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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从基础的理论知识到实际的应用开发，详细地介绍了ARM Cortex-M3处理器的内核体系结构，包
括其内核组件、总线结构、流水线、指令集、编程模型、存储器系统、电源管理、系统时钟和复位、
异常模型以及调试系统等。
本书选取恩智浦半导体（NXP）公司的ARM Cortex-M3系列芯片LPC176x处理器为例，详细介绍
了LPC1700系列处理器的内核结构与高级外设的工作原理与应用开发方法，以及基于CMSIS接口标准
软件设计方法。
本书的例程已在LPCXpresso开发平台上调试通过，该平台可与本书配合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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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3.6.6深度掉电模式 在深度掉电模式中，需关断整个芯片的电源（实时时钟、RESET
引脚、WIC和RTC备用寄存器除外）。
进入深度掉电模式使PCON中的DPDFLAG位置位。
为了优化功耗，用户有其他的选择，可关断或保留32kHz振荡器的电源。
 当使用外部复位信号或使能RTC中断且产生RTC中断时，可将器件从深度掉电模式中唤醒。
 3.6.7唤醒定时器 在上电或使用4MHz内部IRC振荡器作为时钟源将LPCI700系列Cortex—M3从掉电模式
中唤醒时，处理器开始运行。
如果应用需要主振荡器或PLL，那么软件将需要使能这些特性并在主振荡器用作时钟源之前等待其变
为稳定。
 当主振荡器开始激活时，唤醒定时器允许软件确认主振荡器完全工作，然后处理器将其用作时钟源并
开始执行指令。
这在上电、所有类型的复位以及任何原因所导致主振荡器功能关闭时非常重要。
由于振荡器和其他功能在掉电模式下关闭，因此使处理器从掉电模式中唤醒要使用唤醒定时器。
 唤醒定时器通过检测晶振是否可靠以让代码安全执行。
当给芯片加电或某个事件使芯片退出掉电模式时，振荡器需要一段时间来产生足够振幅的信号以驱动
时钟逻辑。
时间的长度取决于许多因素，包括VDD（3V3）的上升速率（上电时）、晶振的类型及其电气特性（
是否使用石英晶振）、其他任何外部电路（例如电容）和振荡器在现有环境下自身的特性等。
 一旦检测到一个时钟，唤醒定时器就对固定的时钟数（4096个时钟）进行计数，然后设置标志（SCS
寄存器中的OSCSTAT位）表示主振荡器已准备使用，接着软件可切换为主振荡器并且启动所需的PLL
。
 3.7 引脚及I／O功能配置 3.7.1 引脚布局 LPCI76x系列处理器共有100个引脚，提供LQFPl00封装形式
的IC，其引脚分布和封装LQFPl00如图3—15所示。
从功能上将，LPCI700的100引脚分为P0／P1／P2／P3／P4接口引脚，以及电源、复位、晶振、仿真接
口和其他引脚部分，P0／P1／P2／P3／P4为GP10接口，具有复用功能，通过引脚连接模块进行设置。
 P0／P1／P2／P3／P4接口部分引脚、JTAG／SW仿真调试接口引脚是5V容差引脚，可提供带滞后TTL
电平的数字I／O功能，晶振引脚、电源引脚和参考电压引脚不是5V容差引脚，另外当引脚选择为A
／D转换输入时就不再是5V容差引脚，而且必须被限制到ADC正参考电平（VREF+），使用时要注意
接口电平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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