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l0卷 第 21期 2010年 7月 

1671—1815(2010)21—5303—04 

科 学 技 术 与 工 程 
Science Technology and Engineering 

Vo1．10 No．21 July 2010 

⑥ 2010 Sci．Tech．Engng． 

串行 FLASH存储器在伺服控制系统中的应用 

江燕俊 陈 宝国 

(中囝空空导弹研究院，洛阳471009) 

摘 要 针对伺服跟踪控制系统对大容量、小型化存储器的设计需求，提出了一种应用于伺服跟踪控制系统中的串行 FLASH 

存储器 SST25VF010与TMS320 F2812的接口电路设计。通过实验室中的实际应用检验，该方法满足伺服跟踪控制系统对结 

构小型化和性能实时性设计的要求，并有效地实现了伺服跟踪控制系统对多种应用的通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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伺服跟踪控制系统是一种根据实时获取的目 

标方位信息，通过相应的控制算法解算，进而驱动 

电机实现光轴跟踪视线的伺服系统。随着机构低 

成本 、小型化设计的提出，伺服控制系统设计面临 

了诸如跟踪控制算法越来越复杂、计算精度要求越 

来越高等新的挑战。伺服控制系统不但需要完成 

控制算法解算，与外围设备的通信、控制与接 口功 

能，而且还得满足系统控制的快速性要求。若系统 

采用单片 DSP实现，由于数据量的庞大，程序编写 

的复杂，会造成 DSP内部存储空间不够用，更重要 

的是无法满足对不同应用系统的通用性。通过在 

控制系统中加入 FLASH存储器作为 DSP的外围设 

备，主要用于存放不同应用系统的控制参数，程序 

中的静态数组等数据。在系统上电后，DSP根据相 

应条件从存储器中读人相关数据，从而可以降低系 

统对 DSP内存的要求并实现伺服跟踪控制系统的 

通用性 。 

现提出了一种适用于伺服跟踪系统的基于 

FLASH 存 储 器 SST25VF010(简 称 存 储 器 )和 

TMS320F2812(简称为 F2812)的硬件接 口电路设计 

和FLASH的操作控制方法，l并通过在实际中的成功 

应用，表明该方法是切实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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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硬件接口电路设计 

SST25VF010是 SST公司生产的 1 Mbit SPI系列 

FLASH，是一种高密度、非易失性的电可擦写存储 

器。它的主要特点是：2．7～3．6单电源供电，可与 

F2812共用电源，信号亦可直接相连；读电流 7 mA， 

保持 电流 8 A，功耗 比较低；最 大时钟频率 为 

20 MHz，读写速度较快；容量为 1 Mbit，支持扇区和 

片擦除，具有写保护功能⋯。 

F2812是 TI公司推出的一款 32位高性能定点 

DSP芯片。该芯片的工作主频最高可达 150 MHz，并 

带有 18 K字的零等待周期 RAM和 128 KB的闪存， 

可用于开发或对现场软件进行升级时的简单再编程。 

而它集成的事件管理器模块包含有 PWM发生器、可 

编程通用计数器和捕捉译码器等；它的 12位模数转 

换器(ADC)支持吞吐量每秒 16．7 MB的采样；除此， 

芯片上的标准通信端口还为主机或其他外设提供了 

便捷的通信端口_2 I。这一切都使 F2812能够满足高 

精度的伺服系统控制要求。SST25VF010与 F2812芯 

片的硬件接口原理如图 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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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SST25VF010与 F2812硬件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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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2812芯片提供的通用数字量 I／O引脚绝大部 

分都是多功能复用引脚，可通过 GPIO MUX寄存器 

来配置具体的功能，这里 GPIOF0～3引脚配置为外 

设功能(即 SPI外设)引脚。SST25VF010的片选信 

号 CE#与 F2812的SPI从发送使能引脚 SPISTEA相 

连，这样在 DSP芯片工作需要时可以使能存储器芯 

片，使其进人工作状态；时钟信号 SCK与 DSP芯片 

的SPI串行时钟引脚 SPICLKA相连，存储器工作时 

将由DSP提供的时钟信号作为基准信号；串行数据 

输出引脚 SO与 DSP的 SPI从输出／主输入引脚相 

连，串行数据输入引脚 SI与 DSP的 SPI从输入／主 

输出引脚相连。 

2 软件驱动设计 

2．1 SST25VF010的基本操作 

SST25VFO10支持串行外同接 口(SPI)总线兼 

容协议。它的 SPI总线由四条控制线组成：片使能 

(CE#)用于选择工作芯片，数据通过串行数据输入 

(SI)、串行数据输出(SO)和串行时钟(SCK)进行处 

理。指令被用于读、写(包括擦除和编程)以及配置 

该芯片。它 对每个命令、数据和地址的指令总线周 

期是8 bit，具体的指令集见表 l 。 

表 1 SST25VF010指令集 

2．2 F2812对存储器的控制 

F2812 芷：片集成有 SPI接 口模块，通常作为 

DSP处理器与外部设备通信的接口。SPI模块采用 

主／从工作模式，通信中的数据格式、波特率、数据 

长度以及时钟模式都可由编程确定。模块的寄存 

器都是 16位的，控制着接口的操作，在正常工作前 

都必须进行初始化设定 J。以下为 F2812处理器 

SPI模块的初始化程序。 

void lnitSpi(void) 

{ 

／／ Inilialize SPI—A： 

SpiaRegs．SPICCR．all = OxO007； 

SpiaRegs．SPICTL．aIl= 0x0OOe： 

SpiaRegs．SP1BRR = 0x0007； 

SpiaRegs．SPICCR．all = 0x0087； 

} 

F2812可通过控制 SST25VF010的四条控制线 

实现对存储器的读、写、擦除等方面的操作，下面以 

AAI写的程序为例来说明 DSP对存储器的具体操 

作流程。 

F2812芯片 SPI模块的读写寄存器都是 l6位 

的，而 SST25VF010存储器总线周期是 8位的，故以 

DSP的高字节作为对存储器操作有效的数据位。在 

完成存储器的擦除和写使能后，对存储器进行 AAI 

写操作时，第一一个周期 DSP发送 AAI写指令 AFH， 

第二个周期开始连续发送 24位(0x000010H)地址 

作为写的起始地址，第五个周期发送 8位写数据 

(05H)，第六个周期发送 AFH作为继续写指令，第 

七个后期发送第二个 8位写数据 (SaveData)。到 

此，程序完成了连续两个 8位字(05H和 SaveData) 

的AAI方式写入存储器，具体过程可见以下代码， 

这里整个过程分为两个函数 SST—AAIFirst()和SST 

— AAIAgain()，这是为了便于循环写入数据的目的。 

void SS r_AAI}’irst(void) 

{ 

SpiaRegs．SI ITXBUt~、= OxAFO0： 

SpiaRegs SPITXBUF = OxO000： 

“)r(i=I；i<8；i++) 

{ 

aslll(” R #34 I『NOP”)；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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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iaRegs．SPITXBUF = 0xO000； 

for(i=1；i<8；i+4-) 

{ 

asm(” RI #34 I1 NOP”)； 

} 

SpiaRegs．SPITXBUI'’= 0xl000； 

for(__1；i<8；i++) 

{ 

asm(” RPT#34 I l NOP”)： 

} 

SpiaRegs．SPI'I’XBUF = Ox0500： 

for(i=1；i<6；i++) 

{ 

asm(” R #34 『l NOP”)； 

} 

} 

void SST AA1Again(Uintl6 SaveData) 

{ 

SpiaRegs．sI T rXBUF = OxAF00： 

f0r(i=1；i<6；i 4-4-) 

{ 

asm(” RP F#34 I I NOP”)； 

} 

SpiaRegs．SI 1TXBUF = SaveData： 

for(i=1；i<8；i++) 

{ 

~tSIII(” RV1 #34 l l N()P”)： 

} 

l 

3 应用实例 

图2是某伺服跟踪控制系统的原理框图。在存 

储器巾存有不同应用系统的各种参数，如 PID控制 

参数、三角函数表格和其他用到的静态数组等。目 

标信息经过处理后得到控制的指令信号，DSP根据 

具体的跟踪控制算法，利川指令作为输入信号，结 

合传感器信号以及从存储器中读出的各种参数解 

箅出各轴电机的驱动信号，进而通过功率放大器放 

大驱动电机，实现对 同标的有效跟踪。在调试过程 

巾，适应不同应用系统的参数被存储到存储器的指 

定地址空间巾，具体应用时，DSP根据设定的条件判 

断，读取相应的数据用于系统控制。 

图 2 某伺服控 制系统原理框 图 

在驱动程序烧入 DSP芯片的 FLASH前，必须 

先在其中设定具体应用系统的判断条件。系统上 

电运行时，DSP从满足条件的 SST25VF010存储器 

指定地址空间中读取数据用于控制算法解算，进而 

实现对目标的实时有效跟踪。在这过程中，实现对 

存储器连续地址空间的数据写入非常重要，图3和 

图4给出了实际应用调试 中，DSP对 SST25VF010 

存储器连续地址空间数据写入(AAI)的时序图。 

图3 SST—AAIFirst()的时序 

图 4 SST—AAIAgain(0x06H)的时序 

在冈3中，示波器一通道是片选信号 CE#，低电 

平有效； 通道是时钟信号 SCK；四通道是输入 sI， 

数据第一部分是指令 AF，其后跟着三个 8位是起始 

地址 ，这里是 0x000020，最后是 8位写人数据 05H； 

而图4为数据循环输入部分，即指令 (AF)+数据 

(这里是 06H)。这种接 口设计在实际的应用中得 

到了很好的检验，大量的静态数组都顺利地写入了 

(下转第53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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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B—spline basis is not orthogonal，construct an orthogonal basis over cubic spline space is attempt 

to．Given a knot vector口=t0<t1<t2<⋯ <t <t +l=b on the interval[a，b]，the cubic B-spline basis is 

started，and constructed all o~hogonal basis{J (t)} ，by using the properties of B-spline basis．Furthermore，the 

properties of the orthogonal basis and its application to degree reduction and approximating are studied． 

[Key words] B—spline basis orthogonal basis Legendre basis degree reduction 

(上接第5305页) 

SST25VF010存储器中，并在驱动程序中实现了数据 

快速的读取，满足了伺服控制系统的要求。 

4 结 论 

根据伺服跟踪控制系统的结构特点和性能要 

求，利用在原结构上添加 SST25VF010存储器，用以 

存储不同应用系统的各种参数的方法，实践证明， 

它在没有影响伺服控制系统对跟踪的快速性、稳定 

性和准确性要求的情况下，实现了伺服控制系统的 

通用性，对降低开发设计成本具有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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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ial Flash M emory Applied in Servo Drive Control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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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new method of Flash memory and DSP’s interface circuit design which is applied in the servo 

drive control system is presented．In addition，the operation of Flash memory is introduced．By the application in a 

project，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method met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servo control system，and realized the gener— 

alization in different proj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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