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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DSP在广义上可理解为数字信号处理，而在狭义上它是一种具有特殊结构的、适用于数字信号处
理运算的微处理器。
　　DSP出现之前，实时信号处理多数采用通用CPU完成，而其处理速度无法满足高速实时要求。
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德州仪器（TI）公司推出了第一代数字信号处理器DSP TMS32010及其系列产品
，之后相继推出了以TMS32020、TMS320C25/C26/C28为代表的第二代DSP和以TMS320C30/C31/C32为
代表的第三代DSP，到了20世纪90年代，又相继推出了第四代和第五代DSP。
TI公司为DSP引入了许多通用计算机微处理器的特点，并为其产品开发了由汇编语言和嵌入式C语言代
码产生工具以及各种软硬件的调试工具平台，大大降低了DSP的开发难度。
因此TI公司已经成为最有影响力的DSP生产厂家。
　　1997年，TI公司推出TMS320C6000系列的 DSP，其定点系列是TMS320C62xx，包括TMS320C6201
、TMS320C6202、TMS320C6211、TMS320C6203、TMS320C6204和TMS320C6205；浮点系列
是TMS320C67xx，包括TMS320C6701和TMS320C6711。
　　本书以TMS320C6000系列 DSP为平台，介绍DSP硬件结构、指令系统、C语言程序开发、软件开发
工具，专门介绍DSP的中断系统、直接存储器访问（DMA）、增强型直接存储器访问（EDMA）和多
通道缓冲串口（McBSP），在此基础上，本书还系统地介绍了DSP应用开发实例。
　　本书由南京师范大学郑阿奇主编，孙承龙编著。
参加本书编写的还有梁敬东、顾韵华、王洪元、刘启芬、丁有和、曹弋、徐文胜、殷红先、张为民、
姜乃松、彭作民、王一莉、徐斌、王志瑞、周怡明、刘博宇、周怡君、郑进、刘毅等。
　　本书配有教学课件、DSP辅助学习和应用资料，需要者可以通过电子工业出版社网站免费下载。
　　由于编著者掌握的资料和水平有限，错误之处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DSP实用教程>>

内容概要

　　 本书以美国TI公司TMS320C6000系列DSP为平台，介绍DSP硬件结构、指令系统、C语言程序开发
、软件开发工具等内容，专门介绍了DSP芯片中断系统、直接存储器访问（DMA）、增强型直接存储
器访问（EDMA）和多通道缓冲串口（McBSP）。
在此基础上，系统介绍了DSP典型应用开发实例。
　　读者对象：本书可作为大学本科、高职高专相关课程的教材或者作为DSP培训用书，也可作
为DSP自学和开发人员参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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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DSP按照所支持的数据类型不同可划分为定点和浮点两种类型。
其中定点DSP进行算术操作时，使用的是小数点位置固定的有符号数或无符号数；而浮点DSP进行算
术操作时，则使用的是带有指数的小数，小数点的位置随着具体数据的不同进行浮动。
定点DSP在硬件上比浮点DSP结构简单，具有价格低、速度快的特点；DSP器件具有精度高，不需要进
行定标和考虑有限字长效应的优点，但相对价格成本较高，速度慢，适用于那些对数据动态范围和精
度要求高的应用。
同一系列DSP具有多个型号，各个型号DSP的CPU结构完全相同，其差别在于DSP片内存储器和外围设
备的配置不同。
同一系列不同型号DSP具有不同的外设接口和存储器配置，针对不同的应用先用不同的DSP型号，可
最大程度减少其外围器件，降低电路板的占用面积，从而提高了DSP系统的性价比。
2.DSP的特点DSP处理器与英特尔（Intel）或奔腾（Pentium）的通用处理器有较大区别，这些区别在
于DSP的结构和指令是专门针对信号处理而设计的。
DSP具有以下特点：（1）采用哈佛结构总线结构可以分为两种：冯·诺依曼结构和哈佛结构。
早期处理器多采用前者，具有程序和数据共用一个存储空间，程序数据总线共享，时分复用共享总线
的特点。
其缺点是指令在执行时只能是串行，速度慢，吞吐量低；高速运算时，不能同时取指令和操作数，并
且会造成传输通道上的瓶颈。
而哈佛结构具有数据和程序存储空间之间互相独立，数据和程序总线分开，能够同时取操作数和指令
，内存访问速度快等特点。
TI公司的DSP系统采用改进的哈佛结构：数据和程序空间能够交换数据，有交叉数据通道；具有高速
缓存，可以提高CPU访问速度，减小读取指令和数据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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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DSP实用教程》以TMS320C6000系列DSP为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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