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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DaVinci技术是TI公司专门为视频和音频处理而设计的基于DSP的系统解决方案。
它不仅仅是DSP+ARM双核架构的SoC，而且包括一整套的软件开发包，涉及嵌入式系统、ARM、DSP
及数字图像处理等多个学科的知识，有着较为复杂的开发流程。
但由于其集成度高、性能卓越而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关注。
目前达芬奇技术相关资料偏少，给开发过程带来了很多困难。
本书从达芬奇技术最基本的要求——Linux操作系统入手，全面介绍基于达芬奇技术的图像编解码系统
开发的整个过程及所需的相关知识，主要包括软硬件环境的搭建、bootloader、文件系统的设计、应用
程序设计、驱动程序设计、FPGA接口设计等内容。
逐步引导读者进行达芬奇技术的开发，最后设计和实现一个图像无线传输系统。
本书能使读者掌握达芬奇技术的开发、调试方法，使毫无任何DaVinci知识的开发者快速进行实际系统
的设计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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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JFFS（Jouralling Flash File System）日志闪存文件系统是特别为嵌入式系统开发设计
的文件系统，该文件系统基于Linux2.0的内核。
JFFS文件系统基于MTD驱动层，主要用于NOR型闪存。
JFFS文件系统是基于哈希表的日志型文件系统，它提供了崩溃/掉电安全保护和“写平衡”支持，并且
该文件系统可读写，支持数据压缩。
 JFFS2是RedHat公司基于JFFS开发的闪存文件系统，主要是为RedHat公司的eCos开发的。
JFFS2的特点是采用非顺序日志结构以及支持数据压缩、硬链接和多种节点类型。
JFFS2提高了对闪存的利用率，降低了闪存的消耗。
 JFFS2的碎片收集对象和删除对象基于一个扇区而不是整个文件系统，从而缩短了碎片整理和删除操
作的时间。
当遇到坏扇区时，则对其进行标记而使用可用的扇区，增强了设备的写生命周期。
 JFFS文件系统的缺点也非常明显：当文件系统将满或已满时，JFFS的运行速度大大降低。
同时，JFFS不适合用于类似NAND Flash这样的大容量闪存。
 8.3.5 YAFFS文件系统 YAFFS（Yet Another Flash File System）文件系统是专门针对NAND闪存设计的嵌
入式文件系统，目前有YAFFS和YAFFS2两个版本，两个版本的主要区别之一在于YAFFS只针对页大小
为512字节的NAND Flash，而YAFFS2能够更好地支持大容量的NANDFlash芯片。
 YAFFS文件系统与JFFS文件系统相似，但YAFFS文件系统特别针对NAND Flash芯片进行了优化，使芯
片的寿命更长，运行速度更快，占用内存更少，但其稳定性较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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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达芬奇技术开发基础、原理与实例》集理论、实现、案例于一体，适合已具备C语言、VHDL语言
基本知识的通信工程、电子工程、电气工程、计算机工程及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等专业方向的高年级本
科生和研究生作为相关课程的参考书和教材，也可供相关的教师和工程技术人员参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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