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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書特色 

 

1.本書介紹了嵌入式系統的基礎知識，並有詳盡的範例幫助讀者理解理論知識。 

2.本書對嵌入式系統程式設計概念、OS、RTOS 函數和行程間同步進行作詳細介紹。 

3.特別提到了在單晶片或者多晶片系統的軟體發展過程中程式的建置，以及軟體工程實作的使

用。 

4.詳細介紹了 I/O 埠、設備、用於設備互連的匯流排和設備驅動程式。  

 

■ 內容簡介 

本書的特點在於，它不僅全面介紹了嵌入式系統的基礎知識，而且透過大量詳盡的範例幫助讀者

理解理論知識。然而，這些實際範例對系統設計人員來說具有非常好的參考價值。本書中並沒有

侷限於介紹傳統的嵌入式系統原理和設計方法，對於未接觸過嵌入式系統開發，但想要儘快熟悉

開發過程的設計人員提供了很好的示範和模式。本書適用科大電子、電機、資工系「嵌入式系統」

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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