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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随着计算机技术、通信技术、集成电路技术的高速发展，嵌入式系统技术日益成熟并渗透到国民
经济的各个领域。
嵌入式系统研发人员的发展前景看好，社会需求旺盛，经常可以看到，已经毕业几年的电类专业本科
生、硕士生个人承担万元以上的培训费，参加社会上的培训班，学习嵌入式系统技术，校内很多并不
富裕的本科生自费购买各种嵌入式系统开发板自学。
所有这些，都反映了人们对嵌入式系统知识的渴求以及社会对嵌入式系统研发技术人员的需求。
面对这样一种形势，开设嵌入式系统课程教学的必要性、紧迫性摆在各高校面前。
在现有情况下，如何安排这门课程教学计划、讲授哪些内容、如何取得好的教学效果，是高校相关教
师需要探索、研究的课题。
目前，国内自动化、电信、计算机等电类专业，在现有教学大纲和课程体系中，课程安排都比较饱满
，很难将嵌入式系统的课程安排在40学时以上，原因是电子技术、计算机技术发展很快，不断有新的
课程加入到现有教学计划中来，这种情况我们认为在近几年内不会有大的改变。
　　嵌人式系统是一门庞大的知识体系，涵盖的内容很多，包括嵌入式处理器、嵌入式外围电路、嵌
入式操作系统的裁剪移植、TCP／IP协议栈应用、GUI应用、驱动程序开发、应用程序开发等。
仅就嵌入式系统的硬件而言，所涵盖的内容就远远超过了目前电类专业所开设的所有有关微型计算机
硬件方面的课程，包括微机原理、接口技术、单片机原理。
在有限的时间内，针对初次学习本门课程的本科生，按照什么深度、宽度讲授本门课程，需要认真斟
酌权衡。
根据我们这几年的教学实践和与其他大学讲授本门课程的教师反复讨论，达成这样一个共识：对这门
课程的讲授，应当全面介绍，有所侧重。
全面介绍，就是全面介绍嵌入式系统各个层面的知识，包括硬件层面的ARM微处理器、外围电路，软
件层面的操作系统裁剪移植、应用程序开发等，全面介绍的深度以掌握基本概念为准；有所侧重，就
是将基础的知识讲深、讲透，主要是处理器内核部分、常用外围电路部分和底层驱动部分。
这样做的目的是：学生通过本门课程的学习，对嵌入式系统有全面的了解，清楚各个层面研发的内容
和应当具备的知识，对硬件基础知识有比较深入的了解和掌握。
电类专业的学生，一般先期都学习过微机原理、接口技术、单片机原理、C语言课程，在这些课程基
础上，再深入学习嵌入式处理器硬件知识，容易取得较好的学习效果。
教学实践告诉我们，对于电类专业本科生，没有相当多的时间，很难将操作系统内核、功能，操作系
统裁剪移植的具体过程讲明白。
对操作系统这一部分内容，主张只介绍基本概念，详尽的技术细节、开发过程，留待研究生做课题阶
段或工作初期阶段，边干、边学、边理解效果会更好。
在有限的授课时间里，讲授过多会适得其反。
　　从目前已经出版的各类教材来看，找不到满足上述要求的教材。
从教学角度出发，必须通过对很多现有教材、相关资料的裁剪拼凑才能满足教学需要。
从学生购书角度来看，购买一本教材，但讲授和要求掌握的内容只占较少一部分，给教师和学生都带
来一定的不便。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嵌入式系统基础教程>>

内容概要

　　全书分四个方面介绍了嵌入式系统的基本知识：第一方面从嵌入式系统的基本概念入手，介绍了
嵌入式系统的定义、硬件和软件组成结构、特点、应用领域与发展（第1章）。
第二方面介绍了嵌入式系统的內核、指令系统、编程基础知识，给出了指令系统详尽技术细节（第2
章-第4章）。
第三方面介绍了比较有代表性的三星公司的ARM7微处理器——S3C44BOX，对其基本性能、內嵌的外
围设备，即存储器控制器、时钟与电源管理电路、CPU的内存配置与总线优先级管理器、I/0端口
、PWM定时器、串行接口、A/D转换器、实时时钟、中断控制器和看门狗定时器做了详尽的讨论，给
出了工程设计所需的全部技术参数，并例举了部分应用实例（第5章）。
第四方面介绍了常见的嵌入式操作系统，对当前热门使用的Linux操作系统做了详尽的介绍，包
括Linux操作系统分析、开发环境创建、操作系统移植、驱动程序设计与GUI的开发（第6章）。
为了便于教学，各章后给出了较多的思考题与习题。
　　本书在编写过程申，注意了内容上的由浅入深、循序渐进，既考虑到初学者便于理解掌握，也考
虑到知识的完整性、详尽性。
本书可作为普通高校电类、计算机类本科生或研究生嵌入式系统课程教材，也可作为工程技术人员的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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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嵌入式系统基础　　随着网络与通信技术的不断发展，嵌入式系统逐步从低端应用进入
到一个高、低端并行发展的阶段，目前，嵌入式系统已广泛应用于移动计算设备、网络设备、信息家
电、工业控制设备、车载设备、娱乐设施、仪器仪表等场合，同时它与信息、网络、计算机是息息相
关、同步更新的。
本章主要对嵌入式系统的产生和发展、定义、组成结构、特点、应用和发展趋势等方面进行介绍。
　　1.1　概述　　1.1.1　嵌入式系统的产生和发展1.嵌入式系统的产生　　嵌入式系统起源于微型计
算机时代。
20世纪60年代末，随着微电子技术的发展，微处理器逐渐出现，计算机出现了历史性的变化。
以微处理器为核心的微型计算机以其小型、价廉、可靠性高等特点，迅速走出机房，深入到千家万户
，人们进入PC时期。
　　随着微型计算机表现出来的高速数值解算能力，引起了控制专业人士的注意，他们首先将其应用
到自动控制领域中，例如，将微型计算机经电气加固、机械加固，并配置各种外围接口电路，安装到
大型舰船中构成自动驾驶仪或轮机状态监测系统，然而更多的场合要　　求将微型计算机嵌入到一个
对象体系中，实现对象体系的智能化控制。
这样一来，此类计算机便失去了原来的形态与通用的计算机功能，从而成为一种嵌入到对象体系中，
实现对象体系智能化控制的计算机，称作嵌入式计算机系统，简称嵌入式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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