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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随着能源日趋紧张，对电能进行有效的控制从而节约能源越发显得重要。
TI推出的F28x系统芯片是一款在电动机及电力控制中被业界广泛应用的控制类芯片，但目前该系列芯
片在国内的应用远远没有达到51系列单片机那样的程度。
　　五六年前，笔者自恃有十几年从事8位单片机开发的经验，曾几次捧起DSP2000系列的原理书想了
解一个大概，然而几次不得不驻足兴叹。
事实上，即使是一个比较简单的51系统，其入门也不能仅靠原理书来完成，必须有示范板及相关的驱
动源码，初学者在逐一调试这些驱动源码的基础上才能慢慢入门和渐入佳境。
　　F28x（32位机）是一个较51（8位机）系统更复杂、更难学的系统，然而，相关中文书籍除翻译外
版的原理书之外，基本上没有行之有效的驱动源码的介绍。
事实上，TI早在2003年9月就颁布了一个V100版本的SPRC097文件，之后，在2007年9月将该文件更新
为V111版本，并在2009年7月又更新为V120版本。
该文件以C／C++语言为基础，通过位域结构体的方法为F28x提供了完整的一个头文件体系，并且针
对F28x的外围设备给出了20个外设驱动源码（V100之后的版本增加了5个源码）。
这是F28x入门的一个有效文件。
　　2006年初夏，笔者从国内第三方获得eZdsp翻版的示范板，发现与示范板配套的很少几个代码都取
自SPRC097文件中的部分内容，但缺少了前后关联及SPR.C097文件自身的系统性。
因此，笔者尝试直接在SPRC097文件系统上运行该文件中的源码，多数源码竟然可以直接调试运行！
之后，笔者潜心阅读、调试，并将点滴领悟记录下来。
到2007年年初，这些记录（或称为解读）已有相当篇幅，笔者设计的：DSP2812示范板也于2006年年底
调试完毕。
　　2007年5月，经上海交通大学陈健老师（德州仪器DSP大学计划的国内早期发起人和组织者之一）
的引荐，认识了德州仪器亚洲区大学计划部沈洁经理及半导体事业部经理谭徽博士，当年他们对笔者
所做的事情以及打算将SPRC097文件源码解读成书的愿望的褒扬至今历历在目。
　　TI大学计划部与上海交通大学电气工程系连续两年（2008-2009年）在上海交通大学举办DSP2000
青年教师暑期培训班，均采用2008年6月由笔者编写的“DSP281x外设驱动源码解读”讲义（308页）作
为教材。
　　本书以“DSP281x外设驱动源码解读”讲义为雏形，对TI提供的外设驱动源码进行了更深入的解
读，具有以下特点：　　（1）对构建SPRC097文件体系的位域结构体方法及文件中出现的陌生的指令
进行详细的注解；　　（2）对尚未公示的采用SPRC097文件风格建立一个简捷且容易管理的新项目的
方法进行解析和引用；　　（3）对每条外设示例源码设置专用寄存器的指令，具体到对每一个控制
位进行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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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是一本F28x系统的入门书。
书中提供的F28x外设驱动源码文件是TMS 320 F28x系统的底层文件，适合所有F28x硬件系统。
实践证明，从可操作调试的外设驱动源码出发，是进入F28x领域的一条捷径。
    本书通过解读德州仪器提供的DSP2000系列外设驱动源码（文档名SPRC097）的方式，介绍了TMS
320 F28x各种外设的驱动机制、运行要领及与系统之间的关系，并对建立SPRC097文件体系的位域结构
体方法给出详细的说明。
书中源代码均通过实际运行验证。
    本书可作为电气、自动控制和电子类专业本科生和研究生的教科书或参考书，也可作为相关领域的
工程技术人员的参考书。
    书中的所有源码、支持源码的头文件和共享文件均可在电子工业出版社网站
（http://www.phei.com.cn/“资源下载”）免费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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