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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用 MDS仿真系统的研究与实现

李长波

!芜湖职业技术学院# 安徽 芜湖 !&%$$$$

77摘7要!随着微电子技术的日新月异$专用 0)R的应用越来越广$快速完成专用 0)R的应用软件成

为一个很大的问题& 在 R̀机上仿真专用 0)R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之一& 结合仿真软件的开发过

程$阐述了在 R̀机上实现专用 0)R的指令'中断'内存'时钟'XVD0Q'VRL等硬件的仿真思想和方

法& 系统地描述了仿真系统的体系架构'开发原理'总体设计'详细设计等内容$并且完成了一款专用

0)R的仿真&

关键词!仿真#0)R#数据结构#MS0R

中图分类号!Ù#%%@O' 文献标志码!D

AA在企业的研发中#经常遇到硬件软件化和软件硬件

化的问题% 本文论述的是一个硬件软件化的问题#用软

件仿真硬件#使用户在软件仿真的环境中完成需要硬件

才可以完成的工作% 对于各种专用 0)R#硬件软件化的

平台搭建有较高的技术含量%

% 专用 0)R的硬件构成

图 % 为 0)R芯片的构成框图(%)

#由图 % 可以看出#

该芯片有十大模块构成#分别是主控 PR4'电源'触摸

屏'双时钟'4DMU'0 S̀'VRL控制器'XVD0Q驱动'S_g

口和存储器% 专用 0)R是针对某一类特定需求而设计%

图 % 所示的SR是为了词典机设计的框架#每一个应用模

块都有对应的用途% 主控 0)R调度所有的模块#而且其

中还包含累加器'MDP'各种寄存器等资源% 存储器是

线性存储器#要求容量大#存放数量庞大的词典数据%

双时钟模块要实现高速运算和计时功能#开机时高速运

算#关机时保留低速时钟计时"S_g口模块可以外加各种

L0 #̀如语音#也可以设计按键% XVD0Q驱动用来存放

可以被用户修改的数据% VRL控制器外接 RgZ类的

VRL作为显示设备(!)

%

图! MDS的基本构成

! 0)R仿真系统的原理

)L! 主控MDS的仿真模型的建立%$&

0)R内部有 & 个部分要建立模型&累加器'MDP'

XVD0Q'各类寄存器% 根据所仿真的 0)R的类型#抽象

出它的数据模型#如 0)R的位数等% 图 ! 是 0)R的基

本框图#从图 ! 中可以看出#要建立的仿真模型有累加

器DRR'寄存器'MDP% 寄存器包括 0)R各种功能寄存

器#如状态寄存器'堆栈寄存器'通用寄存器'特殊寄存

器等#并且要清楚每个寄存器每个位的功能% MDP也

包含较多的内涵#如全局变量'局部变量'堆栈区以及特



殊变量等的仿真#都需要严密的算法#来保证结果的正

确%

图) 处理单元的基本构成

)L) 其它模块仿真模型的建立%$&

其它模块包括&触摸屏'双时钟'4DMU'0 S̀'VRL

控制器'XVD0Q驱动'S_g口和存储器模块% 对于每一

个外设#系统都为它定义好数学模型的同时#开一个或

多个线程完成对其功能的仿真% 图 # 为触摸屏的仿真

流程图#图 & 为 XVD0Q的仿真流程图% 从图 # 中可以

看出#触摸屏要处理单击'双击和拖动三个事件"

XVD0Q要处理扇区读写问题#而且在写的时候#要完

成先擦出后写入的功能% 其它模块与此类似#不重复叙

述%

图$ 触摸屏仿真流程图

图' _R6MT读写流程图

)L$ 指令仿真模型的建立%$&

指令仿真是系统非常关键的部分#每一条指令按照

它对应的时序'操作的寄存器'影响的状态位'影响的堆

栈等都要准确仿真!图 O$% 而且对于指令仿真#不仅要

建立单个指令的数据模型#还要建立整个数据指令集合

的处理系统%

图& USM[&!的取指时序

时序对单个指令非常关键#下面以总线数据写为例

加以说明% 从图 O 可以看出#每一个时间点要非常准

确#系统在进行指令仿真时#必须按时钟准确计算% 所

以#仿真只能是高速SR仿真低速SR%

图 ' 是 0)R主控芯片左移指令的流程图#从图 ' 中

可以看出#指令操作就是数据结构的操作#所以#数据结

构的定义非常关键% 当前芯片的架构主要是 DMP和

PS̀0#而指令集基本使用 MS0R!M6>*26> S,78+*281), 068

R)G]*81,<$指令集#所以仿真相对规范%

图" 左移指令流程图

把 0)R主芯片的指令全部用程序解释出来之后#这

些子模块需要进行管理% 本系统建立了一个指针队列

加以管理% 每个元素的信息如图 " 所示#其显示了指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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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的管理结构% 其中指令是一个指针#指向对应的指令

子模块#优先级依据MS0R指令集提供信息确定#脉冲数

是该指令占用多少个脉冲#时间是该指令执行完所消耗

的总时间%

图# 指令集管理结构

# 0)R仿真系统的实现

系统使用?R开发平台设计完成#在开发的过程中#

大量使用宏定义#有较好的可移植性%

$L!总体设计

系统划分的模块 (&)如图 E 所示#共分为 O 大模

块#分别是处理器模块'存储器模块'指令模块'外设

模块和人机接口模块% 处理器模块完成处理器的数

据定义'参数设置'程序运行等功能"存储器模块完

成处理器的数据定义'参数设置'读写运算等功能"

指令模块完成指令的仿真'指令集合的管理'指令的

调用机制等功能"外设模块完成外设的数据定义'参

数设置'功能仿真等功能"人机接口模块处理系统与

用户的接口%

图/ 总体模块的划分

$L) 详细设计

总体设计把系统分成五部分大的模块#这些模块还

要继续分割成小的模块% 模块越小#任务越清晰#这是

软件设计的基本步骤% 这里只以处理器模块来加以说

明#其它的模块省略% 从图 F 中可以看出#处理器模块

又划分出四个小模块#分别是现场模块'指令模块'时序

模块和计算模块% 现场模块完成 0)R主芯片的累加器'

寄存器'MDP等功能"指令模块完成指令的仿真设计和

管理"时序模块完成 0)R晶振的仿真和计算功能"计算

模块完成上述三个模块的集成及综合处理的功能% 这

些小模块还可以继续划分#直到分成可以直接写子函数

为止#并且完成流程图%

图( 处理器模块的划分

$L$ 代码转化

根据详细设计的流程图#程序员可以完成代码的

转化% 流程图代码化属于正向工程范畴#先将流程图

转化成流程树#树有根节点和子节点#根节点表示整个

流程#子节点可以是控制节点或代码节点% 控制节点

可以实现顺序'分支'循环等控制"代码节点实现函数

调用'表达式或代码段#然后再对流程树进行深度优先

的遍历#输出每个流程节点所表示的代码#最终得到源

文件(OB')

%

$L' 程序测试

程序测试是指对一个完成了全部或部分功能'模块

的计算机程序在正式使用前的检测#以确保该程序能按

预定的方式正确地运行% 测试可以分成白盒测试'黑盒

测试和灰盒测试% 系统完成之后#通过测试才可以交付

使用% 本系统使用灰盒测试法#主要由程序设计人员自

己完成逻辑覆盖测试和功能覆盖测试%

& 结束语

本系统完成专用 0)R在 R̀机上的软仿真#完成了

0)R的软化功能% 本系统的应用在两个方面&一是产

品开发#二是宣传品制作% 开发一款电子产品#若软件

工作量大#则软开发平台非常重要% 因为软件要多人

完成#软开发平台有高效率和低成本的特点#现在很多

此类厂商都使用软件开发平台% 另外#当前互联网的

影响非常大#如果能把你的产品做成演示版放在互联

网上宣传#效果非常好#仿真软件在这个方面起到很大

作用%

参 考 文 献!

!"#

张志良
,

单片机原理与控制技术
!*#,E

版
,

北京
O

机械

工业出版社
KEFFG,

!E#

袁志勇
,

嵌入式系统原理与应用技术
!*#,

北京
O

北京

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
KEFFR,

!X#

徐士良
,

计算机软件技术基础
!*#,X

版
,

北京
O

清华大

学出版社
KEF"F,

!W#

奈霍夫
,

数据结构与算法分析
!*#,E

版
,

北京
O

清华大

学出版社
KEFFQ,

$& 四川理工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AAAAA AAAAAAA!$%& 年 ' 月



!M# 8.(%I? \5%&(KH%4I1(5 V%_5&,-./0475& [&%0'1>2 - @5&

B

21.(!*#,

北京
O

清华大学出版社
K"RRP,

!Q#

黄维通
K

姚瑞霞
,@124%I - g g

程序设计教程
!*#,

北

京
O

机械工业出版社
KEFF",

Q424<F=N<?@-OBC4O4?A<A>D?DG<+4@>=<A4@MDSM>O3C<A>D?MI2A4O

!"N+$')-,

!a*3* S,7818*86)/U623,).)<9$ a*3* !&%$$$$ R31,-"

6H2AF<=A% a183 836>656.)]G6,8)/G12+)6.628+),128623,).)<923-,<67+-]1>.9$ 836-]].12-81), )/>6>12-86> 0)R17

K62)G1,<G)+6-,> G)+6c1>6.9JS83-7K62-G6-K1<]+)K.6G8)2)G].686836-]].12-81), 7)/8c-+6)/>6>12-86> 0)RI*12d.9J

U3671G*.-81), )/>6>12-86> 0)R1, 836 R̀17),6)/836G683)>78)7).568317]+)K.6GJR)GK1,6> c183 836>656.)]G6,8

]+)2677)/71G*.-81), 7)/8c-+6$ 83671G*.-81), 1>6-7-,> G683)>7)/1,78+*281),7$ 1,86++*]87$ G6G)+9$ 2.)2d$ XVD0Q$ VRL

-,> )836+3-+>c-+678)+6-.1b6>6>12-86> 0)R1, 836̀ R-+678-86>JU3679786G-+2318628*+6$ 836>656.)]G6,8]+1,21].6$ )56+B

-..>671<,$ >68-1.6> >671<, 682)/83671G*.-81), 79786G-+6>672+1K6> 79786G-812-..9JD,> 83671G*.-81), )/-7]621-.0)R17

2)G].686>J

J4I KDF@2% 71G*.-81),# 0)R# >-8-78+*28*+6#

..............................................

MS0R

L

上接第
XG

页
N

!G#

叶 佩
K

李庆春
,

旅行时线性插值射线追踪提高计算

精度和效率的改进方法
!J#,

吉林大学学报
KEF"XKWX

L"NOER"

B

ERP,

!P# *.25& T J,+'.&7527 0%7' >%I>4I%71.( .3 2512/1> &%:2!J#,

[5.0':21>2K"RR"KMQL"NOMR

B

QG,

!R#

桑运云
K

李振春
K

张 凯
,

抛物旅行时插值最短路径射

线追踪
!J#,

石油地球物理勘探
KEF"XKWPLXNOWFX

B

WFR,

!"F#

王庆林
K

白超英
,

相空间波前构造法地震多值射线

追踪的改进
!J#,

石油地球物理勘探
KEF"XKWPL"NO"M

B

E",

!""#

徐 涛
K

徐果明
K

高尔根
K

等
,

三维复杂介质的块状建

模和试射射线追踪
!J#,

地球物理学报
KEFFWKWG LQNO

"""P

B

""EQ,

!"E#

张 钋
K

刘 洪
K

李幼铭
,

射线追踪方法的发展现状
!J#,

地球物理学进展
KEFFFK"ML"NOXQ

B

WM,

$%+Q<I YF<=>?8U4AND@ <̂24@D?V<P4_>4C@ B̀CD<@>?8MNDDA>?8

G"58B$'O+1')

C

$ I"4EB

C

$ L./E%'

D

!%JR)..6<6)/=*2.6-+U623,).)<9-,> D*8)G-81), ;,<1,66+1,<$ R36,<>* 4,156+7189)/U623,).)<9$ R36,<>* '%$$OF$ R31,-#

!J023)).)/R)GG*,12-81), :S,/)+G-81), ;,<1,66+1,<$ 4,156+7189)/;.628+),120216,26-,> U623,).)<9)/R31,-$

R36,<>* '%%"#%$ R31,-"

6H2AF<=A% U36+6-+6G*.81].6+-97/)+6-23 ]-1+)/7)*+26B+626156+1, 8368+->181),-.73))81,<G683)>$ -,> 183-78)73))8

-,> 186+-86-<-1, /)+656+923-,<6)/)K76+5-81), 79786GJU36K-7121>6-)/#BL+-98+-21,<G683)> K-76> ), c-56/16.>

*].)->1,<73))81,<1786781,<83+)*<3 8362),8+).])1,871, 8-+<68.-96+$ -,> 186+-81,<6-23 ]-1+)/7)*+26B+626156+K-76> ), 836

8-+<68.-96+JS87).567836]+)K.6G1, ]+1,21].683-8G*.81].6+-97-+66k1786> 1, 6-23 ]-1+)/7)*+26B+626156+$ -,> 6,3-,267836

-22*+-29)/RM̀ 78-8178127JD88367-G681G6$ -7.),<-7836G)>6.>)67,)823-,<6$ 83673))81,<+67*.8+6G-1,7<))>JD7

.),<-7836-+81..6+9])7181), )/)K76+5-81), 79786G>)67,)823-,<6$ 836+67*.8/+)G73)8])1,88)8362),8+).])1,8)/8-+<68.-9B

6++6G-1,7<))>$ -,> 8362)G]*8-81),-.6//1216,29)/#BL+-98+-21,<176,3-,26>J=*G6+12-.71G*.-81), +67*.8773)c836

6//628156,677)/836-.<)+183GJ

J4I KDF@2% 83+66B>1G6,71),-.+-98+-21,<# c-56/16.> *].)->1,<# 73))81,<G683)># 186+-81),

%&第 !" 卷第 # 期AA AAAAAAAA李长波%专用 0)R仿真系统的研究与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