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深入浅出 ARM7——LPC213x/LPC214x（下册） 

 

(点击图片可放大) 

深入浅出 ARM7——LPC213x/LPC214x（下册） 

作者：周立功 张华 

定价：45 元  

书号：7-81077-750-5 

出版日期：200601 

开本：787×960 1/16 开  

字数：683 千字 

购买联系： 各地书店 网上购书 

内容简介 

     本书全面介绍了以 LPC213x/LPC214x 两个系列 ARM 芯片为硬件平台的各种应用开发，详细分析了

嵌入式实时操作系统 μC/OSII 在 ARM7 上的移植和应用。主要内容包括： LPC214x 与 LPC213x 相比

新增的特性，LPC214x 部分功能部件的使用，LPC214x USB 设备控制器的固件编程，LPC214x USB

固件程序的应用，μC/OSII在ARM7上的移植以及移植代码在LPC2100系列芯片上的使用实例，μC/OSII

基础实验，μC/OSII 的中间件，ZLG/USB214x 软件包的开发和应用，嵌入式 GUI——ZLG/GUI 在

μC/OSII 上的使用和 SD/MMC 卡读/写模块在 LPC213x/LPC214x 上的使用。  

     本书可作为高等院校相关专业师生以及从事嵌入式系统应用开发工程师的参考资料，适合于想使用

LPC213x/LPC214x 和 μC/OSII 进行嵌入式开发的初学者，特别适合于想使用 LPC214x 芯片进行 USB

开发的工程师。 

前    言 

     LPC214x 系列是 PHILIPS 公司最新推出的基于 ARM7 内核的高性能芯片，与以前推出的 LPC213x

系列芯片兼容，并增加了一些新功能，在性能上也有很大的提升。其最大特色是内置了 USB 2.0 全速控制

器，LPC2146/2148 还内嵌了 DMA 引擎，使 USB 通信速度几乎达到了 USB 2.0（全速）的最高通信速

度；相对于普通 ARM7 芯片，LPC214x 还提升了 I/O 端口的速度。因此，对于进行产品开发选型来说，

LPC214x 具有很高的性价比。 

     μC/OSII 是一个小型的嵌入式实时操作系统，已经得到了较广泛的应用，并已经被移植到各种不同体

系结构的处理器上。随着近年来 ARM 芯片应用的日益广泛，μC/OSII 在 ARM 上的应用也越来越深入，

应用实例及外设驱动也与日俱增。 

     本书立足于 LPC214x，兼顾 LPC213x，以 μC/OSII 为软件载体，详细介绍 LPC213x/214x 各功能

部件的使用方法，并提供实例源码。值得注意的是，本书花大量篇幅对 LPC214x USB 设备控制器固件编

程进行了非常详细的描述，非常适合于使用 LPC214x 进行 USB 产品开发的工程师和初学者。 

     另外，本书大部分的论述和实例均基于 μC/OSII 操作系统，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一本非常好的

μC/OSII 的应用参考资料。 

 

     本书各章节内容安排如下： 

     第 1 章——LPC2141/2142/2144/2146/2148 概述。对比 LPC213x 系列芯片，介绍 LPC214x 的

新增特性。 

     第 2 章——功能部件和基础试验。主要介绍 LPC214x 具有新增特性的功能部件（如高速 GPIO、增强

型 UART）的使用和应用实例。 

     第 3 章——LPC214x USB 设备控制器固件编程。本章涉及 USB 固件编程的许多方面。固件程序采用



软件、硬件分层结构，从硬件底层开始构建 USB 固件，详细分析如何初始化 USB 设备控制器，如何在

LPC214x 上实现 USB 协议以及如何利用端点进行数据接收/发送。 

     第 4 章——LPC214x USB 固件程序的应用。介绍 LPC214x USB 固件的应用实例，实例从简单到复

杂。首先介绍固件程序应用的“一个最简单例子”，该例子使用户能够在最短时间内学会使用本固件；然后

介绍“发送大量数据例子”，该例子非常适用于需要进行大量数据传输的 USB 设备；最后介绍如何在

LPC214x 上实现一个 HID 类以及如何利用 LPC2146/2148 USB DMA 引擎进行 USB 数据传输。 

     第 5 章——移植 μC/OSII 到 ARM7。介绍 μC/OSII 在 ARM7 上的移植方法，并给出移植代码在

LPC2100 上的使用实例。这是本书的基础，以后的论述均依赖于本章，需要牢牢掌握。 

     第 6 章——μC/OSII 基础实验。以 LPC213x/LPC214x 为硬件平台，进行一些基于 μC/OSII 的基础

实验，让读者加深对 μC/OSII 的理解，并熟悉 μC/OSII 的使用。 

     第 7 章——μC/OSII 中间件。介绍 μC/OSII 的中间件，如数据队列、串口驱动、Modem 驱动、I2C

驱动、SPI 驱动以及 ZLG/FS 文件系统的接口函数与应用实例。所有中间件和例程均基于 LPC213x，很

容易移植到 LPC214x 上运行。 

     第 8 章——ZLG/USB214x 软件包的开发与应用。介绍基于 μC/OSII 上运行的 ZLG/USB214x 软件

包的编程方法和应用实例。ZLG/USB214x 软件包使用户完全无须了解 USB 协议的细节，无须修改本软

件包的代码，只需利用本软件包提供的 API 函数，就能够利用 LPC214x USB 的端点进行任意长度数据的

接收与发送。 

     第 9 章——ZLG/GUI 应用实例。以 LPC213x/LPC214x 为硬件平台，介绍嵌入式 GUI——ZLG/GUI

在 μC/OSII 上的应用。 

     第 10 章——SD/MMC 卡读/写模块。不仅给出了 LPC213x/LPC214x 读/写 SD/MMC 卡的硬件接口

电路，还给出了 SD/MMC 卡读/写模块的详细配置、使用方法及使用例子。本读/写模块既可运行于无操

作系统，又可运行于 μC/OSII 操作系统，使用起来非常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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