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十章

串行通信接口 



10.1  串行通信概述 

10.1.1串行通信数据传输方式 



10.1  串行通信概述 

10.1.2 串行通信数据收发方式 

1. 同步串行通信方式 



10.1  串行通信概述 

10.1.2 串行通信数据收发方式 

2. 异步串行通信方式 

① 字符格式。 



10.1  串行通信概述 

10.1.2 串行通信数据收发方式 

2. 异步串行通信方式 

② 数据传送速率。 

③ 发送时钟与接收时钟。 



10.1  串行通信概述 

10.1.2 串行通信数据收发方式 

2. 异步串行通信方式 

④ 校验方式。 

⑤ 调制解调。 



10.1  串行通信概述 

10.1.3 串行通信数据传送方式 

1. 单工（Simplex） 

2. 半双工（Half-Duplex） 

3. 全双工（Full-Duplex） 



10.2  串行通信接口标准RS-232C 

10.2.1 RS-232C端口连接器机械特性和信号定义 



10.2  串行通信接口标准RS-232C 

10.2.2 RS-232C的电气特性 



10.2  串行通信接口标准RS-232C 

10.2.3 RS-232C通信线路的连接 

1. 近距离通信 



10.2  串行通信接口标准RS-232C 

10.2.3 RS-232C通信线路的连接 

2. 远距离通信 



10.3  可编程串行通信接口芯片NS16550 

10.3.1  16550的基本性能 

10.3.2  16550芯片外部引脚信号 

1. 与CPU接口的信号线 

2. 串行通信接口信号线

3. 16550自身工作需要的信号线。 



10.3  可编程串行通信接口芯片NS16550 

10.3.3  16550的结构及内部寄存器 



10.3  可编程串行通信接口芯片NS16550 

10.3.3  16550的结构及内部寄存器 

1. 数据总线缓冲器 

2. 选择和读/写控制逻辑 

3. 数据发送模块 

4. 数据接收模块 



10.3  可编程串行通信接口芯片NS16550 

10.3.3  16550的结构及内部寄存器 

5. 波特率发生控制模块 

6. 调制/解调控制电路 

7. 中断控制模块 



10.3  可编程串行通信接口芯片NS16550 

10.3.4  16550内部寄存器数据格式 



10.3  可编程串行通信接口芯片NS16550 

10.3.4  16550内部寄存器数据格式 

1. 通信线路控制寄存器 

2. FIFO控制寄存器 



10.3  可编程串行通信接口芯片NS16550 

10.3.4  16550内部寄存器数据格式 

3. 通信线路状态寄存器 



10.3  可编程串行通信接口芯片NS16550 

10.3.4  16550内部寄存器数据格式 

4. 中断允许寄存器 

5. 中断识别寄存器 



10.3  可编程串行通信接口芯片NS16550 

10.3.4  16550内部寄存器数据格式 

6. MODEM控制寄存器 



10.3  可编程串行通信接口芯片NS16550 

10.3.4  16550内部寄存器数据格式 

7. MODEM状态寄存器 

9. 波特率除数寄存器 

10. SCRATCHPAD寄存器 

8. 数据收/发寄存器 



10.4  16550串行通信编程 

10.4.1 16550的工作过程 

1. 数据发送过程 

2. 数据接收过程 



10.4  16550串行通信编程 

10.4.2 16550的接口电路 



10.4  16550串行通信编程 

10.4.3  16550应用编程 

1. 16550的初始化 



10.4  16550串行通信编程 

10.4.3  16550应用编程 

1. 16550的初始化 



10.4  16550串行通信编程 

10.4.3  16550应用编程 

2．以查询方式进行数据收发 



10.4  16550串行通信编程 

10.4.3  16550应用编程 

2．以查询方式进行数据收发 



10.4  16550串行通信编程 

10.4.3  16550应用编程 

3．以中断方式进行数据收发 

(1) 采用中断方式通信的初始化编程。 



10.4  16550串行通信编程 

10.4.3  16550应用编程 

3．以中断方式进行数据收发 

(2) 中断处理。 



10.4  16550串行通信编程 

10.4.4  BIOS串行通信功能用法和示例 

1. INT 14指令功能和用法 



10.4  16550串行通信编程 

10.4.4  BIOS串行通信功能用法和示例 

1. INT 14指令功能和用法 

（1）指令INT 14的0号子功能的入口参数AL中的初始化参数含义

（2）串行通信端口编号选择 



10.4  16550串行通信编程 

10.4.4  BIOS串行通信功能用法和示例 

2. 基于INT 14指令应用的双机串行通信编程 



10.4  16550串行通信编程 

10.4.4  BIOS串行通信功能用法和示例 

2. 基于INT 14指令应用的双机串行通信编程 



10.4  16550串行通信编程 

10.4.4  BIOS串行通信功能用法和示例 

2. 基于INT 14指令应用的双机串行通信编程 



10.5  其它常用串行通信标准 

10.5.1   通用串行总线USB

1. USB总线的特点 

2. USB连接器 

10.5.2   IEEE1394串行总线 



10.6  SOC系统中16550核的应用实例 

10.6.1  SOC系统与PC异步串行通信 

1. 电路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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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1  SOC系统与PC异步串行通信 

1. 电路结构



10.6  SOC系统中16550核的应用实例 

10.6.1  SOC系统与PC异步串行通信 

2. 程序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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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程序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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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程序说明 



10.6.1  SOC系统与PC异步串行通信 

2. 程序说明 



10.6  SOC系统中16550核的应用实例 

10.6.1  SOC系统与PC异步串行通信 

3. 驱动程序安装及端口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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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1  SOC系统与PC异步串行通信 

3. 驱动程序安装及端口设置 



10.6  SOC系统中16550核的应用实例 

10.6.1  SOC系统与PC异步串行通信 

3. 驱动程序安装及端口设置 



10.6  SOC系统中16550核的应用实例 

10.6.1  SOC系统与PC异步串行通信 

4. 系统设计与硬件测试 



10.6  SOC系统中16550核的应用实例 

10.6.1  SOC系统与PC异步串行通信 

4. 系统设计与硬件测试 



10.6  SOC系统中16550核的应用实例 

10.6.2  利用8088 SOC系统完成GPS信息的接收与显示 

1. 基本原理 



10.6  SOC系统中16550核的应用实例 

10.6.2  利用8088 SOC系统完成GPS信息的接收与显示 

1. 基本原理 



10.6  SOC系统中16550核的应用实例 

10.6.2  利用8088 SOC系统完成GPS信息的接收与显示 

1. 基本原理 



10.6  SOC系统中16550核的应用实例 

10.6.2  利用8088 SOC系统完成GPS信息的接收与显示 

2. 硬件电路构建 



10.6  SOC系统中16550核的应用实例 

10.6.2  利用8088 SOC系统完成GPS信息的接收与显示 

3. 程序设计 



10.6  SOC系统中16550核的应用实例 

10.6.2  利用8088 SOC系统完成GPS信息的接收与显示 

3. 程序设计 



10.6  SOC系统中16550核的应用实例 

10.6.3  单片FPGA中双SOC系统间的异步串行通信 

1. 硬件电路构建 

2. 硬件测试 



10.6  SOC系统中16550核的应用实例 

10.6.3  单片FPGA中双SOC系统间的异步串行通信 

1. 硬件电路构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