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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嵌入式Linux由于具有开源、网络功能强大、内核稳定高效等特性，在产品开发周期、产品的功能可扩
充性、开发时的人力投入等方面都具有显著的优势，因此广泛应用于中低端智能电子设备中。
而它与ARM的结合，更是一种主流的解决方案，嵌入式Linux+ARM已经广泛应用于机顶盒、掌上电脑
、消费电子、MPC、网络设备、工业控制等领域，并且具有良好的市场前景。
 本书全面介绍以ARM-Linux为操作系统的嵌入式系统设计与开发技术，秉承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指导
思路，帮助读者快速跨入嵌入式系统开发的门槛。
本书内容丰富、概念清楚、层次分明、通俗易懂，可以作为各类高等院校计算机、电子、通信、软件
工程等专业高年级学生嵌入式Linux程序设计或嵌入式系统程序设计等课程的教材，也可作为相关工程
技术人员和计算机爱好者学习嵌入式程序设计的参考书。
 本书的编写目的与特色 本书在总结作者多年的教学经验的同时，为嵌入式Linux系统等相关课程提供
配套的教材，通过实例，使读者能够较容易地掌握相关的嵌入式Linux程序设计方面的基本概念和技能
；通过综合实例的学习和模拟，达到训练实际开发能力的目的。
 “实践”和“创新”是嵌入式系统课程的两个主要特点。
实践是整个嵌入式系统课程体系中重要的环节，而创新的思想贯穿整个嵌入式教学的始终，最后要通
过案例的实现来对所学的嵌入式知识进行检验。
 本书的主要内容与结构安排 本书共11章，分为三篇。
第一篇（第1～3章）为“ARM嵌入式Linux系统的基础与平台构建”，主要介绍嵌入式硬件平台和软件
系统的基础知识，以期帮助读者达到构建嵌入式系统开发平台的目的。
 第二篇（第4~7章）为“ARM嵌入式Linux系统的驱动开发与软件应用”，主要介绍基于ARM-Linux系
统的驱动开发、软件移植、图形用户接口以及通信应用等内容。
这些内容构成了嵌入式软件系统相关实验的基础，涵盖了嵌入式Linux系统的几乎所有要点。
在完成该篇内容的学习之后，即可进入ARM-Linux的实际应用部分。
 第三篇（第8~11章）为“ARM嵌入式Linux系统的解决方案与应用场合”，主要介绍一些基
于ARM-Linux的实际应用方案和案例。
本篇包含OMAP5910的相关应用、实时Mobile Linux系统、嵌入式Linux系统的设计与优化以及一个嵌入
式Linux综合实例——数字油田生产监控系统。
学生在了解该篇内容后，会对嵌入式系统目前的应用场合和解决方案有较深入的了解。
 阅读本书时的注意事项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是本书的一大特色。
若读者有相应的实验开发环境，建议动手验证书中安排的每一个环节，会取得良好的效果。
具体实验可以参考《嵌入式Linux程序设计案例与实验教程》1 该书已由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版，书号为
：978-7-111-26327-2——编辑注。
读者需要特别注意：1）某些代码需考虑平台的差异性，部分硬件相关代码需要修改；2）相关软件的
版本与依赖关系，同一软件（包括交叉编译器）的不同版本在编译环境、使用方式、编程要求上存在
一些差异，具体要求与区别均需参考相关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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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ARM嵌入式Linux系统设计与开发》全面介绍以ARM-Linux为操作系统的嵌入式系统设计与开发
技术，秉承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指导思路，帮助读者快速跨入嵌入式系统开发的门槛。
《ARM嵌入式Linux系统设计与开发》共11章，分三篇，其中，第一篇（第1～3章）主要介绍嵌入式硬
件平台和软件系统的基础知识，第二篇（第4～7章）主要介绍基于ARM-Linux系统的驱动开发、软件
移植、图形用户接口以及通信应用等内容，第三篇（第8～11章）主要介绍一些基于ARM-Linux的实际
应用方案和案例。
　　《ARM嵌入式Linux系统设计与开发》内容丰富、概念清楚，适合作为高等院校计算机、电子、
通信、软件工程等专业嵌入式课程的教材，也可供广大工程技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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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2.硬件设计开发步骤与注意点（1）开发步骤  硬件设计的开发步骤包括需求分析、系统的软硬
件设计以及最后的相关测试和部署工作，具体如下：1）需求分析：首先分析系统工作原理，然后选
择合适的参考硬件平台和软件系统。
·了解系统工作原理：分析系统的运作流程和功能模块，了解系统需要使用哪些组件，并完成哪些职
能。
·选择参考硬件平台：选择合适的硬件平台，考虑大小、价格、功耗等各种因素，系统的大部分模块
在硬件平台上可以直接测试。
根据项目的需求，也可以对硬件配置以及软件支持的程度进行适当的调整。
综合上述考虑因素，本书以基于ARM系列处理器的开发板作为相应的平台。
·选择操作系统和软件：嵌入式操作系统种类繁多且各有特点，其中最为主流的是Win-dows CE
和Linux操作系统。
Linux具有自己的优势，不仅操作系统和应用软件都开源，而且可以裁剪。
2）系统设计：对于嵌入式系统设计来说，需要进行硬件设计和软件开发两个方面的工作。
硬件设计即对应于开发产品的相应功能，决定选择哪些硬件模块，裁剪哪些硬件模块。
然后，需要对开发板提供的各种应用接口进行二次开发，完成嵌入式系统设计的基板。
而软件开发是一个反复修改和编译的过程，其软件移植包括Linux系统的三个组成部分：引导系统的移
植、内核移植以及应用程序的移植。
其中引导系统和内核移植将在第3章详细描述，而应用程序的功能一般包含图形用户接口和系统数据
功能的实现，这部分将在第4章至第7章进行详细的描述。
3）系统集成与部署：硬件设计和软件开发都完成之后，就可以对样机进行测试了。
测试可以先使用NFS方式，即所有的程序都在宿主机上，并且远程连接开发平台，使得这些程序能够
在开发平台上实现。
NFS方式之后即可以部署到开发平台上测试。
反复执行测试过程，直到测试阶段完成。
系统集成与部署流程如图1-1所示。
当系统测试完成之后，产品就可以正常工作了。
但是考虑到产品成本控制、升级和维护，真正产品化还需要大量的工作。
（2）硬件设计中应注意的一些问题1）IC元件的选择：在选择IC元件的时候，要注意对于无铅及有铅
元件的选择。
全球都已经开始提倡电子产品的无铅化，而我国也正处于有铅工艺向无铅工艺转换的过渡时期。
因此，大部分元器件厂商提供的元器件也就有无铅与有铅两种规格，有的厂商甚至已经停止有铅元件
的生产。
所以当一个产品设计完成后，设计人员需要确认选择的元器件是采用无铅工艺还是有铅工艺。
如果在整个电路板上同时使用有铅元件与无铅元件，则不仅会给SMT生产工艺带来一定的困难，还可
能带来整板一致性的缺陷。
无铅元件的回流焊峰值温度在255℃左右，而有铅元件的回流焊峰值温度最高不超过235℃，而且两种
工艺的温区数量也可能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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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ARM嵌入式Linux系统设计与开发》基于作者多年对课程教学的思考和实践编写而成，充分体现了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特色。
采取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指导思路，介绍以ARM-Linux为操作系统的嵌入式系统设计与开发技术。
内容丰富，涵盖进行嵌入式Linux系统开发所需掌握的相关知识。
嵌入式Linux具有开源、网络功能强大、内核稳定高效等特性，广泛应用于中低端智能电子设备中。
而它与ARM的结合，更是一种主流的解决方案，嵌入式Linux+ARM已经广泛应用于机顶盒、掌上电脑
、消费电子、MPC、网络设备、工业控制等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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