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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数字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高速发展的后PC时代，嵌入式系统因其体积小、可靠性高、功能强、灵活
方便等诸多优点，已渗透到工业、农业、教育、国防、科研及日常生活等各个领域，对各行各业的技
术改造、产品更新换代、加速自动化进程、提高生产率等方面起到了极其重要的推动作用。
同时，嵌入式Linux操作系统以其开放源代码、易于开发、功能强大、稳定、成本低等优势迅速跻身于
主流嵌入式开发平台。
设备驱动程序是进入Linux内核世界的大门，对整个系统的运行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对嵌入式Linux设备驱动的研究，有助于深入理解嵌入式Linux内核代码。
设备驱动程序在Linux内核中扮演着特殊的角色，它们是一个个独立的“黑盒子”，使某个特定的硬件
响应一个定义良好的内部编程接口，同时完全隐藏了设备的工作细节。
Linux所支持的每一款硬件，一定要有配套的驱动程序，否则它就无法在Linux系统下发挥功能。
也就是说，没有设备驱动程序，就不会有功能完整的运行系统。
硬件必须有配套的驱动程序才能正常工作，由于嵌入式设备的种类繁多等特点决定了不同的嵌入式产
品在开发时都必须设计自己的设备驱动程序，使得设备驱动程序的开发在整个嵌入式系统开发工作中
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而免费开源的Linux在嵌入式领域的发展为我国发展自己的嵌入式操作系统，扭转软件市场的被动局面
，提供了难得的机遇，也为振兴国内软件行业找到了最佳的突破口，使我国有机会迎头赶上国际的先
进水平。
因此嵌入式Linux设备驱动程序的开发和研究具有重要的社会和商业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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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从嵌入式系统开发的基础概念讲起，着重介绍了嵌入式Linux 驱动开发技术。
全书共分12章。
前两章介绍了嵌入式Linux系统开发的基础知识，以及Linux系统开发工具链、嵌入式Linux内核分析与
移植技术；第3章介绍了Linux设备驱动程序开发的一般技术和基本过程；第4章到第9章详细剖析了字
符设备、PCI设备、音频接口、显示接口、块设备、网络设备的驱动开发技术；第10章到第12章分别介
绍了USB设备驱动开发的知识、USB驱动的设备端及主机端的设计，以及OTG驱动程序的开发。
　　本书具有由浅入深、通俗易懂和注重实践等特点，适合于具备一定嵌入式Linux开发经验，需要从
事或学习嵌入式Linux驱动程序设计的读者作为嵌入式Linux驱动开发的自学教材；同时也适合已掌
握Linux驱动程序设计的一般原理，需要提高嵌入式Linux驱动开发实践能力及对嵌入式Linux驱动开发
感兴趣的程序员参考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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