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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ARM Cortex嵌入式系统开发教程(高等学校电子信息学科十二五规划教材)》编著者黄建华等。
    《ARM Cortex嵌入式系统开发教程(高等学校电子信息学科十二五规划教材)》是嵌入式系统微控制
器教材，基于ARM Cortex-M3核的芯片LPC1700讲述了嵌入式系统基本概念以及Cortex体系结构和嵌入
式系统开发设计方法。全书共6章，主要内容包括嵌入式系统概述、ARM Cortex-M3体系结构
、LPC1700系列处理器、LPC1700系列处理器基本接口技术、LPC1700系列处理器通信接口技术以及嵌
入式实时操作系统。
    本书可作为高等院校电子信息类、计算机类、自动控制类和机械电子类等专业高年级本科生、研究
生的教材，也可作为嵌入式系统设计工程师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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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存放在存储器中的描述符包括以太网帧片段的相关信息，一个片段可以是一个完整
的帧或一个极小的数据量。每个描述符都含有一个指针，指向相关的以太网帧数据存储器地址，描述
符还含有缓冲区的大小以及如何发送或接收片段的详细设置。状态字则保存了DMA引擎处理该帧后（
发送或接收）的结果。有关描述及状态字的定义参见5.2.7小节。 在进行以太网数据通信前，驱动程序
必须先初始化好描述符与状态字，然后由DMA引擎根据各个描述的要求处理对应的以太网帧，最后将
结果保存在对应的状态字中。用户程序根据描述符与状态字对以太网数据进一步处理。 2.描述符队列
与状态字队列概述 由于每个以太网帧需要一个描述符与一个状态字匹配，因此将描述符和状态字都各
自维护为循环队列。根据发送和接收方向的不同，在MAC模块中共有4个循环队列：发送描述符队列
、发送状态字队列、接收描述符队列和接收状态字队列。其中发送方向的两个队列与接收方向的两个
队列的长度必须相同。另外，由于描述符队列与状态字队列都保存在RAM中，为了提高以太网操作性
能，建议存放描述与状态的RAM不要与其它模块公用。 根据循环队列的工作特性，队列的队尾（数
据入队列端）称为生产者（producer），队列的队头（数据出队列端）称为消费者（consumer）。针
对MAC模块发送方向的两个队列，DMA引擎为消费者，即从队列取出描述符进行以太帧发送；驱动
程序为生产者，即把以太帧复制到缓冲区，并将描述符入队列。而针对MAC模块接收方向的两个队列
，DMA引擎为生产者，即把MAC接收到的以太帧复制到缓冲区，并将描述符入队列；驱动程序为消
费者，即从队列取出描述符，根据描述符将以太帧复制到用户空间。 为了方便程序操作循环队列
，MAC模块将队头和队尾索引保存在寄存器中。其中DMA引擎硬件维护TxConsumelndex
和RxProducelndex队列索引；驱动程序软件维护TxProduceIndex和RxConsumeIndex队列索引。程序通过
读取这些索引就可对循环队列进行操作，找到对应的以太帧数据。DMA引擎处理完以太帧后会自动更
新索引（包括索引越界检查），以供驱动程序使用；驱动程序处理完以太帧后则需要程序对索引进行
更新（包括越界检查），以供DMA引擎使用。 MAC模块的循环队列与队列索引的关系如图5.6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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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高等学校电子信息学科"十二五"规划教材:ARM Cortex嵌入式系统开发教程》以当前流行
的ARMCortex—M3内核和业界著名的NXP公司出品的LPCI700系列最新处理器作为讲授对象。与《高
等学校电子信息学科"十二五"规划教材:ARM Cortex嵌入式系统开发教程》配套的还有一套自行开发的
、基于LPCI700系列处理器的实验平台，包括实验设备、相关软件和相应实验指导书，可以将理论教
学与实践教学有机地结合起来，切实提高学生的实际动手能力，为培养、训练学生开展科研、产品研
发的能力，乃至日后走上工作岗位打下较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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