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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数字信号处理器DSP（DigitalSignal：Processor）是针对数字信号处理需要而设计的一种可编程单片机
，是现代电子技术、计算机技术和信号处理技术相结合的产物。
当今I）St’的应用几乎遍及整个电子领域，在自动化控制、信号处理、数据采集、图像处理、现代通
信系统等领域尤其表现出不可替代的优势。
数字信号处理技术是数字化的核心技术，数字信号处理器的采用大大加速了数字化的进程。
可编程DSP单片机的开发与应用是当前电子信息领域的热点。
TL（德州仪器）的C6000系列DSF，平台提供了一个软件可兼容的定点与浮点DSP系列，该系列使高性
能系统的开发者可以选择最适合他们特殊用途的器件；该平台包括了目前最好的DSP系列，使用户可
以突破性能上的障碍，在成本效率方面达到新水平并实现低能耗。
C62xx和新型的C64xx系列定点DSP一代也能够升级至1．16GHz的时钟，用它驱动的有线和无线宽带网
络及数字化成像装置将打破现存的速度纪录。
C67xx浮点DSF’一代可提供一系列高性能浮点处理器，使诸如专业和家用音响、工业自动化、语音识
别、高端图形与成像等对成本敏感领域的创新成为可能。
CCS（CodeComposerStudi0）代码调试器是DSP芯片集成开发环境，由TI公司推出，继承了C6000代码
产生工具、软件模拟器、实时数据交换软件、实时分析和数据可视化等软件。
在CCS环境下，开发者可以对软件进行编辑、编译、调试、代码性能测试等工作。
本教材在参考相关资料的基础上，详细介绍了TMS320C6000系列DSP单片机的原理、体系结构、汇编
语言、代码调试器（12CS）以及DSP应用程序的编写、优化和调试等内容。
全书共分五章，第一章：概述，介绍了数字信号处理以及数字信号处理单片机的基本概念；第二章
：TMS320C6000（体系结构，介绍了C6000的CPU结构、流水线及中断的相关内容；第三章
：TMS320C6030的汇编指令集，介绍了C62xx、C67xx和C64xx的汇编指令；第四章：线性汇编语言及
开发环境，介绍了线性汇编程序的结构、CCS功能及软件的开发流程；第五章：TMS320C6000的软件
编程及代码优化，介绍了CCS的编译器和优化器以及代码优化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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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作者在近10年来对TI公司C6000系列DSP平台的应用开发过程中，结合教学、科研并参考相关资
料编著而成。
本书详细介绍了TMS320C6000系列单片机的原理、体系结构、汇编语言、代码调试器（ICCS）以
及DSP应用程序的编写、优化和调试等内容。
    本书可作为高等院校信息类专业本科生教材，也可作为从事相关领域研究人员的参考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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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二章TMS320C6000体系结构2.1TMS320C6000系列概述2.1.1TMS320C6000简介1997年，美国TI
公司发布了新一代DSPs芯片TMS320C6000，包括定点系列和浮点系列，其中定点系列是TMS320C62xx
，浮点系列是TMS320C67xx，二者相互兼容。
最早推出的C6201的运算速度已经达到1600MIPS，在业界首次突破1000MIPS，在数字信号处理器处理
能力上创造了新的里程碑，并因此获得美国EDN杂志“1997年度创新大奖”。
2000年3月，TI发布了新的C64xx内核，主频1.1GHz，处理速度接近9000MIPS，总体性能比C62xx提高
了10-15倍。
其中C6414在600MHz主频下，只利用50％的运算能力就可以同时进行单通道MPEG-4视频编码、单通
道MPEG-4视频解码和单通道MPEG-2视频编码的处理。
2.1.2TMS320C6000的结构特点C6000系列DSPs最主要的特点是在体系结构上采用了Veloci TI甚长指令字
（VLIW，Very Long Instruction Word）结构。
VLIW体系结构DSPs中，是由一个超长的机器指令字来驱动内部的多个功能单元（这也是V11w名字的
由来）。
每个指令字包含多个字段（指令），字段之间相互独立，各自控制一个功能单元，因此可在单周期发
射多条指令，实现很高的指令级并行效率。
编译器在对汇编程序进行编译的过程中，决定代码中那些指令合成一个甚长机器指令，在一个周期中
并行执行。
这种指令上的并行安排是静态的，一旦决定，无论DSPs任何时候运行，它都保持不变。
VLIW体系结构也可以看做是一种依赖于编译器的超标量实现方案，而且比一般的超标量结构更易于
实现。
C6000的VLIW采用了类RISC指令集，使用大的、统一的寄存器堆，结构规整，具有潜在的易编程性和
良好的编译性能，在科学应用领域可以发挥良好的作用。
TI公司配合C6000推出了世界上第一个效率可达60％。
70％的汇编语言级C编译器，它产生的代码的平均效率是以往DSPs编译器的3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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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DSP单片机原理及应用》为石油高等院校特色教材之一。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DSP单片机原理及应用>>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