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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嵌入式Linux设备驱动》是嵌入式系统中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嵌入式Linux设备驱动开发详解》
详细讲解了嵌入式Linux的各种设备驱动，包括字符设备驱动、数字显示驱动、键盘驱动、A/D驱动
、D/A驱动、LCD驱动、触摸屏驱动、CAN总线驱动、IIC总线驱动、音频总线驱动、IDE接口驱动、
闪存芯片驱动、USB驱动、串口驱动、网络设备驱动等，并结合大量实例进行讲解，读者可以快速熟
悉和掌握相关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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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嵌入式Linux设备驱动开发详解》非常实用。《嵌入式Linux设备驱动开发详解》特色：《嵌入
式Linux设备驱动开发详解》系统地介绍了嵌入式Linux设备驱动开发的相关知识和实例，主要包括：
数码管驱动程序；键盘驱动程序；A/D、D/A驱动程序；LCD驱动程序；触摸屏驱动程序；CAN总线
驱动程序；I2C总线驱动程序；音频总线驱动程序；IDE驱动程序；NAND Flash和NOR Flash驱动程序
；USB设备驱动程序；串口驱动程序；网络设备驱动程序。实例丰富、讲解细致、代码分析详尽，嵌
入式Linux设备驱动开发的理想参考用书。

Page 6



《嵌入式Linux设备驱动开发详健�

精彩短评

1、感觉好像 是直接从 LINUX 中开放的代码中 抽出来讲解 似的
2、书还可以，但是书中代码的运行环境呢？没有相应的环境,没法练习...也就只能当理论书来看，但
是里面却充斥了大篇幅的代码...这似乎有点充数的意味了...
3、这本书写的一般，泛泛而谈。
4、太简单了，适合扫盲，现在在书桌上 没有看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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