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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例说TI ARM Cortex-M3:基于LM3S9B96》共分为3篇，第1篇为硬件篇，介绍HelloM3—989X平台；
第2篇为软件篇，介绍开发软件的使用以及下载调试的技巧，并详细介绍了驱动库的使用方法；第3篇
为实践篇，通过28个实例带领读者深入学习LM3S9896微控制器。
《例说TI ARM Cortex-M3:基于LM3S9B96》附带的光盘中包含HelloM3—989X平台的原理图以及所有实
例的完整代码，并且都有详细的注释。
对于其他型号的微控制器（如LM3S811）只须修改很少部分便可运行，有些外设功能代码甚至不需要
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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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本章介绍基于Timer产生PWM波形驱动蜂鸣器的方法。
蜂鸣器可以作为一种报警方式或提示作用等广泛应用在产品设计中。
例程通过PWM驱动蜂鸣器发出不同频率的声音。
 11.1 蜂鸣器 蜂鸣器主要分为压电式蜂鸣器和电磁式蜂鸣器两种类型。
 ①压电式蜂鸣器，主要由多谐振荡器、压电蜂鸣片、阻抗匹配器及共鸣箱、外壳等组成。
有的压电式蜂鸣器外壳上还装有发光二极管。
 多谐振荡器由晶体管或集成电路构成。
当接通电源后（1.5～15 V直流工作电压），多谐振荡器起振，输出1.5～2.5 kHz的音频信号，阻抗匹配
器推动压电蜂鸣片发声。
 压电蜂鸣片由锆钛酸铅或铌镁酸铅压电陶瓷材料制成。
在陶瓷片的两面镀上银电极，经极化和老化处理后，再与黄铜片或不锈钢片粘在一起。
 ②电磁式蜂鸣器，由振荡器、电磁线圈、磁铁、振动膜片及外壳等组成。
 接通电源后，振荡器产生的音频信号电流通过电磁线圈，使电磁线圈产生磁场。
振动膜片在电磁线圈和磁铁的相互作用下，周期性地振动发声。
 下面介绍如何区分有源蜂鸣器和无源蜂鸣器。
 现在市场上出售的一种小型蜂鸣器因其体积小（直径只有11 mm）、重量轻、价格低、结构牢靠，而
广泛地应用在各种需要发声的电器设备、电子制作和单片机等电路中。
 从外观上看，两种蜂鸣器好像一样，但仔细看，两者的高度略有区别，有源蜂鸣器高度为9 mm，而
无源蜂鸣器的高度为8 mm。
如将两种蜂鸣器的引脚都朝上放置时，可以看出有绿色电路板的一种是无源蜂鸣器，没有电路板而用
黑胶封闭的一种是有源蜂鸣器。
 进一步判断有源蜂鸣器和无源蜂鸣器，还可以用万用表电阻挡R×1挡测试：用黑表笔接蜂鸣器“+”
引脚，红表笔在另一引脚上来回碰触，如果触发出咔、咔声的且电阻只有8 Ω（或16 Ω）的是无源蜂
鸣器；如果能发出持续声音的，且电阻在几百欧以上的，是有源蜂鸣器。
有源蜂鸣器直接接上额定电源（新的蜂鸣器在标签上都有注明）就可连续发声；而无源蜂鸣器则和电
磁扬声器一样，需要接在音频输出电路中才能发声。
 11.2 单片机如何驱动蜂鸣器 单片机驱动蜂鸣器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PWM输出口直接驱动，另一种
是利用UO定时翻转电平产生驱动波形对蜂鸣器进行驱动。
 PWM输出口直接驱动是利用其本身可以输出一定的方波来直接驱动蜂鸣器。
在单片机的软件设置中有几个系统寄存器是用来设置PWM口的输出的，可以设置占空比、周期等，
通过设置这些寄存器产生符合蜂鸣器要求的频率的波形之后，只要打开PWM输出，PWM输出口就能
输出该频率的方波，这个时候利用这个波形就可以驱动蜂鸣器了。
比如频率为2000 Hz的蜂鸣器的驱动，可以知道周期为500 μs，这样只需要把PWM的周期设置为500μs
，占空比电平设置为250μs，就能产生一个频率为2000 Hz的方波；通过这个方波再利用三极管就可以
去驱动这个蜂鸣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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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例说TI ARM Cortex-M3:基于LM3S9B96》条理清楚，实践性强，主要面向Cortex—M3的初学者，尤
其对LM3S9896微控制器感兴趣的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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