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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详细阐述了嵌入式Linux设备驱动程序基本理论及开发方法。
详细讲解了嵌入式系统的硬件体系架构，Linux系统的引导原理、启动过程，Linux设备驱动模型及基
本理论，具体的硬件设备驱动程序的源码分析。
在分析具体设备驱动程序源码的基础上，详细讲解了具体设备驱动程序的设计和移植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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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由于Linux内核触摸屏屏驱动基于输入子系统实现，对于触摸屏驱动开发人员来说
，在大部分情况下只要自己编写与具体硬件相关的设备驱动源码即可，而事件核心层和事件处理层直
接由内核提供，不需要再重新编写。
这里以S3C2440 CPU、四线电阻式触摸屏为例来分析Linux下触摸屏的设备驱动开发方法和思路，其他
触摸屏的设备驱动开发与之类似。
 10.4.1 Linux触摸设备驱动的处理流程 前面我们已经了解了触摸屏的工作原理，触摸屏的测量触摸位置
信息的过程基本步骤如下： （1）初始化设置触摸屏控制器处于等待笔针按下状态，等待用户按下触
摸笔。
 （2）用户按下笔针后，触发笔针按下中断，在笔针按下中断服务处理程序中，开始测量X、Y位置坐
标信息，X、Y坐标位置信息测量完成后，向输入子系统事件处理层报告位置信息及笔针状态，设置触
摸屏控制器处于等待笔针抬起状态，等待用户抬起笔针。
 （3）用户抬起笔针，触发笔针抬起中断，在笔针抬起中断服务程序中，再设置触摸屏控制器处于等
待笔针按下状态，等待用户按下触摸笔，准备下一次触摸的测量。
 Linux触摸屏驱动触摸点位置信息测量流程如下图所示。
 了解了Linux下触摸屏驱动的总体实现思路，下面分析Linux下触摸屏设备驱动的源码。
以S3C2440 ARM CPU为例，Linux触摸屏设备驱动的源码文件为s3c2410_ts.c。
 Linux的触摸屏设备驱动是以模块方式存在的，编写一个Linux触摸屏设备驱动主要分为以下几个步骤
： （1）初始化S3C2440的触摸屏控制器相关寄存器，设置ADC转换器的时钟频率的分频系数，A／D
转换器的工作模式等。
 （2）创建Linux内核中代表输入设备的全局结构体变量struct input_dev*inpu_dev，在Linux内核中
，struct input_dev就代表一个设备驱动层的输入设备。
 （3）设置设备驱动层输入设备struct input_dev所支持的事件类型及支持的按键编码。
 （4）初始化输入设备struct input_dev的设备id，事件处理层通过设备的id来判断是否支持该输入设备
。
 （5）最后调用事件核心层提供的函数input_register_device来注册输入设备到核心层。
 （6）触摸屏的设备驱动还需要注册两个中断以及完成两个中断处理函数，分别是触摸屏中断IRQ_TC
和IRQ_ADC中断，IRQ_TC中断用来检测笔针按下和抬起信号；IRQ_ADC中断用来处理X、Y坐标位
置信息的A／D转换及向事件处理层汇报输入事件。
 了解了触摸屏驱动开发的基本步骤，接下来分析s3c2410_ts.C触摸屏设备的驱动源码。
 触摸屏设备驱动s3c2410_ts.C是一个驱动模块，以模块的方式存在，将触摸屏驱动插入内核后，首先执
行模块初始化函数s3c2410ts_init，我们就从s3c2410ts_init开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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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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