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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朱华生、吕莉、熊志文、徐晨光编著的《嵌入式系统原理与应用——基于ARM微处理器和Linux操作
系统》以ARM微处理器为核心，以Linux操作系统为基础，以实际应用为主线，介绍嵌入式系统开发
技术。

《嵌入式系统原理与应用——基于ARM微处理器和Linux操作系统》主要内容包括嵌入式系统基础
、ARM9处理器硬件平台、Linux系统编程基础、嵌入式交叉开发环境和系统裁剪、Linux驱动程序设计
、Qtopia
Core应用程序设计和嵌入式数据库应用等。

本书内容丰富，讲述深入浅出，既适合作为高等院校计算机、电子和通信等本科专业嵌入式系统课程
的教材，也可作为嵌入式领域科研人员的技术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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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2.实时操作系统 这是对多任务嵌入式系统进行有效管理的核心部分，可以分成基本
内核和扩展内核两部分。
前者提供操作系统的核心功能，负责整个系统的任务调度、存储分配、时钟管理、中断管理，也可以
提供文件、GUI、网络等通用服务；后者则是根据应用领域的需要，为用户提供面向领域或面向具体
行业的操作系统扩展功能，如图形图像处理、汽车电子、信息家电等领域的专用扩展服务。
 3.应用编程接口 应用编程接口也可以称为嵌入式应用编程中间件，由嵌入式应用程序提供的各种编程
接口库（Lib）或组件（Component）组成，可以针对不同应用领域（如网络设备、PDA、机顶盒等）
、不同安全要求分别构建，从而减轻应用开发者的负担。
 4.应用程序 这是最终运行在目标机上的应用软件，如嵌入式文本编辑、游戏、家电控制、多媒体播放
等软件。
 并不是所有嵌入式系统的软件都包括以上四个层次。
有些嵌入式系统只有板级支持包和应用程序两个层次，而没有使用RTOS和API这两个层次。
所以在实际使用中，要根据具体应用需求来进行配置和剪裁。
 1.5 嵌入式处理器 嵌入式处理器是嵌入式系统的核心部件。
由于嵌入式系统是为了具体应用而设计的，因此不同的应用领域往往需要不同结构和性能指标的处理
器，所以嵌入式处理器的品种非常多。
下面介绍嵌入式处理器的共同特点、分类，以及几种典型的嵌入式处理器。
 1.5.1 嵌入式处理器的特点 作为嵌入式系统的核心，嵌入式处理器必须首先满足嵌入式系统在功耗、
功能和速度等方面的要求。
一般来说，嵌入式系统实时性强、功耗低、体积小、对可靠性要求高，这决定了嵌入式处理器具有以
下一些特点。
 （1）功耗低。
与通用处理器相比，嵌入式处理器设计的首要目标不是高性能而是低功耗。
至于处理速度，“够用”即可。
这是因为嵌入式系统往往都会对功耗提出非常严格的要求，那些采用电池供电的便携式无线及移动计
算和通信设备更是如此，某些特殊应用甚至要求功耗只有mW甚至μW级。
 （2）集成丰富的外围设备接口。
嵌入式处理器中往往会集成丰富的外围设备接口，这样不仅满足了系统的功能要求，还可以大大提高
产品的集成度，从而达到缩小体积、提高可靠性的目的。
随着生产工艺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部件，甚至整个嵌入式系统的硬件模块，都可以被集成到一块
芯片之中，这就是现在SoC越来越流行的原因之一。
 （3）对实时多任务有很强的支持能力。
很多嵌入式系统的应用，如监测、控制、通信等方面的工作，都对响应时间有很高的要求，一旦出现
有关情况，系统能够及时响应。
目前实时多任务操作系统已经广泛应用在嵌入式系统之中，嵌入式处理器必须为其提供有效的支持。
 相对于通用处理器，嵌入式处理器的生命周期很长。
例如Intel公司1980年推出的8位控制器8051，直到今天仍然是全世界普遍流行的产品。
 1.5.2 嵌入式处理器的分类 嵌入式处理器有多种不同的分类方法。
按照嵌入式处理器的字长分类，可以分为4位、8位、16位、32位和64位等字长的嵌入式处理器。
根据嵌入式处理器的组织结构和功能特点来分类，可以将嵌入式处理器分成：嵌入式微处理器
（Embedded Micro Processor Unit，EMPU）、微控制器（Micro Controller Unit，MCU）和数字信号处
理器（Digital Single Processor）三类。
 1.嵌入式微处理器 嵌入式微处理器是由通用计算机中的CPU演变而来的。
与计算机处理器不同的是，在实际嵌入式应用中，只保留和嵌入式应用紧密相关的功能硬件，去除其
他的冗余功能部分，这样就以最低的功耗和资源实现嵌入式应用的特殊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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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市场上主流的嵌入式微处理器产品包括ARM、PowerPC、MIPS等系列。
 在以嵌入式微处理器为核心的嵌入式系统中，RAM、ROM、总线结构和其他外设是由专门的芯片提
供的，它们与嵌入式微处理器芯片一起安装在一块或多块PCB板上。
因此，虽然嵌入式微处理器具有体积小、重量轻、成本低、可靠性高的优点，但由于PCB板上还必须
包括ROM、RAM、总线接口、各种外设等器件，从而降低了系统的可靠性，技术保密性也较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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