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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Linux嵌入式原理与应用开发》

内容概要

《基于Linux嵌入式原理与应用开发》以ARM处理器和开源的Linux操作系统为研究对象，综合介绍嵌
入式系统软硬件及开发的相关内容，帮助读者建立嵌入式系统开发的整体概念，使读者在以后的实际
应用开发中不断提高对嵌入式系统知识的了解和体会，最终解决实际应用开发中的问题。
《基于Linux嵌入式原理与应用开发》内容全面，叙述言简意赅、清晰流畅，讲解透彻、通俗易懂，图
例丰富，主要章节的实例由亿道公司工程师验证。
《基于Linux嵌入式原理与应用开发》可作为高等院校嵌入式系统相关课程的教材和参考书，也可作为
嵌入式系统开发人员的自学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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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嵌入式系统概述　　嵌入式系统是把计算机直接嵌入到应用系统中，它融合了计算机软
／硬件技术、通信技术和微电子技术。随着微电子技术和半导体技术的高速发展，超大规模集成电路
技术和深亚微米制造工艺已十分成熟，从而使高性能系统芯片的集成成为可能，并推动着嵌入式系统
向最高级构建形式，即片上系统SOC（SystemonaChip）的水平发展，进而促使嵌入式系统得到更深入
、更广阔的应用。嵌入式技术的快速发展不仅使其成为当今计算机技术和电子技术的一个重要分支，
同时也使计算机的分类从以前的巨型机／大型机／小型机／微型机变为通用计算机／嵌入式计算机（
即嵌入式系统）。　　1.1　嵌入式系统概述　　嵌入式系统是集成电路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标志性成果
，它把计算机直接嵌入到应用系统中，融合了计算机软／硬件技术、通信技术和微电子技术，是一种
微电子产业和信息技术产业的最终产品。微电子产业是许多国家优先发展的产业。以超深亚微米工艺
和IP核复用技术为支撑的系统芯片技术是国际超大规模集成电路发展的趋势和21世纪集成技术的主流
。　　1.1.1　概述　　通常，计算机连同一些常规的外设是作为独立的系统而存在的，而并非为某一
方面的专门应用而存在。例如一台PC机就是一个计算机系统，整个系统存在的目的就是为人们提供一
台可编程、会计算、能处理数据的机器。可以用它作为科学计算的工具，也可以用它作为企业管理的
工具。所以，人们把这样的计算机系统称为“通用”计算机系统。但是有些系统却不是这样。例如，
医用的CT扫描仪也是一个系统，里面有计算机，但是这种计算机（或处理器）是作为某个专用系统中
的一个部件而存在的，其本身的存在并非目的而只是手段。像这样“嵌入”到更大的、专用的系统中
的计算机系统，就称之为“嵌入式计算机”、“嵌入式计算机系统”或“嵌入式系统”。从字面上讲
，后者似乎比前者更为广义，因为系统中常常还包括一些机电、光电、热电或者电化的执行部件，但
是实际上却往往不作严格的区分。在不致引起混淆的情况下，一般把这三者用作同义词，并且一般总
是指系统中的核心部分，即嵌入在系统中的计算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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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基于Linux嵌入式原理与应用开发　　嵌入式系统是把计算机直接嵌入到应用系统中，它融合了计
算机软硬件技术、通信技术和微电子技术，随着微电子技术和半导体技术的高速发展，超大规模集成
电路技术和深亚微米制造工艺已十分成熟，从而使高性能系统芯片的集成成为可能，并推动着嵌入式
系统向最高级构建形式即片上系统SOC（System on a Chip）的水平发展，进而促使嵌入式系统得到更
深入、更广阔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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