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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目前基于ARM架构的嵌入式CPU在手持移动设备和通信等嵌入式领域占据绝对市场的状况，应重
视学习嵌入式体系架构，首选是ARM体系架构。
编者唐振明认为：学习ARM体系架构不仅是概念的罗列、知识点的讲解及理论的贯穿，更重要的是在
理解ARM设计理念的同时，要有好的配套实验或跟踪的案例，即强调“理论+实践”的学习方法。
《ARM体系结构与编程》就是围绕这一方法而编写的，主要内容包括ARM处理器概述、ARM体系结
构、ARM编程模型、ARM微处理器的指令系统、ARM汇编语言程序设计、Bootloader启动代码分析
和ARM RealView MDK集成开发环境，并针对ARM硬件寄存器和RISC指令集做了大量的配套实验及调
试方法，最后在理解以上知识点的基础上对Bootloader进行了详细的分析。
　　《ARM体系结构与编程》适合作为计算机、软件工程、电气自动化及电子信息工程等大专生、本
科生或研究生课程的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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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6.4.1 Bootloader的引导方式 Linux系统是通过Bootloader引导启动的。
加电后，就要执行Bootloader来初始化系统。
系统加电或复位后，所有CPU都会从某个地址开始执行，这是由处理器设计决定的。
例如，X86的复位向量在高地址端，ARM处理器在复位时从地址0x00000000取第一条指令。
嵌入式系统的开发板都要把板上ROM或Flash映射到这个地址。
因此，必须把Bootloader程序存储在相应的Flash位置。
系统加电后，CHU将首先执行它。
 主机和目标机之间一般有串口可以连接，Bootloader软件通常会通过串口来输入输出。
例如，输出出错或者执行结果信息到串口终端，从串口终端读取用户控制命令等。
Bootloader启动过程通常是多阶段的，这样既能提供复杂的功能，又有很好的可移植性。
例如，从Flash启动的Bootloader多数是两阶段的启动过程。
从后面U—Boot的内容可以详细分析这个特性。
大多数。
Bootloader都包含2种不同的操作模式：本地加载模式和远程下载模式。
这两种操作模式的区别仅对于开发人员才有意义，也就是不同启动方式的使用。
从最终用户的角度看，Bootloader的作用就是用来加载操作系统，并不存在所谓的本地加载模式与远程
下载模式的区别。
 因为Bootloader的主要功能是引导操作系统启动，所以我们详细讨论一下各种启动方式的特点。
 （1）网络启动方式 这种方式开发板不需要配置较大的存储介质，与无盘工作站有点类似。
但是使用这种启动方式之前，需要把Bootloader安装到板上的EPROM或者Flash中。
Bootloader通过以太网接口远程下载Linux内核映像或者文件系统。
 使用这种方式也有前提条件，就是目标板需有串口、以太网接口或者其他连接方式。
串口一般可以作为控制台，同时可以用来下载内核映像和RAMDISK文件系统。
串口通信传输速率过低，不适合用来挂接NFS文件系统。
所以以太网接口成为通用的互联设备，一般的开发板都可以配置10M以太网接口。
 对于PDA等手持设备来说，以太网的RJ一45接口显得大了些，而USB接口，特别是USB的迷你接口，
尺寸非常小。
对于开发的嵌入式系统，可以把USB接口虚拟成以太网接口来通信。
这种方式在开发主机和开发板两端都需要驱动程序。
 另外，还要在服务器上配置启动相关网络服务。
Bootloader下载文件一般都使用TFTP网络协议，还可以通过DHCP的方式动态配置IP地址。
DHCP／BOOTP服务为Bootloader分配IP地址，配置网络参数，然后才能够支持网络传输功能。
如果Bootloader可以直接设置网络参数，就可以不使用DHCP,，TFTP服务为Bootloader客户端提供文件
下载功能，把内核映像和其他文件放在／tftpboot目录下。
这样Bootloader可以通过简单的TFTP协议远程下载内核映像到内存。
大部分引导程序都能够支持网络启动方式。
例如，BIOS的.PXE（Preboot Execution.Environment）功能就是网络启动方式；U—Boot也支持网络启
动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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