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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嵌入式Linux系统由于具有开源、网络功能强大、内核稳定、高效等特性，在产品开发周期、产品的功
能可扩充性、开发时的人力投入等方面都具有显著的优势，因此广泛应用于高、中、低端智能电子设
备中。
而它与ARM的结合，更是一种主流的解决方案。
嵌入式L,inux+ARM已经广泛应用于机顶盒、掌上电脑、MPC（多媒体个人计算机）、网络设备、工
业控制等领域，并且具有良好的市场前景。
嵌入式系统是以应用为中心，以计算机技术为基础，采用可裁剪软硬件，适用于对功能、可靠性、成
本、体积、功耗等要求严格的专用计算机系统。
在新兴的嵌入式系统产品中，常见的有MP3、智能手机、GPS、机顶盒、嵌入式服务器、家庭游戏网
关、VoIP、PDA、数字视讯录像机及瘦客户机等。
嵌入式系统是未来生活的一个基础平台，将会大大影响人们的生活方式。
本书系统讲解了嵌入式Linux开发流程中的各个步骤，详细解析各个流程中的疑点、难点。
本书分3个部分，共12章：第一部分为基础知识篇，主要讲解嵌入式系统与Linux相关的基础知识，其
中第1章为嵌入式系统基础，主要讲解嵌入式相关的概念、历史、应用及前景；第2章为Linux概论，主
要是与Linux的基础知识相关，如Linux桌面系统、Linux常用软件的使用及Linux常见命令等；第3章
为ARM体系架构，主要是介绍ARM架构的相关知识，如ARM指令集、ARM处理器基本原理等；第4章
为嵌入式编程，简明介绍了嵌入式汇编语言及c语言的编程基础。
第二部分为开发入门篇，主要介绍嵌入式开发的基本方法，这部分是本书的重点，也是嵌入式Linux学
习的难点，读者要认真学习。
这部分共5章，其中第5章介绍嵌入式开发的软硬件环境，如工具的驱动程序安装、Ubuntu的安装
、DNW的使用、NFS的配置和使用，以及Telnet、ftp等的配置使用；第6章主要讲解交叉编译环境的概
念以及工具链的编译、获取；第7章介绍boot loader及典型引导程序的制作，如viv；第8章讲解内核的
定制；第9章介绍嵌入式Linux文件系统，这部分内容较多，希望读者重点掌握。
第三部分是提高篇，主要包括第10章驱动程序的开发、第11章嵌入式Linux的图形设计；第12章给出了
一个开发实例，使读者能系统地了解嵌入式Linux的开发过程。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嵌入式Linux系统开发教程>>

内容概要

本书系统论述了在Linux环境下开发嵌入式系统的设计思想、设计方法及开发流程，通过实例与设计项
目，帮助读者尽快掌握嵌入式系统的基本概念，提高嵌入式设计技能。
本书共12章，内容包括嵌入式基础知识、Linux概述、ARM体系架构、嵌入式编程、交叉工具链
、bootloader、定制内核、文件系统、驱动程序开发基础、嵌入式图形设计等。
本书的最后给出了一个综合实例，帮助读者理解嵌入式Linux的开发方法和技巧。
    本书可作为高校计算机、通信、电子专业相关课程的教材，也可供广大嵌入式开发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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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Linux给个人计算机带来了能够与UNIX系统相比的速度、效率和灵活性，使个人计算机所具有
的潜力得到了充分发挥。
Linux与Windows工作方式存在一些根本的区别，这些区别只有在用户对两者都很熟悉之后才能体会到
，但它们却是Linux思想的核心。
1.Linux的应用目标是网络Linux设计定位于网络操作系统，它的设计灵感来自于UNIX操作系统，因此
它的命令设计比较简单。
虽然现在已经实现Linux操作系统的图形界面，但仍然没有舍弃文本命令行。
由于纯文本可以非常好地跨越网络进行工作，所以Linux配置文件和数据都以文本为基础。
对于熟悉图形环境的用户来说，使用文本命令行的方式看起来比较原始，但是Linux开发更多地关注它
的内在功能而不是表面文章。
即使在纯文本环境中，Linux同样拥有非常先进的网络、脚本和安全性能。
Linux执行一些任务所需要的步骤表面看来令人费解，除非能够真正认识到Linux是期望在网络上与其
他Linux系统协同执行这些任务。
该操作系统的自动执行能力很强大，只需要设计批处理文件就可以让系统自动完成非常繁琐的工作任
务，Linux的这种能力来源于其文本的本质。
2.可选的GUI目前，许多版本的Linux操作系统具有非常精美的图形界面。
Linux支持高端的图形适配器和显示器，完全胜任与图形相关的工作。
但是，图形环境并没有集成到Linux中，而是运行于系统之上的单独一层。
这意味着用户可以只运行GUI，或者在需要时使用图形窗口运行GUI。
Linux有图形化的管理工具以及日常办公的工具，比如电子邮件、网络浏览器和文档处理工具等。
不过在Linux中，图形化的管理工具通常是控制台（命令行）工具的扩展，也就是说，用图形化工具能
够完成的所有工作，用控制台命令行同样能够完成。
而使用图形化的工具并不妨碍用户对配置文件进行手工修改，其实际意义可能并不显而易见，但是如
果在图形化管理工具中所做的任何工作都可以以命令行的方式完成，这就表示这些工作同样可以使用
一个脚本来实现。
脚本化的命令可以成为自动执行的任务。
Linux中的配置文件是可读的文本文件，这与过去的Windows中的INI文件类似，但这与Windows操作系
统的注册思路有本质的区别。
每一个应用程序都有自己的配置文件，而通常不与其他配置文件放在一起。
不过大部分配置文件都存放于一个目录树（／ecI）下的单独位置，所以在逻辑上看起来是一起的。
文本文件的配置方式可以不通过特殊的系统工具就可以完成配置文件的备份、检查和编辑工作。
3.文件名扩展Linux不使用文件名扩展来识别文件的类型，这与Windows操作系统不同。
Linux操作系统是根据文件的头内容来识别其类型。
为了提高用户的可读性，Linux仍可以使用文件名扩展，这对Linux系统来说没有任何影响。
不过有一些应用程序，比如Web服务器，可能使用命名约定来识别文件类型，但这只是特定应用程序
的需要而不是Linux系统本身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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