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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Linux嵌入式系统的基本开发技术为主线，以基于ARM架构的嵌入式处理器为嵌入式硬件
平台，全面介绍嵌入式系统开发过程、ARM体系结构、Linux基础、Linux进程、Linux开发环境的建立
、Linux操作系统移植、Bootloader的使用、Linux根文件系统的构建、设备驱动程序的开发、嵌入
式GUI开发等嵌入式知识，最后介绍近年来较为热门的GPS导航系统的设计。

　　本书可作为机电控制、信息家电、工业控制、手持仪器、医疗器械、机器人技术等方面嵌入式系
统开发与应用的参考书，也可作为高等院校有关嵌入式系统教学的本科生或研究生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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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2）远程调试远程调试是一种允许调试器以某种方式控制目标机上被调试进程的运
行方式，并具有查看和修改目标机上内存单元、寄存器及被调试进程中变量值等各种调试功能的调试
方式。
在嵌入式系统中，调试器运行在宿主机的通用操作系统之上，被调试的进程运行在目标机的嵌入式操
作系统中，调试器和被调试进程通过串口或者网络进行通信，调试器可以控制、访问被调试进程，读
取被调试进程的当前状态，并能够改变被调试进程的运行状态。
嵌入式系统的交叉调试可分为硬件调试和软件调试两种。
硬件调试需要使用仿真调试器协助调试过程，硬件调试器是通过仿真硬件的执行过程，让开发者在调
试时可以随时了解到系统的当前执行情况。
而软件调试则使用软件调试器完成调试过程。
在目标机上，嵌入式操作系统、应用程序代码构成可执行映像。
可以在宿主机上生成完整映像，再移植到目标机上；也可以把应用程序做成可加载模块，在目标机操
作系统启动后，从宿主机向目标机加载应用程序模块。
2.3.2 目标监控器嵌入式系统开发环境中，目标监控器对嵌入式软件的开发和调试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嵌入式系统的调试，与一般台式机上编程调试显著不同。
嵌入式调试工具是用于嵌入式系统开发中代码定制和调试的工具，分为驻留主机部分和驻留目标机部
分。
驻留主机部分称为调试器，驻留目标机部分称为目标监控器。
目标监控器是解决嵌入式软件开发工具与这些支撑硬件的连接和通信的一个重要支持部件，是嵌入式
应用开发、调试环境的核心部件，是许多功能模块实现的基础。
按照具体的实现方式的不同，可以将目标监控器分为软件监控器、硬件监控器、软件仿真器和软件模
拟监控器。
（1）软件监控器软件监控器是驻留在目标机上通过软件手段实现的调试代理。
实际上，主机端的调试命令不是直接交由目标机硬件执行的，而是首先发送给软件监控器，再由软件
监控器转交给目标机执行，然后将所监控的程序运行到断点处的相关信息反馈给主机端的调试器。
按照对目标机硬件和软件的控制能力，软件监控器分为引导型监控器和应用型监控器。
1）引导型监控器引导型监控器是一种具有启动系统、加载和调试包括内核在内的程序等功能的软件
监控器，它实际上是一个具有监控功能的微型操作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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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ux嵌入式系统开发》：Linux-嵌入式系统开发的首选软件、信息家电、工业控制、医疗器械、机
器人领域的必备技术、基础知识－实训实例－工程实例、实例操作视频教学，轻松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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