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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以32位嵌入式微控制器为基本技术特征的新一代电控单元（Electronic Control Unit, ECU）已成为
汽车电子发展应用的主流。
汽车工业是使用微控制器最多的工业，一辆现代汽车最多可使用达200个微控制器。
汽车电子系统占整车成本的比例在2008年就已超过了40%，现在还在继续上升。
为了适应这一特点，飞思卡尔公司于1999年推出了一款基于PowerPC架构的32位高性能高速微控制器
。
其卓越的性能特别适合做复杂的实时控制和处理系统，在许多方面代表了微控制器今后的发展方向。
　　本书系统介绍了MPC555基本的硬件结构，包括其独具特色的TPU3和MIOS、QADC、QSMCM等
模块的工作原理；着重介绍了基于MPC555微控制器的MATLAB代码自动生成体系及二次开发技术，
特别是在汽车电子控制中的典型应用案例；最后对飞思卡尔公司最新推出的MPC5500系列产品进行了
详细介绍。
　　本书可作为汽车电子、嵌入式系统课程的教学参考书，供高等院校相关专业高年级本科生和研究
生使用，也可供教师和工程技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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