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单片微机原理与应用>>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单片微机原理与应用>>

13位ISBN编号：9787111364030

10位ISBN编号：7111364031

出版时间：2012-1

出版时间：罗印升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2-01出版)

作者：罗印升 编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单片微机原理与应用>>

内容概要

　　《单片微机原理与应用》基于将“微机原理与应用”和“单片机原理与应用”课程相结合的思路
，从微型计算机的基本知识和概念、基本原理和基本分析方法入手，以目前最广泛使用的5系列单片
机为核心，选取AT89S5单片机作为典型对象，以相关知识的综合运用能力、工程实践能力的培养和提
高为教学目标。

　　全书共分0章，内容为：微型计算机基础知识；5系列单片机的结构及原理；5系列单片机的指令系
统和程序设计方法；中断系统；5系列单片机的定时器/计数器；5系列单片机的串行接口；5系列单片
机的系统扩展；5系列单片机的接口扩展；5系列单片机应用系统设计；C5程序设计与开发环境。

　　本书符合当前单片机课程的教学需求，可作为大学本科电气信息类专业、机械设计及其自动化、
机电一体化、测控技术与仪器等专业的教材，也可作为高职电气类专业的教材，还可作为自学者的读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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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随着单片机技术的不断发展，单片机在工业自动化、生产过程控制、智能仪器仪表等
领域的应用越来越广泛，大大提高了产品的质量，有效地提高了生产效率。
但是，测控系统的工作环境往往复杂而且比较恶劣，尤其是系统周围的电磁环境，形成了强大的干扰
。
严重时会使系统失灵，甚至造成巨大损失。
干扰信号主要通过电磁感应、传输通道和电源三个途径进入应用系统，，对于电磁感应干扰可应用良
好的“屏蔽”和正确的“接地”加以解决。
下面着重从软、硬件两个方面给出传输通道和电源的抗干扰技术。
9.3.1单片机应用系统的硬件抗干扰技术1.输入／输出通道抗干扰措施输入／输出通道是单片机和外设
、测控对象进行信息交换的渠道，由通道引起的干扰主要由公共地线引发。
因此，必须隔开对象与输入／输出通道之间的公共地线，主要措施有：1）光电耦合隔离。
采用光电耦合可以切断主机与输入、输出通道电路以及其他主机电路的地线联系，能有效地防止干扰
从通道进入主机。
需要注意的是，光电隔离器的输入回路和输出回路必须采用独立的电源。
’2）双绞线传输。
双绞线能使各小环路的电磁感应干扰相抵消，对电磁场干扰、共模噪声有一定的抑制效果。
采用双绞线长线传输时，要求信号源的输出阻抗、传输线的特性阻抗与接收端的输入阻抗相等i否则，
信号在传输线上会产生反射，造成失真。
3）传感器后级的变送器应尽量采用电流型传输方式。
由于电流型变送器比电压型变送器抗干扰能力强，所以采用电流型变送器可以提高系统的抗干扰能力
。
2.印制电路板的抗干扰措施电路板是微型计算机应用系统中器件、信号线、电源线高密度集合体，其
设计与布线的好坏对系统抗干扰性能影响很大，在电路板设计时可采用以下几种措施：1）印制电路
板大小要适中。
过大时，印刷线条长、阻抗增加、抗噪声能力下降，成本也高；过小，散热不好且易受干扰。
尽量使用多层印制板，保证良好的接地网，减少地电位差。
2）器件布置要合理。
把相关的器件就近放置，易产生噪声的电路应尽量远离主机电路，发热量大的器件应考虑散热问题，I
／O驱动器件尽量靠近印制板边上放置。
闲置的IC芯片引脚不要悬空，元器件引脚避免相互平行，以减少寄生耦合。
如有可能，尽量使用贴片元件。
3）布线要合理。
电路之间的连线应尽量短，容易受干扰的信号线要重点、保护，不要与产生干扰或传递干扰的电路长
距离平行布线；交直流电路要分开；对双面布线的印制电路板，应使两面线条垂直交叉，以减少磁场
耦合效应。
4）合理接地。
交流地与信号地不能共用，以减少电源对信号的干扰；数字地、模拟地分开设计，在电源端两种地线
一点相连；对于多级电路，设计时要考虑各级动态电流，注意接地阻抗相互耦合的影响，工作频率低
于1MHz时采用一点接地，工作频率较高时采取多点接地，接地线应尽量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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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单片微机原理与应用》是普通高等教育电气工程与自动化(应用型)“十二五”规划教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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