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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时光飞逝。
写完了《单片机c语言编程基础与实践》，本想按原计划写一本C语言在单片机高层中的应用实践之类
的书，来完成未尽事宜（比如单片机的互联工程、74Hc595级联在电子点阵屏中的运用、CAN总线通
信等）。
可ARM公司的Cortex-M3内核的32位微控制器已出现在眼前，这使我不得不迅速改变方向，走向新的
微控制器世界。
2008年夏天，正值暑假，我又来到广州拜访我的老师——周立功先生。
此时距离我第一次来到这里已是四年过去了，虽然此后每年都来，但却从未到工程部拜访过昔日指导
过我的老师们，于是这次多安排了一些时间到我曾经学习过的ARM工程小组看看。
没想到仅仅是几年的时间，昔日的ARM小组已经发生了惊人的变化1 2004年我在这里学习DP-51时，他
们的ARM开发才刚刚起步，2005年时发展成为一个开发小组，但是现在却已经发展成为ARM工程部了
！
并细分为Windows CE小组、Linux小组、ARM cortex-M3内核微控制器团队等，已经达到了几百人的规
模，真可谓“兵强马壮，好不热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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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Cortex-M3是ARM公司基于ARM V7架构的新型芯片内核。
本书首先叙述Cortex-M3内核微控制器的内部结构和内部寄存映射及功能，然后通过课题的形式训练
读者掌握其编程应用方法。
    全书分基础篇和实战篇两部分。
基础篇主要讲述Cortex-M3的由来和Cortex-M3内核微控制器的内部结构。
实战篇又分基础训练和应用训练两部分：基础训练主要训练读者对Cortex-M3内核微控制器的输入/输
出和内部定时器等的应用；应用训练主要训练读者对Cortex-M3内核微控制器与外围接口电路进行通
信控制的编程方法。
    本书既可作为学习32位微控制器的单片机爱好者和从事自动控制、智能仪器仪表、电力电子、机电
一体化以及各类单片机应用的工程技术人员的学习参考用书，还可作为大学本科、高职高专、技师学
院等师生的理论教材或实习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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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1章ARM公司与其体系结构概述1.1 ARM公司概述ARM（Advanced RISC Machines）既是一个
公司的名字，也是对一类微处理器的通称，还可以认为是一种技术的名字。
ARM公司1991年成立于英国剑桥，主要出售芯片设计技术的授权。
目前，采用ARM技术知识产权（IP）核的微处理器（即我们通常所说的ARM微处理器），已遍及工业
控制、消费类电子产品、通信系统、网络系统、无线系统等各类产品市场。
基于ARM技术的微处理器，其用占据了32位RISC微处理器75％以上的市场份额。
ARM技术正在逐步渗透到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
1.1.1 ARM产品领域ARM公司是专门从事基于RISC技术芯片设计开发的公司。
作为知识产权供应商，它本身不直接从事芯片生产，而是转让设计许可由合作公司生产各具特色的芯
片。
世界各大半体生产商从ARM公司购买其设计的ARM微处理器核，根据各自不同的应用领域，加入适
当的外围电路，从而形成自己的ARM微处理器芯片进入市场。
目前，全世界有几十家大的半导体公司都使用ARM公司的授权，因此既使得ARM技术获得了更多的
第三方工具、制造、件的支持，又使得整个系统成本降低，产品更容易进入市场被消费者接受，更具
有竞争力。
到目前为止，ARM微处理器及技术的应用几乎已经深入到各个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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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ARM Cortex-M3内核微控制器快速入门与应用》由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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