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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数字信号处理(Digital Signal Processing，简称DSP)是利用CPU以数字形式对信号进行采集、变换、
滤波、估值、增强、压缩、识别等处理，以得到符合人们需要的信号形式。
　　数字信号处理是以众多学科为理论基础的，它所涉及的范围极其广泛。
例如，在数学领域，微积分、概率统计、随机过程、数值分析等都是数字信号处理的基本工具，与网
络理论、信号与系统、控制论、通信理论、故障诊断等也密切相关。
近来新兴的一些学科，如人工智能、模式识别、神经网络等，都与数字信号处理密不可分。
可以说，数字信号处理是把许多经典的理论体系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同时又使自己成为一系列新兴
学科的理论基础。
　　11公司的TMS32OF2812属于TI的C2000系列产品。
在目前过程控制领域中，它是TMS320系列中的第二代产品，与传统的单片机相比，它具有功能强、资
源丰富、功耗低等突出的性能。
具有完美的性能并综合最佳的外设接口，它集成了闪存、高速A／D转换器、高性能的CAN模块等。
具有较高的性价比，利用它可以降低开发难度，缩短面市时间，有效地降低了开发成本。
　　《TMS320F2812 DSP原理与应用实例》主要以TI公司的。
TMS32OF2812芯片为核心，通过对多个功能模块的开发的实际过程的介绍，来讲解TI的DSP2000系列
开发的原理和实践。
　《TMS320F2812 DSP原理与应用实例》内容包括：　第1章DSP概述，主要介绍DSP构成及设计方法
。
　第2章F2812结构，主要介绍TMS32OF2812硬件结构。
　第3章中断系统，主要介绍引入中断的目的是解决主机与外设的并行工作问题，实现实时控制。
　　第4章指令系统，主要以助记符形式来介绍DSP的指令系统。
　　第5章汇编语言程序设计实例，主要介绍了DSP芯片的汇编语言程序设计的一些基本知识和编写汇
编语言的基本算法等。
　　第6章汇编语言与C语言的混合编程，主要介绍用汇编语言或C语言开发DSP芯片。
　　第7章DSP系统开发实例，通过实例主要介绍DSP CCS开发软件CCS(Code ComposerStudio)是一个
完整的DSP集成开发环境，也是目前最优秀的DSP开发软件之一。
　　第8章事件管理器，主要介绍F2812片内外设事件管理器。
　　第9章引导ROM及引导装载器功能，本章主要介绍适用于存储在TMS32OF28x系列处理器的片上引
导ROM中的代码和数据。
　　第10章数字输入／输出端口，本章主要介绍F2812芯片处理器数字输入输出端口。
　　第1l章模／数转换，本章主要介绍FMS32OF2812 ADC模块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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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主要介绍TI公司的TMS320 F2812 DSP芯片原理和应用实例。
包括系列2812 DSP的结构、中断系统、指令系统、事件管理器、编程方法及其使用方法和应用实例。
本书的最大特点是用大量来自工程一线的实例代码，深化理解，强化应用。
　　本书内容全面、架构清晰、实用性强，特别适合DSP工程技术开发人员、数字电路设计人员以及
大中专院校相关专业的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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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3.系统特点　　基于DSP芯片的数字信号处理系统与传统的模拟信号处理系统相比具有以下几个
优点：　　(1)精度高，稳定性好，抗干扰能力强　　精度仅受到量化误差和有限字长的影响，处理过
程不引入其他噪声，因此具有较高的信噪比。
另外，模拟系统的性能受到元器件参数性能的影响比较大，而数字系统基本不变，因此数字系统更便
于测试、调试及批量生产。
　　(2)编程方便，容易实现复杂的算法(含有自适应算法)　　DSP系统中，DSP芯片提供了一个高速
计算平台，系统功能依赖于软件编程实现。
当其与现代信号处理理论和计算数学相结合时，可以实现复杂的数字信号处理能力。
　　(3)接口简单、方便　　由于数字信号的电气特性简单，不同的DSP系统相互连接时，在硬件接口
上容易实现。
在数据流接口上，各系统间只要遵循特定的标准协议即可。
　　(4)集成方便　　现代DSP芯片都是将DSP芯核及其外围电路综合集成在单一的芯片上。
这种结构便于设计便携式高集成度的数字产品。
　　(5)可程控　　当系统的性能和功能发生改变时，不需要重新设计、装载和调试。
如实现低通、高通、带通等不同的数字滤波；虚拟仪器中的滤波器、频谱仪；软件无线电中不同工作
模式下的通信等。
　　另外，现代DSP芯片作为可编程超大集成电路(VLsI)器件，通过可下载的软件和固件来实现数字信
号处理功能。
DSP芯片除具备普通微处理器的运算和控制功能外，还针对高数据传输速率、数值运算密集的实时数
字信号处理，在处理器结构、指令系统和指令流程设计上进行了很大的改进。
　　当然，数字信号处理也存在一定的缺点。
例如，对于简单的信号处理任务，如与模拟交换线的电话接口，若采用DSP则使成本增加。
DSP系统中的高速时钟可能带来高频干扰和电磁泄漏等问题，而且DSP系统消耗的功率也较大。
此外，DSP技术更新的速度非常快，数学知识要求多，开发和调试工具还不尽完善。
　　虽然DSP系统存在着一些缺点，但其突出的优点已经使它在通信、语音、图像、雷达、生物医学
、工业控制、仪器仪表等许多领域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应用。
1.1.3DSP的技术应用　　DSP最早是指一种信号处理技术，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第一个商用数字处理器
问世，DSP才逐步成为一种全新高速处理器的名称。
最初DSP的应用在于专业数据通信和语音处理，各种专用调制解调器、声码器、数据加密机等。
其后DSP应用扩展到广泛的民用产品，诸如硬盘驱动器、通用调制解调器、数字答录机、无线通信终
端。
20世纪90年代中期，DSP在数字GSM手机和无线基站应用中都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与此同时，DSP开始全面拓展到新兴应用，并在宽带通信、数字控制、数字音频、数字视频等众多市
场上捷报频传。
　　作为一种重要的处理器，DSP已经处于数字信息产品核心引擎的地位，面对中外如此巨大的市场
空间，更好的DSP应用有待我们去努力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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