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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Arduino技术内幕》摒弃了大量基础知识，全面深入揭秘Arduino的内部工作原理。
其中，它通过“LED闪灯”、“LED照明”、“数字钟”等示例作品由浅入深、由易而难介绍Arduino
开发，并最后以一个“自动机器人”示例总结全书，不仅介绍了可用的软硬件及软硬件间的协作，阐
述了软硬件的选取与设计，而且分析了项目管理（包括文档化、团队工作与协作开发以及如何选择许
可方式）方面的内容。
另外，读者还可从《Arduino技术内幕》了解设计原则与优秀的编程技巧、编程风格，学会动手设计实
现优秀的Arduino作品。
《Arduino技术内幕》适合所有Arduino用户学习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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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ATmega328和ATmega2560的时钟系统基本上是一样的，都有一个片内振荡器，其时
钟频率由外部晶体或谐振器决定。
这个振荡器有两个运行模式：低功率模式消耗最小的功率，但是不能输出时钟信号到芯片外面；全幅
模式则增加了功率消耗。
 另外，两种芯片都可以从外部信号源获得时钟。
如果系统内已经有这样的信号了，芯片就不再需要专门的定时部件了。
 片内还有两个RC（电阻电容）振荡器，频率分别是8.0 Mnz和128 KHz。
8 MHz的振荡器频率可以由软件校准（调整），但是没有石英晶体或陶瓷谐振器来得精确。
 片内有一个系统时钟预分频器，将系统时钟以2的幂次分频，分频比可以从1：1到1：256。
降低系统时钟就降低了功率消耗。
 如果主系统时钟是由两个校准过的电阻／电容（RC）振荡器之一产生的，还可以使用一个外部低频
时钟晶体（一般是32 KHz）来驱动需要真实时钟的应用程序中的定时器／计数器2。
即使主处理器在睡眠模式或省电模式不工作了，这个定时器外围设备还会继续运行并保持计时的精确
。
 3.6.2地址空间 AVR内核要访问几个不同的内存和I／O设备阵列。
AVR体系结构本身是基于哈佛体系结构的，哈佛结构中，程序和数据的存储空问是分离的，这与冯·
诺依曼体系结构不同。
在后者中，两个存储空间是集成在一起、相互交叉、可互换的。
 1.程序存储器 处理器要执行的实际机器语言指令存储在程序存储器（program memory）中。
在AVRAz，这个存储器是片内的可编程16位宽flash阵列。
因为程序存储器是可以在程序运行中自己重写的，所以也可以存储一定数量的数据。
但是写入的时间比较长，可以擦写的次数也有限，这使得它不适合存储易失数据。
 程序存储器有时候也被看做是ROM，即只读存储器（read—only memory）。
这又是一个穿越的术语，已经不再准确反映现在的存储器功能和性能了。
ROM这个术语通常用来描述系统内存中持久的或非易失的（non—volatile）部分，即使掉电也不会丢
失数据。
过去用这个术语来和RAM作区分。
RAM的本意是随机存取内存（random—access memory），也是一个不当的用词，其表达的是可写的或
易失的（volatile）内存器件。
Atmel在其AVR和其他半导体产品中使用的闪存（flash memory）技术具有非易失性的所有优点，同时
又易于重新写入，而不依赖于复杂或昂贵的芯片编程硬件。
 Arduino实现了一个引导装载程序，借此利用了AVR的可自编程特性。
引导装载程序是常驻的一小段固件，与主机PC通信，让编译好的程序可以从PC送过来保存在AVR的
程序存储器里。
这样就不再需要任何形式的专用芯片编程硬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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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1）教你动手制作机器人！
（2）全面深入理解Arduino工作原理，灵活进行Arduino开发（3）依循设计原则，按需设计使
用Arduino软硬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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