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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1世纪是数字化的时代，DSP已成为这场数字化革命的重要元素，广泛应用于社会的各个领域。
　　在知识爆炸、信息爆炸、科技发展日新月异的时代，DSP的更新换代也非常迅速。
《DSP控制器原理及应用》出版后的几年时间，又有许多的DSP不断面市，为我们提供了更多的选择
。
　　很多学校使用《DSP控制器原理及应用》作为教材，本书也是许多工程师的参考书。
使用本书的教师、学生和工程师们提出了一些很好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在使用中也体会到改版的迫切
性。
　　第二版做了很大篇幅的修改，主要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增加了处理器学习方法介绍。
DSP的迅速更新换代，给DSP处理器的教学和教材编写带来不少问题，使我们对微处理器教学和教材
编写有了新的思考：微处理器课程必须通过某一处理器芯片的学习，强调和总结微处理器的学习方法
。
因此，在第二版中，作者根据20多年对各种微处理器课程的教学及使用经验，总结了微处理器的结构
特点及学习方法，归纳了学习微处理器需要训练的基本功。
　　重点介绍TMS320C2812芯片。
介绍其结构、指令系统、存储器组织、中断系统、片内外设及应用等。
　　加强了DSP最小系统介绍，使得初学者很容易建立起自己的硬件平台。
　　增加了C语言编程工程模板介绍，使得初学者很容易建立起自己的软件平台。
　　补充了一些应用实例。
　　对实验内容进行了更新，提供了不同层次的实验内容。
　　介于多数学生已掌握了Matlab仿真软件，第二版取消了Matlab算法仿真部分。
　　本修订版由宁改娣担任主编，负责制定编写提纲和全书统稿工作，并编写了第1、4、8～12、14章
和附录；第2、3、5～7、13章由曾翔君编写；第15章和实验内容由骆一萍编写。
本书部分编辑、实际例程的编写与调试由李晓东、许崇福、邬雪琴、王颖博、任伟、张雷、李平等参
与完成，在此谨表示我们衷心的感谢！
　　本书的编写得到了西安交通大学张太镒教授的支持，第一版在评选西安交大优秀教材时，也得到
张教授的鼎立推荐和好评，在此致以我们深深的谢意！
　　由于作者的水平和视野所限，书中错误和不当仍然在所难免，欢迎专家、学者、本书的读者提出
意见和建议，以便今后不断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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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总结了微处理器的结构框架、学习目的和方法。
在此基础上，以TMS320C28×为模型介绍其硬件结构、指令系统、存储器组织、中断系统及片内外设
的基本原理，强化微处理器学习方法，训练使用微处理器的基本功。
DSP是一种具有数字信号处理特长的高性能微处理器。
《DSP控制器原理及应用(第2版)》还加强了DSP最小系统介绍，使读者很容易建立自己的硬件平台；
增加了C语言编程工程模板介绍，使读者可以很方便地进行软件开发；并且介绍了DSP的开发环境、C
语言编程和开发流程。
在最后一章提供了不同层次的实验内容。
书中所提供实例的软硬件都经过了试验验证。
《DSP控制器原理及应用(第2版)》实践性较强，部分内容以案例编写，可更好地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
　　《DSP控制器原理及应用(第2版)》可作为电子、电气、信息类、机电、探测以及生物医学工程等
学科的研究生和高年级本科生DSP课程教材，包括实验在内约有40～54学时；也可供从事DSP技术研究
和开发的科技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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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绪论　　本章将对DSP的概念、DSP的主要特点、发展及应用、Tl的TMS320 DSP、C28×
系列DSP的主要性能以及引脚给予介绍。
并列表对比TMS320C2000系列典型DSP芯片的资源配置隋况。
　　1.1 DSP的概念与主要特点　　1.1.1 DSP的概念　　DSP是一种适合数字信号处理的高性能微处理
器，其结构与微型计算机原理或单片机原理课程中学习的处理器相比更为复杂。
但这些课程学习方法类似，核心都是在介绍一个超大规模集成微处理器内部结构和指令系统，以及如
何使用处理器实现数字控制，训练软硬件设计和调试技能。
因此，学习DSP可以借鉴以前积累的微处理器软硬件开发经验。
　　DSP有两个含义：其一是Digital Signal Processin9的缩写，是指数字信号处理技术，它不仅涉及许多
学科还广泛应用于多个领域。
特别是在20世纪60年代，随着计算机和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进一步推动了数字信号处理技术的理论
和应用领域的发展；其二是Digital SignalProcessor的缩写，即数字信号处理器（也称为DSP芯片），它
不仅具有可编程性，而且其实时运行速度远远超过通用微处理器，是一种适合数字信号处理的高性能
微处理器。
多数情况下DSP是指数字信号处理器，DSP已成为数字信号处理技术和实际应用之间的桥梁，并进一
步促进了数字信号处理技术的发展，也极大地拓展了数字信号处理技术的应用领域。
　　在微电子技术发展的带动下，DSP芯片的功能日益强大，性能价格比不断提高，开发环境日臻完
善，应用领域也在不断扩大。
在步人数字化时代的进程中，数字信号处理器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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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书全书共分十五章，主要介绍了F2812的总体结构、最小系统及程序开发，C28×的CPU、存储
器配置以及上电引导，F2812的系统控制单元及中断机制，C28×的CPU定时器、GPIO及外部存储器扩
展，多通道缓冲串行口，F2812的片内Flsh与Iqmath库的应用，现代DSP软件设计方法和简单应用等内
容。
本书可作为电子、电气、信息类、机电、探测以及生物医学工程等学科的研究生和高年级本科生DSP
课程教材，也可供从事DSP技术研究和开发的科技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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