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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ADμC702x系列单片机是美国ADI公司出品的高性能微控制器，采用ARM7TDMI内核，具有16位
／32位的精简指令集计算机（RISC）体系结构。
ADμC702x片内有62 KB的非易失性闪速／电擦除存储器和8 KB的SRA，可通过JTAG端口编译、下载和
调试，具有程序加密功能。
　　ADμtC702x提供了16路12位的A／D转换器、4路12位的D／A转换器和三相16位PWM信号。
芯片内具有片内基准电压、温度传感器、电压比较器和可编程逻辑阵列（PLA）。
　　本书共分10章：第1章介绍了ADμC702x系列单片机的引脚排列和功能；第2章介绍了寄存器、存
储器的结构，还介绍了程序的加密方法；第3章介绍数字I／O口的基本功能，重点介绍可编程逻辑阵
列PLA的使用；第4章介绍A／D转换、D／A转换和PwM输出功能及其应用实例；第5章介绍了UART
、SPI和I2C串行接口及其应用实例；第6章介绍中断系统与定时器／计数器及其应用实例；第7章介绍
了芯片在使用的过程中遇到的一些问题，如时钟、复位、重新映射、温度、电源监控以及电路板布线
等。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ADμC702X系列嵌入式系统原理及应>>

内容概要

　　ADμC702x系列单片机是美国ADI公司出品的高性能微控制器，以ARM7为内核，包括ADμC7019
、ADμC7020、ADμC7021、ADμC7022、ADμC7024、ADμC7025、ADμC7026和ADμC7027八种
型号。
《ADμC702X系列嵌入式系统原理及应用》结合应用实例重点介绍ADμC7026的内部结构、外围接口
和开发环境，在软件方面介绍μC/OS II嵌入式操作系统向ADμC7026上移植的技术问题。
书中的应用实例代码已经过作者实际调试。
《ADμC702X系列嵌入式系统原理及应用》对于学习和应用ADμC702x的人员有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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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2章　寄存器、存储器及其扩展　　2.1　ARM寄存器　　ADgC702x采用ARM7TDMI内核
，ARM7TDMI处理器一共有37个寄存器，即31个通用寄存器和6个状态寄存器。
由于用户并不能同时对以上的37个寄存器进行访问，因而处理器的工作模式和状态决定了用户能够访
问的寄存器。
每种工作模式和工作状态都使用专有的寄存器组。
例如：当在用户级模式下编程时，15个通用32位寄存器（R0～R14）、程序计数器（R15）和当前程序
状态寄存器（CPSR）是可用的，其他寄存器仅用于系统设计和异常处理。
当一个异常操作发生时，一些标准寄存器被属于该异常操作模式下专有的寄存器组所替代。
所有的异常操作模式都有替代堆栈指针寄存器（R13）和程序链接寄存器（R14）的寄存器组。
快速中断模式需要更多的寄存器（R8～R12）进行快速中断处理。
这就意味着，中断处理过程不需要保存和恢复这些寄存器就可以进行，因而在中断处理过程中节省了
关键的时间。
ARM处理器各种模式下可访问的寄存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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