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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ARMCortex-M处理器是一系列可向上兼容的高能效、易于使用的处理器，这些处理器旨在帮助开发人
员满足嵌入式应用的需要，主要包括以更低的成本提供更多功能、不断增加连接、改善代码重用和提
高能效。
 ARMCortex-M处理器已成为全球微控制器标准，许可给40个以上的ARM合作伙伴。
Cypress公司将ARM的Cortex-M3处理器集成在其PSoC5器件内，为客户提供了基于ARM处理器的单片
系统解决方案，这种解决方案提高了设计的可能性，缩短了系统设计周期，降低了设计成本，极大地
满足了市场对产品竞争力的要求。
通过Cortex-M3强大的处理能力，充分发挥PSoC器件内的数模混合阵列的性能。
 何宾老师的《Cortex-M3可编程片上系统原理及应用》通过对PSoC5器件相关内容的详细介绍，系统介
绍了Cortex-M3CPU处理器的结构、Cortex-M3CPU处理器的指令集、Cortex-M3编程和调试接口
、Cortex-M3和外设的接口以及基于Cortex-M3的&#61549;C-OSⅢ操作系统等内容，并且通过相关的设
计实例，介绍了基于ARMCortex-M3CPU的嵌入式系统的开发流程。
 相信该书的出版，会对国内从事Cortex-M系统处理器应用的广大读者有所借鉴，并且通过PSoC5这一
单片系统设计平台，熟练地掌握基于Cortex-M3的嵌入式系统的设计流程和实现方法。
 ARM中国区大学计划经理时昕 2012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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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Cortex-M3可编程片上系统原理及应用》系统化、模块化地介绍了Cypress公司的PSoC5内所集成
的ARMCortex-M3CPU硬核处理器结构及指令集、PSoC5内各个功能单元的结构以及基于PSoCCreator
2．0软件的片上系统的设计流程。
主要内容包括：PSoC设计导论，PSoC5 CPU及存储子系统，PSoC5
CPU指令系统，PSoC5公共资源，PSoC编程和调试接口功能，基于PSoCCreator的程序设计，定时器、
计数器和PWM模块，LCD显示驱动模块，FC总线模块，USB总线模块，通用数字块UDB，模拟前端模
块，ADC和DAC模块，电容感应模块，数字滤波器模块和uC-OS／Ⅲ操作系统。
本书可作为从事Cypress可编程片上系统设计的设计人员的参考用书，也可作为大学本科生和研究生教
材，同时也可作为Cypress公司相关内容的培训教材。
为方便读者学习，本书附赠光盘，包含书中源程序和教学课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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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DFB硬件支持最多两个流传输通道，对多于两个通道的应用需要使用块传输模式。
DFB内的暂存寄存器和控制逻辑确定支持多少个流传输通道。
数据RAM内的这些通道如何映射和管理是由控制器汇编语言的功能确定。
 在输入流模式下，采样速率由ADC或其他源来确定。
DFB必须运行高于或者等于采样速率，这样才能保证DFB的正确运行。
当计算引擎完成对采样数据的处理，则发送读总线指令。
 两个暂存寄存器的满或空标志对DFB控制器是可见的，并且基于状态信息产生分支，这样就允许控制
需要工作的通道。
 当DFB控制器发出总线读指令，它并不请求总线，产生中断或者DMA请求。
仅仅是通知总线需要下一个采样，并且等待其到来。
这种方法不需要FIFO。
使用一个24位的暂存寄存器用于小于1Mbps采样，保证了总线延迟低于采样周期。
 当DFB准备一个输入采样时，当检查完一个有效的新数据已经写入到暂存寄存器后，暂存寄存器的内
容就写入数据RAM合适的位置中。
当数据RAM没有映射到PHUB，来自系统的数据写到数据RAM时，这是唯一的方法。
 通过确认总线读信号和使用低阶ACU RAM地址位（acu_addr（0））寻址两个寄存器，来读取输入暂
存寄存器。
地址位为低，读暂存寄存器A;否则读暂存寄存器B。
当读操作后，硬件就清除相应的信号。
 （2）块传输模式 该模式下，将采样集或者系数数据移入／出DFB的数据RAM。
这种使用DFB的方法支持多通道处理并且提供比嵌入式数据RAM所能提供的更高阶数的滤波器功能。
它也能用于初始化将要运行在流模式下的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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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Cypress PSoC设计指南系列:Cortex-M3可编程片上系统原理及应用》全面系统介绍了Cypress公司
的PSoC5可编程片上系统体系结构和设计流程，让读者能更好地掌握PSoC的体系结构和实现方法。
《Cypress PSoC设计指南系列:Cortex-M3可编程片上系统原理及应用》不仅可以作为大学信息类专业讲
授可编程片上系统、嵌入式系统设计等相关课程的教学用书，也可以作为从事相关领域科研工作者的
参考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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