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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技术的发展使得无线设计更为简单，但在设计超低功耗无线产品或应用时，要达到良好的效果，
仍然需要具备一定的基础和技术方面的知识，这就是本书希望达到的目的。
　　超低功耗无线产品（简称ULP）是指一个无线产品采用电池供电时（电池类型包括AA电池到纽扣
电池）可以长时间工作（从数月到数年，取决于工作的类型及占空比）。
　　本书介绍了Nordic公司最新的超低功耗2.4 GHz无线收发SOc及其应用，将带领你由基本开始，到
高级的应用设计。
　　Nordic SOC采用的是专有通信方式，可与Nordic的无线产品相互间通信。
如果需要考虑不同厂家间产品的兼容性，则需要选择一些标准的产品诸如蓝牙等，但互通性（不同厂
家蓝牙间兼容工作的能力）可能需要以性能、功耗、或成本等换取。
　　Nordic的专有SOC产品，在距离、带宽、可靠性和电源功耗等方面进行了综合优化，在超低功耗
无线方案成本方面的表现也是领先的。
今天这些Nordic无线SOC产品已经在中国及其他市场发运了数百万片以上。
例如，大多数非蓝牙的无线PC键盘／鼠标都选用了Nordic的2.4 GHz产品，其极高的性价比已经成为替
代27 MHz技术的有力竞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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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nRF无线SOC单片机原理与高级应用》介绍nRF系列射频SOC原理与应用，详细介绍nRF射
频SOC各部分功能部件的原理与应用，并为每个功能模块编写了应用演示源程序，以便于快速实验及
测试。
此外还介绍开发环境的建立，以及nRF SOC教学开发实验平台，最后以应用为背景介绍射频有源RFID
、无线USB，以及2.4 GHz无线鼠标、无线键盘和无线遥控器等的设计。
　　《nRF无线SOC单片机原理与高级应用》以实践出发，以应用为目标，可作为个人、学生、无线
爱好者、工程师学习无线设计的入门及提高读物，或作为高等院校的计算机、电子、自动化、无线通
信等专业相关课程的教学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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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反馈重发的方法中，要求接收方收完一个数据包后，向发送方反馈一个接收是否正确的信息，
使发送方据此作出是否需要重新发送的决定。
发送方仅当收到接收方以正确接收的反馈信号后，才能认为该数据包已经正确发送完毕；否则需要重
发直至正确为止。
　　自动重发的应用场景，就是在物理信道的突发噪声（或其他干扰）可能完全淹没一数据包，使得
整个数据包或反馈的应答包丢失。
这将导致发送方永远收不到接收方发来的信息，从而使传输过程停滞。
为了避免出现这种情况，通常引人定时器（Timer）来限定接收方发回反馈消息的时间间隔，当发送方
发送一个数据包的同时也启动定时器，若在限定时间间隔内未能收到接收方的反馈信息，即定时器超
时（Time out），则可认为传出的数据包已出错或丢失，需要重新发送。
　　另外，由于同一包数据可能被重复发送多次，就可能引起接收方多次收到同一数据包，而造成重
复接收。
为防止这种情况发生，可以采用对发送的数据包编号的方法，即赋予每个数据包一个序号，从而使接
收方能从该序号来区分是新发送来的数据包，还是已经接收但又重发来的数据包，以此来确定要不要
将接收到的数据包递交给下一步的处理。
通过使用计数器和序号来保证每个数据包最终都能被正确地递交一次。
　　在nRF芯片内部，已经集成了完全由硬件来完成的与反馈重发和自动重发机制相对应的功能，包
括CRC生成与校验，以及防止重复接收等功能，即增强型ShockBurst功能，这些功能只需要通过对相
关寄存器的设定即可实现，大大减轻通信协议软件开发的工作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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