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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前言　　随着数字信号处理理论和技术、软件无线电理论和技术的迅猛发展，其应用领域不断拓展，
已经渗透到国民经济和日常生活的许多领域中。
数字信号处理理论的发展，信号处理算法的不断进步和完善，使得对信号处理的硬件平台的要求也越
来越高。
近几年来，为应对市场的要求，各DSP厂家不断推出了各种高性能的DSP。
TigerSHARC是一种超高性能静态超标量浮点 DSP，非常适合于对计算能力和实时性有苛刻要求的大计
算量的信号处理任务。
与其他的浮点处理器相比，TigerSHARC的处理能力更强，运算速度更快，体积更小，开发成本更低，
可用于构建性能价格比更高的信号处理系统。
自从2001年美国ADI公司推出高性能TigerSHARC系列DSP的成员ADSP—TS101S、2003年推
出TigerSHARC系列新成员ADSP—TS20XS以来，TigerSHARC系列数字信号处理器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为了适应数字信号处理领域的新变化，我校从2001年开始，在相关专业的本科和研究生培养计划
中，增设了DSP技术和应用课程，本书就是为了满足相关教学和工程技术人员的需求而编写的。
本书作者具有多年从事DSP技术及其应用领域的教学和科研实践经历，开发了多种型号的基
于TigerSHARC系列DSP的单处理器和多处理器系统。
本书是在作者总结多年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编写的，其中给出了许多典型的DSP系统接口和系统设计
的示例。
　　TigerSHARC处理器包括TS101S和TS201S等处理器，两者的大部分功能是完全兼容的，但是其某些
细节也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
为此，本书在内容的取舍上采取了求同存异的方法，大部分内容以TS101S为主展开讨论。
对于两者存在明显差异的地方采取分别介绍的方式进行讨论，对于差异不大的地方给予适当的提示。
另一方面，在取材上注意了DSP的原理与应用并重，力求使读者通过对本书给出的相关内容的学习，
可以较全面地掌握TigerSHARC的应用基础知识，也能了解到许多设计中的细节、经验和教训。
我们真诚希望每位读者都能从中获益，果能如此，我们将感到由衷的高兴。
　　本书共9章，其内容大致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基础部分，包括第1～5章，重点介绍TigerSHARC处理器的基础知识，包括处理器的内核结
构、总线和存储器组织、I/O资源、指令系统等主要内容。
第二部分是应用部分，包括第6章和第7章，主要介绍TigerSHARC处理器的程序开发和I/O接口技术。
第三部分是系统设计与应用，包括第8章和第9章，主要介绍TigerSHARC处理器的系统设计技术和应用
。
第8章讨论DSP系统的时钟、电源、链路口、SDRAM、引导方式及其程序设计等信号处理器系统的外
围接口硬件和程序设计问题，还讨论了信号处理器系统的数据传输和同步问题、流水处理等问题。
第9章给出了几个典型的基于TS101S和TS201S处理器的雷达、雷达侦察信号处理器的设计实例。
书中涉及的内容较多，授课教师可以根据教学情况适当调整教学内容。
　　冯小平负责全书统稿工作并编写第1～4章和第7、8章，曹向海负责编写第5章，鲍丹负责编写第6
章，曹向海和鲍丹合作编写第9章。
由于作者水平有限，书中难免会出现一些错误，希望选用本书的教师或读者能将存在的问题及时转告
我们，我们将表示衷心的感谢。
反馈问题可电邮至xpfeng@mail.xian.edu.cn，直接与作者联系，或者通过出版社与作者联系。
　　本书的编写得到了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教材基金的资助。
作者首先对关心本书出版的各位老师表示衷心的感谢。
作者的同事刘书明教授十分关心本书的编写工作，并且提供了许多第一手资料，使得本书能够在短时
间内编写完成，在此特别对他的帮助表示衷心的感谢。
在编写过程中，作者引用了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电子工程学院的多位老师和研究生的成果和论文，在此
也对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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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还要特别感谢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的各位编辑、领导和工作人员，他们为本书的出版付出了
辛勤的劳动。
　　作者 　　2010年4月 　　于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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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高等学校电子信息类专业本科和研究生的DSP技术及其应用课程的教材，在介绍ADI公司
的浮点TigerSHARC系列
DSP的内核结构、存储器组织和总线结构、接口技术及其指令系统的基础上，重点讨论了TS101S
和TS201S的程序设计、接口设计和系统设计技术，并给出了几个基于TS101S和TS201S的信号处理器系
统的设计实例。
本书在介绍
TigerSHARC系列DSP基础知识的同时，立足于实际应用系统的设计要求，注重基本原理与实际应用相
结合，可使读者快速掌握DSP的基本原理及其在数字信号处理中的应用技巧。

《TigerSHARC处理器技术及其应用(21世纪高等学校电子信息类规划教材)》既可作为电子信息类专
业DSP应用技术课程的本科生和研究生教材，也可作为相关专业高年级本科生和研究生及从事DSP技
术设计和开发的专业技术人员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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