器系统设计出了五花八门
的专用嵌入式计算机系统。
　　2.嵌入式系统开始走向繁荣（1971——1989）　　嵌入式系统大发展是在微处理器问世之后。
集成电路制造工艺水平越来越高，芯片制造商开始把嵌入式应用所需要的微处理器、I／O接口、A
／D转换器、D／A转换器集成到一个芯片中，制造出面向应用的各种微控制器。
而软件技术的进步使嵌入式系统也日臻完善。
　　3.嵌入式系统应用走向纵深（1990一现在）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在分布控制、柔性制造、数
字化通信和消费类电子等巨大需求的牵引下，嵌入式系统的硬件、软件技术进一步加速发展、应用领
域进一步扩大。
手机、MP4、数码相机、DVD播放机、数字电视、路由器、交换机等都是典型的嵌入式系统。
　　而今，嵌入式系统的应用已经覆盖了不同的工业领域，人们的生活也越来越离不开嵌入式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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