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dsPIC30F电机与电源系列数字信�>>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dsPIC30F电机与电源系列数字信号控制器原理与应用>>

13位ISBN编号：9787810778176

10位ISBN编号：781077817X

出版时间：2007-4

出版时间：北航大学

作者：何礼高

页数：591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dsPIC30F电机与电源系列数字信�>>

内容概要

　　《dsPIC30F电机与电源系列数字信号控制器原理与应用》介绍了dsPIC30F电机与电源变换系
列DSC的结构原理，讨论了体系结构中各功能模块的编程应用，列举了用于电机控制和电源应用中的
实例及部分程序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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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的UART33617.9.2 自动波特率支持33617.10 UART在CPU休眠和空闲模式下的工作33717.11 与UART模
块相关的寄存器33717.12 UART通信设计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及解决方法337第18章 CAN总线模块18.1
dsPIC30F集成的CAN模块组成的总线网络33918.2 CAN模块特点33918.3 CAN模块的控制寄存
器34018.3.1 CAN控制和状态寄存器34818.3.2 CAN发送缓冲寄存器34918.3.3 CAN接收缓冲寄存
器35218.3.4 报文接收过滤器35518.3.5 接收过滤器屏蔽寄存器35618.3.6 CAN波特率寄存器35718.3.7 CAN
模块错误计数寄存器35918.3.8 CAN中断寄存器35918.4 CAN模块的实现36218.5 CAN模块工作模
式37018.5.1 正常工作模式37018.5.2 禁止模式37018.5.3 环回模式37118.5.4 监听模式37118.5.5 配置模
式37218.5.6 监听所有报文模式37218.6 报文接收37218.6.1 接收缓冲器37218.6.2 报文接收过滤器37518.6.3 
接收器溢出37618.6.4 复位的影响37818.6.5 接收错误37818.6.6 接收中断37918.7 发送38118.7.1 实时通信和
发送报文缓冲38118.7.2 发送报文缓冲器38218.7.3 发送报文优先级38218.7.4 报文发送38318.7.5 发送报文
中止38318.7.6 发送边界条件38518.7.7 复位的影响38718.7.8 发送错误38718.7.9 发送中断38918.8 错误检
测38918.8.1 错误状态39018.8.2 错误模式和错误计数器39018.8.3 错误标志寄存器39118.9 CAN波特
率39118.9.1 位时序39218.9.2 预分频器设置39218.9.3 传播段39318.9.4 相位段39318.9.5 采样点39418.9.6 同
步39418.9.7 时间段编程39518.10 中断39518.10.1 中断确认39618.10.2 ICODE位39618.11 时间标记39718.12
CAN模块I/O39718.13 CPU低功耗模式下的工作39718.13.1 休眠模式下的工作39718.13.2 CPU空闲模式下
的CAN模块工作399第19章 10位A/D转换器19.1 dsPIC30F的10位A/D转换器的结构40019.2 控制寄存
器40219.3 A/D转换结果缓冲器40219.4 A/D转换术语和转换过程40719.5 A/D模块配置40919.6 参考电压源
的选择41019.7 A/D转换时钟的选择41019.8 采样模拟输入的选择41119.8.1 配置模拟端口引脚41119.8.2 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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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0输入选择41119.8.3 通道1、2 和3输入选择41219.9 模块使能41319.10 采样/转换过程的说明41319.10.1 
采样/保持通道的数量41319.10.2 同时采样使能41319.11 如何开始采样41419.11.1 手工41419.11.2 自
动41519.12 如何停止采样和开始转换41519.12.1 手工41619.12.2 对转换触发计时41719.12.3 事件触发转换
开始42119.13 采样/转换工作的控制42519.13.1 监视采样/转换状态42519.13.2 产生A/D中断42519.13.3 中止
采样42519.13.4 中止转换42519.14 如何将转换结果写入缓冲器的说明42619.14.1 每次中断前的转换次
数42619.14.2 缓冲器大小造成的限制42619.14.3 缓冲器填充模式42619.14.4 缓冲器填充状态42619.15 转换
过程示例42719.15.1 单个通道的多次采样和转换示例42719.15.2 扫描所有模拟输入时的A/D转换示
例42819.15.3 在扫描其他4个输入时频繁采样3个输入示例42919.15.4 使用双8字缓冲器示例43119.15.5 使
用交替多路开关A、多路开关B输入选择示例43119.15.6 使用同时采样对8个输入进行采样的示
例43419.15.7 使用顺序采样对8个输入进行采样的示例43519.16 A/D采样要求43719.17 读取A/D转换结果
缓冲器43719.18 传递函数43819.19 A/D转换的精度/误差43919.20 连接注意事项43919.21 初始化44019.22 
在休眠和空闲模式下工作44119.22.1 不使用RC A/D时钟的CPU休眠模式44119.22.2 使用RC A/D时钟
的CPU休眠模式44119.22.3 CPU空闲模式下的A/D工作44119.23 复位的影响44219.24 与10位A/D转换器相
关的特殊功能寄存器44219.25 关于A/D转换器系统性能的优化442第20章 系统综合特性20.1 振荡器系统
及其工作原理44420.1.1 振荡器系统功能综述44520.1.2 CPU时钟机制44620.1.3 振荡器配置44720.1.4 振荡
器控制寄存器44920.1.5 主振荡器45120.1.6 晶体振荡器/陶瓷谐振器45220.1.7 为晶振、时钟模式、C1、C2
和RS确定最佳的值45420.1.8 外部时钟输入45620.1.9 外部RC振荡器45620.1.10 锁相环45820.1.11 低功耗32
kHz晶体振荡器45920.1.12 振荡器起振定时器46020.1.13 内部快速RC振荡器46020.1.14 内部低功耗RC振
荡器46020.1.15 故障保护时钟监视器46120.1.16 可编程振荡器后分频器46220.1.17 时钟切换工作原
理46320.1.18 振荡器电路出现的非正常现象及处理措施46620.2 复位模块46720.2.1 复位控制寄存
器46820.2.2 复位时的时钟源选择46920.2.3 上电复位47020.2.4 外部复位47120.2.5 软件复位指令47220.2.6 
看门狗超时复位47220.2.7 欠压复位47220.2.8 使用RCON状态位47420.2.9 器件复位时间47420.2.10 器件起
振时间曲线4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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