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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Embedded Hardware：Know IT All》一书堪称嵌入式硬件设计领域的巨著，是多位畅销书专家倾
心打造的全新力作。
　　本书在嵌入式硬件基础之上，详细阐述了逻辑电路、嵌入式处理器、微控制器、存储系统和硬件
设计技巧等方方面面。
其内容之丰富，实例之经典，可谓嵌入式硬件设计大全。
　　本书覆盖面广，结构清晰。
无论是嵌入式硬件设计者还是软件开发者，都能从中受益。
本书详细解析了经典的电路原理设计图，这都是硬件设计在工程应用中的经验总结。
即使初学者也能通过学习这些电路原理图完成更为复杂的硬件设计。
通过本书的学习，嵌入式程序员会逐步领悟到软件设计思想，通过软件设计满足硬件兼容性的需求。
从某种意义上讲，本书为软件开发者与硬件设计者之间的有效沟通奠定了对话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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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最笼统地讲，大多数电路板的主要硬件可以分为以下五大类：　　·中央处理器单元（CPU），
即主处理器。
　　·内存。
系统软件存储在这里。
　　·输入设备。
输入从处理器和相关的电子模块。
　　·输出设备。
输出从处理器和相关的电子模块。
　　·数据总线。
连接其他模块，提供模块之间的高速数据通道，包含所有的走线、母线及　　总线控制器。
　　这五大类来自于冯·诺依曼模型（见图1.4）对其主要组成的定义。
冯·诺依曼模型可以用来解释任何电子设备的硬件结构。
冯·诺依曼模型是约翰·冯·诺依曼在1945年公布的，定义了通用电子计算机的必要条件。
因为嵌入式系统是一种计算系统，所以这个模型可以用来理解嵌入式系统的硬件结构。
　　尽管电路板的设计变化多样，但是所有在嵌入式电路板上的主要元件或者说所有的嵌入式电路板
都能够被分为主CPU、内存、输入／输出及总线。
　　想要知道嵌入式电路板上的主要组件是如何工作的，首先要知道这些组件包含什么以及为什么包
含这些。
嵌入式电路板中所有的组件，包括在冯·诺依曼体系结构中介绍的都是由一些相互连接的基础电子设
备比如导线、电阻、电容、电感和二极管等组成的。
这些元件同样可以把电路板上的主要组件连接起来。
总体来说，这些元件被分为有源器件和无源器件。
简而言之，无源器件包括导线、电阻器、电容器和电感器。
这些器件只能接收或存储能量。
有源器件包括晶体管，二极管和集成电路等，它们可以输送、接收或存储能量。
在某些情况下，有源器件能由无源器件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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