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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美国ADI公司研发的ADuC70xx系列微控制器为主线，详细介绍了该系列微控制器的结构、原理
、内部资源、外部扩展以及实用范例等，并在此基础上介绍了多种应用单元模块电路，包括LCD显示
模块、UART通信模块、外扩存储器模块、A/D/D/A转换模块以及按键数码管模块等；重点介绍了各
种模块的电路设计原理以及C语言设计方法，非常适合初学者学习和实践。此外，本书最后一章详细
介绍了多个以该系列微控制器为主的实际应用，为深入学习和使用这一系列微控制器提供了很好的基
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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