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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新编单片机原理与应用(第3版)》以增强型MCS-51单片机原理及应用为主线，系统地介绍了8
×C5×（包括8XC5×2）、8×C51RX系列MCU芯片的内部结构、指令系统、资源及扩展方法、接口
技术，以及单片机应用系统硬件结构、开发手段、设备等。
在编写过程中，着重介绍硬件资源及使用方法、系统构成及连接；注重典型性和代表性，以期达到举
一反三的效果。
在内容安排上，力求兼顾基础性、实用性、先进性。
《新编单片机原理与应用(第3版)》可作为高等学校电子类专业“单片机原理与应用”课程的教材或教
学参考书，亦可供从事单片机技术开发、应用的工程技术人员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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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由于多数单片机应用系统对价格敏感，总希望有最高的性价比。
因此，多数单片机应用系统的硬件电路、监控程序均需要专门设计。
2）模块化系统由于单片机应用系统的扩展和配置具有典型性，因此有些厂家将这些典型配置做成用
户扳系列（比如主机板、A/D板、D/A板、I/O板、打印机接口板、通信接口板等），供用户选择。
用户可根据具体需要选择有关用户板，组成具有特定功能的应用系统。
模块化结构是大、中型应用系统的发展方向，它可大大减少用户在硬件开发上投入的时间和精力，缩
短开发周期。
但在这类系统中，部件功能没有得到充分利用，性价比不高。
由于系统硬件不是针对目标系统功能专门设计，部件之间匹配性差、元件冗余量大，使系统可靠性变
低，功耗大。
因此，适用范围受到了很大的限制。
3）单片单扳机系统受通用CPU单板机（如早期的TP801等）的影响，有些厂家用单片机来构成单板机
，其硬件按典型应用系统配置，并配有监控程序，具有一定的二次开发能力。
但是，单板机的固定结构形式常使应用系统不能获得最佳配置，产品批量大时，软硬件资源浪费较大
，但可大大减少系统研制时的硬件工作量，并且具有二次开发能力，可提高系统的研制进度。
2.系统硬件电路设计一般原则在设计系统硬件电路时，一般应遵循以下原则：（1）尽可能选择标准化
、模块化的典型电路，且符合单片机应用系统的常规用法。
（2）系统配置及扩展标准必须充分满足系统的功能要求，并留有余地，以利于系统的二次开发。
（3）硬件结构应结合控制程序设计一并考虑。
软件能实现的功能尽可能由软件来完成，以简化系统的硬件电路，降低成本，提高系统的可靠性。
但“软化”的结果将占用CPU时间，降低系统实时处理能力，因此，对实时性要求高的场合，应优先
考虑用硬件实现。
（4）系统中相关的器件要尽可能做到性能匹配。
例如选用CMOS芯片单片机构成低功耗的系统时，系统中全部芯片都应选择低功耗器件。
（5）单片机外接电路较多时，必须考虑其驱动能力。
若驱动能力不足，则系统工作不可靠。
这时应增设总线驱动器或者减少芯片功耗，以降低总线负载。
（6）可靠性及抗干扰设计是硬件系统设计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可靠性、抗干扰能力与硬件系统自身素质有关，诸如构成系统的各种芯片、元器件的正确选择、电路
设计合理性、印刷电路板布线、去耦滤波、通道隔离等，都必须认真对待。
为了提高单片机控制系统的可靠性，单片机控制系统中的IC芯片旁必须放置相应的滤波电容。
这点最容易被线路设计者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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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新编单片机原理与应用(第3版)》是高等学校信息工程类专业“十二五”规划教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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