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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ARM9到Linux系统设计与开发》

内容概要

本书由浅入深、全面、系统地介绍了ARM技术与嵌入式Linux的系统设计与开发。全书共18章，讲解
了ARM微处理器的片上资源、ARM的指令集、Windows的最常用的嵌入式集成开发环境ADS、上位机
嵌入式系统的构建、Boot-Loader的介绍和使用、对Linux内核的移植、嵌入式文件系统移植、Linux的
多任务程序开发、设备的驱动开发等内容。书中的每章都提供了大量有针对性的实例，对每个知识点
也给出了较详细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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