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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ARM作为一种嵌入式系统处理器，以高性能、低功耗、低成本等优点占领了大部分市场。
目前最常见的是ARM7和ARM9两个系列。
随着人们对系统功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ARM7在某些应用中已经不能胜任，性能更加强劲的ARM9处
理器逐渐占据了高端产品市场。
    本书以ARM9处理器和Linux操作系统为平台，结合深圳优龙公司的开发板，详细介绍了嵌入式系统
开发的流程，并针对Linux 2.6版本的内核，介绍了Linux设备驱动程序开发方法。
    本书是基于ARM+Linux嵌入式系统开发的一本实用指导书籍，着重介绍了嵌入式系统开发的一些概
念及开发过程，使读者能快速了解嵌入式开发的步骤。
本书内容实用易懂，适合高校相关专业的师生阅读，可作为嵌入式系统开发与应用技术人员和Linux设
备驱动开发人员的参考书，也可作为嵌入式培训机构的培训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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