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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2.USB的数据传输类型 在主控制器上，可以连接许多USB设备，这些设备与主机之
间有四种可能的通信方式，即同步数据（Synchronous）传输方式、中断数据传输方式（Interrupt）、
控制数据传输方式（Control）和批量数据（Bulk）传输方式。根据不同的设备类型和对数据传输的要
求，分别使用相应的连接方式。 数据和控制信号在主机和USB设备间的交换存在单向和双向两种通道
。USB的数据传送在主机和某个USB设备的指定端口之间。这种主机和USB设备的端口间的联系称做通
道。总的来说，各个通道之间的数据流动是相互独立的。一个指定的USB设备可以有许多通道。 对于
任何给定的设备进行设置时，一种通道只能支持上述四种通信方式中的一种来进行数据传输。 （1）
控制数据传送 当USB设备初次安装时，USB系统软件使用控制数据对设备进行设置，设备驱动程序通
过特定的方式使用控制数据来传送，数据传送是无损性的。 （2）批量数据传送 批量数据是由大量的
数据组成的，如使用打印机和扫描仪时，批量数据是连续的。在硬件级上使用错误检测可以保证可靠
的数据传输，并在硬件级上引入了数据的多次传送。此外根据其他一些总线动作，被大量数据占用的
带宽可以相应地进行改变。 （3）中断数据传输 中断数据是少量的，且其数据延迟时间也是在有限范
围内的。这种数据可由设备在任何时刻发送，并且以不慢于设备指定的速度在USB上传送。 中断数据
一般由事件通告、特征及坐标号组成，只有一字节或几个字节。匹配定点设备的坐标即为一例，虽然
不需要精确指定的传输率，但USB必须对交互数据提供一个反应时间的最低界限。 （4）同步数据传
输 同步数据的建立、传送和使用是连续且实时的，同步数据以稳定的速率发送和接收实时的信息，同
步数据要使接收者与发送者保持相同的时间安排。除了传输速率，同步数据对传送延迟非常敏感。所
以同步通道带宽的确定，必须满足对相关功能部件的取样特性。不可避免的信号延迟与每个端口的可
用缓冲区数有关。 3.USB的数据传输原理 在USB结构中，占有主导地位的是主控制器。主控制器要保
证所有连接到它上面的数量不同、传输方式不同的设备能够同时正常工作。那么，主控制器到底是如
何与这些设备进行通信的呢？ USB主控制器使用间隔为1ms的帧来实现数据传输。由于有许多设备都
接到了USB上，因此每1ms产生的传输帧是混合的。在几种传输方式数据都存在的情况下，中断传输和
同步传输对时间要求高。因此，占用了约90％的总带宽，控制传输占用了约10％的带宽（注：两者的
和不到100％），批量传输对时间要求不高，但数据量大，它使用剩下的可用带宽。各种USB设备就是
通过这种基本的帧结构来实现共享USB带宽，实现数据传输的。 在主机端，不同设备的数据传输请求
被分成若干个小块，每个小块叫做一次执行（Transaction），由于要保证连接到主机上的设备可以同
时工作，因此主机每次从不同设备取一个小块构成一个1ms帧，然后将整个帧发送到USB总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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