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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嵌入式系统是当前电子及信息行业发展最快、应用最广、最有前景的应用技术之一。
多媒体手机、掌上PDA、电视机顶盒、数码相机、网络路由器等都离不开嵌入式系统。
在众多的嵌入式处理器中，ARM（Advanced RISC Machines）处理器已成为主流应用处理器和嵌入式
系统的代表。
当前，基于ARM内核的32位RISC处理器以内核耗电少、成本低、功能强以及特有的16／32位双指令集
，成为移动通信、手持计算、多媒体数字消费等嵌入式解决方案中的重要角色。
多家知名半导体公司都推出了基于ARM内核的系列处理器产品，越来越多的开发人员利用ARM平台
进行产品开发工作。
目前很多嵌入式系统方面的书籍定位于某种嵌入式处理器的原理和应用，专讲一种处理器开发工具的
使用，对嵌入式系统的开发者来说，不能满足其在嵌入式系统总体设计、软／硬件选型、方案设计等
方面的需要。
本书正是针对这一问题而编写的。
本书共分10章，其中第1章介绍了嵌入式系统的概念、组成、发展趋势及嵌入式处理器的分类，并对嵌
入式操作系统作了简单介绍；第2章主要介绍了构成ARM体系结构的CPU模块、存储模块、I／O模块
和时钟模块；第3章重点讲解了ARM硬件模块的开发，并给出了典型的硬件模块开发实例；第4章主要
讨论了软件系统的开发，包括汇编语言开发和C语言开发，同时对嵌入式软件开发平台进行了介绍；
第5章分析了嵌入式系统中的中断机制及其应用；第6章讲述了Windows Embedded CE嵌入式操作系统
的管理和设计流程；第7章讲解了Windows CE应用程序开发的工具和具体步骤；第8章介绍了Windows
CE驱动程序开发，并以IIC接口驱动设计为例，讲解了具体的设计步骤；第9章主要介绍Nios Ⅱ软核处
理器以及支持Nios Ⅱ软核处理器的FPGA系列，并详细介绍了SOPC的开发流程；第10章详细讲述了嵌
入式项目的开发方法，包括产品开发过程、文档、产品开发的工程与项目管理。
本书可作为高等院校相关专业研究生、本科生及高职院校相关专业的教材，也可供相关专业的工程技
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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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介绍了嵌入式系统的概念、组成、发展趋势及嵌入式处理器的分类，并对嵌入式操作系统作
了简单介绍。
全书共分10章，首先针对ARM体系结构的CPU模块、存储模块、I／O模块和时钟模块等硬件模块的基
础知识和开发进行了介绍，并给出了典型的硬件模块开发的例子。
然后介绍了Windows
Embedded
CE嵌入式操作系统的管理、应用程序开发、驱动程序开发。
此外，《ARM嵌入式系统基础及应用》还介绍了嵌入式系统的发展趋势——可编程片上系统（SOPC
）及SOPC的开发流程。
最后针对工程应用详细讲述了嵌入式项目的开发方法，包括产品开发过程、文档、产品开发的工程与
项目管理。

　　本书可作为高等院校相关专业的教材使用，也可供有志从事嵌入式系统设计和应用的工程师参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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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1.1.3 嵌入式系统的特点嵌入式系统作为区别于一般计算机系统的专用计算机系统有其自身特点
：（1）嵌入式CPU大多工作在为特定用户群设计的系统中，通常具有功耗低、体积小、集成度高等
特点，能够把通用计算机中许多由板卡完成的任务集成在芯片内部，使得嵌入式系统趋于小型化，移
动能力大大增强，与网络的耦合越来越紧密。
（2）嵌入式系统是将先进的计算机技术、半导体技术和电子技术与各个行业的具体应用相结合后的
产物，是一个技术密集、资金密集、不断创新的知识集成系统。
（3）嵌入式系统的硬件和软件都必须高效率地设计，争取在同样的硅片面积上实现更高的性能，这
样才能在具体应用中更具有竞争力。
（4）嵌入式系统和具体应用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它的升级换代也与具体产品同步进行，因此嵌入式
系统产品一旦进入市场，便具有较长的生命周期。
（5）为了提高执行速度和系统可靠性，嵌入式系统中的软件一般固化在存储器芯片或单片机本身中
，而不是存储于磁盘等载体中。
（6）嵌入式系统本身不具备自行开发能力，即使设计完成以后用户通常也不能对其中的程序功能进
行修改，必须有一套开发工具和环境才能进行开发。
1.1.4 嵌入式系统的发展趋势嵌入式系统的发展趋势有以下几个方面：（1）提供强大的网络服务。
嵌入式系统一般配备标准的一种或多种网络通信接口，以适应嵌入式分布处理结构和上网的要求。
嵌入式系统还必须配备有TCP／IP协议簇软件支持的通信接口来满足外部联网的要求。
（2）小尺寸、低成本和低功耗。
嵌入式系统应选用最佳的编程模式并不断地改进算法，优化编译器性能，以限制内存容量和复用接口
芯片，来满足小尺寸、低成本和低功耗的特性。
（3）人性化的人机界面。
自然的人机交互界面使嵌入式设备更具有亲和力，也更容易为用户所接受和使用。
（4）完善的开发平台。
应采用更强大的嵌入式处理器来满足电气结构更为复杂的应用产品，同时采用多任务编程技术和交叉
开发技术来控制功能复杂性，简化应用程序设计，保障软件质量和缩短开发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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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早在两年前就开始准备这本书了，但是由于工作忙，再加上其他的一些事情，这本书的出版一再推迟
，这里我要感谢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的支持和帮助，正是他们的鼓励，让我顺利写完了这本书！
在我国，电子领域虽然进步很大，但和发达国家相比仍有不小的差距。
在目前提倡发展自主知识产权和国家产业转型的大环境下，我们获得了很好的机遇。
嵌入式系统为技术研发提供了一种很好的工具和平台，在工业、医疗、军事、农业等各行各业中具有
良好的应用前景，特别是随着智能社会、物联网等技术的推广，将获得更好更多的应用。
现在嵌入式技术发展进步很快，这方面也有很多很好的著作。
本书主要针对初学嵌入式系统的读者，对整个嵌入式系统相关知识进行了整理。
由于时间和水平有限，书中难免有不完善和疏漏的地方，请大家批评指正。
另外，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参考了很多相关资料，包括网上的许多资料，由于篇幅限制，在此一并表示
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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