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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嵌入式系统导论》

内容概要

《嵌入式系统导论》内容简介：嵌入式系统是“完全嵌入受控器件内部，为特定应用而设计的专用计
算机系统”，它以应用为中心、计算机技术为基础，软／硬件可裁剪，适用于对功能、可靠性、成本
、体积、功耗有严格要求的专用应用系统。《嵌入式系统导论》以嵌入式系统的基本概念与主要设计
流程为出发点，分别介绍了嵌入式处理器、嵌入式存储器、嵌入式设备接口技术、嵌入式操作系统等
嵌入式系统设计的核心内容，并结合全书内容详细阐述了一个典型的嵌入式系统应用设计实例。
《嵌入式系统导论》所选内容和实例具有实用性与代表性，是系统学习嵌入式系统原理与应用的入门
教材。
《嵌入式系统导论》适合作为高等院校计算机、电子、机械控制及自动化等相关专业的教材，也可供
工程技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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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徐成教授，博士生导师，现工作于湖南大学计算机与通信学院。从事高等学校教学工作20多年，主持
和作为主要研发人员完成各类科学研究、产品开发以及教学研究项目20余项，形成产品10余种，研究
成果曾获得2005教育部提名国家技术发明一等奖、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湖南省科技进步二等奖等
省部级以上奖励5项。近年来为本科生、研究生开设的课程有：数字逻辑、VHDL语言与集成电路设计
、微机原理与接口技术、单片机原理及其应用、DSP原理及其应用、复杂数字系统设计、嵌入式系统
设计等围绕嵌入式系统及其相关方向的系列课程；课外指导学生完成的项目和作品曾获得“2009"首届
中国智能车未来挑战赛”冠军、“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2008年嵌入式系统专题邀请赛”一等
奖、“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2004年嵌入式系统专题邀请赛”二等奖等奖项。当前主要研究方
向是嵌入式系统、数字视频处理、自动测试与控制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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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此阶段很少有可以直接采用的开发工具，这也将大大增加维护和升级人员的负担。由
于人员流动等各种原因，产品维护人员不一定就是原始开发人员。由一个之前对产品完全不了解的技
术人员来维护升级产品不是一件易事。他可能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去了解整个系统的构成，深层次了解
系统各细节的设计过程。只有在这基础上，才可能对产品进行很好的维护，并结合现实的环境和客户
新的需求，对原来产品进行升级。对于大型的系统开发来说，技术文档和源代码的数量是惊人的，需
要付出很大的努力才能真正理解整个系统。在拿到技术文档及源代码之后，维护人员理解系统最常用
的方法就是设计过程重现。在文档的指导下，对源代码按要求运行，在运行过程中仔细体会设计过程
，从而更深地了解设计人员当时的设计思路，明白每部分程序的优缺点。这样才能有的放矢，很好地
完成维护和升级任务。如果对系统结构比较了解，并且需要维护的只是一部分，就可以从需要维护的
那部分着手，有针对性地进行设计过程重现，从而找出问题所在，付出最小代价来维护产品。如果要
对产品进行升级，这是一个比维护更困难的事情。它的前提还是充分理解系统的设计原理，在此基础
上，许多工作还得像产品需求分析那样开展。可能要组织小组人员对产品的缺陷及用户的反映情况进
行汇总评价，然后一起商讨问题的本质，把用户新的需求转化为明确的技术指标，形成书面的需求分
析，明确需要完成的工作，在此基础上对原有设计进行改进，加入新的需求，完成升级过程。对于产
品升级，一般都不会进行太大改动。由于产品在应用过程中，用户能更好地感受产品的各种功能，与
自己心中所设想的功能实行对比，这样就能更好地表达出自己的想法，所提出的问题更有针对性和代
表性。在升级过程中，要考虑到改动的幅度和代价。一般产品升级是很少对硬件进行更改的，因为一
旦对硬件进行修改，会影响到系统的美观和可靠性。如果必须对硬件进行大改动，那么设计人员一般
会选择重新开发产品。所以产品升级基本上都是围绕着软件进行的，例如做出更好的用户界面、更方
便的操作方法、更正以前忽略了的一些实际问题。其实产品在应用过程中，也就是进行广泛的性能测
试过程。不过这时的测试人员是真正的用户，他们一般不会拥有多少专业知识，只会从自己使用的角
度来提出意见；而且他们对产品的使用不一定按照常规操作进行，容易跳出设计人员的思路，能够发
现专业人员所不能发现的问题，经过这样测试提出的问题更具有代表性。维护和升级人员正是要好好
倾听这些信息，才能使产品越来越好，满足市场的真正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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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嵌入式系统导论》：普通高等学校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规划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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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此书还可以，推荐购买
2、买了5本，其中有一本开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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