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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M642在网络多媒体开发平台中的应用 

刘星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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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宽带网络的普及和高效音、视频标准的不断推出，利用互联网进行音、视频节目的实时传榆已经成为多 

媒体技术应用领域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 DM642是菱国德州仪器公司推出的最新的一款媒体处理器，它为多媒体产 

品应用提供了理想的解决方案。DM642的性能在已推向市场的各种媒体处理器中位于领先地位，将会广泛应用在网 

络多媒体开发平台的设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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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udy of Network Multimedia Developing Platform Designs Based On DM6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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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popularization of the broadband network and the introduction of many high-efficient audio and video 

compression standards，the real-time transmitting of video and audio data over internet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re— 

search field of multimedia technology．DM642 is a new media processor provided by Texas instrument Company，it ob 

fers ideal solutions for high performance multimedia applications．DM642 makes a leading performance among all the 

media processors introduced into market，and will be widely used in network multimedia develop platfoITn desig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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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DM642性能结构简介 

随着多媒体应用需求越来越大，市场上对专用于多媒体 

处理的DSP处理器的需求越来越大。通常，视频处理应用对 

处理器和系统有如下要求：高速的运算能力；高速的数据传 

送；大容量的数据存储器；灵活专用的视频接口等。作为DSP 

业界的行业巨头，TI(美国德州仪器)公司日益看好这个市场， 

近年来对专用于媒体处理的DSP进行了重点投入和开发，并 

规划了专用于视频和图像应用的DSP产品路线图。数字多 

媒体处理器DM642是 TI公司 C6000系列的一款新型高性 

能DSP，基于C64x内核，扩展的高级甚长指令字(VeloeiT1) 

体系结构，具有 64个32位通用寄存器，8个独立计算功能单 

元(2个乘法器，6个算术逻辑单元)可以并行运行，因此多条 

指令可同时执行，可工作在 600MHz时钟速率，每个指令周 

期可并行运行8条32位指令，因此可达到4800MIPS的峰值 

计算速度。DM642采用两级缓存结 构，L1P，L1D，L2。 

DM642具有64个独立通道的EDMA(扩展的直接存储器访 

问)控制器，负责片内L2与其他外设之间的数据传输。容量 

较大的两级缓存和EDMA通道是 DM642高性能的体现之 
一

，若能合理使用和管理，将能大幅度提高程序的运行性能。 

DM642具有丰富的外围设备接口。包括三个可配置的 

双通道视频端口video port，每个video port又分成A、B两个 

通道，A／B通道可以分别处理一路视频采集，因此DM642最 

多可以处理 6路视频采集数据(不带音频)。如果将 video 

port配置成用于视频输出，则只能在 A通道输出，B通道不 

可以，因此DM642最多可支持3路视频输出(不带音频)。如 

果同时处理音频，每一个 video port可以处理两路立体声，以 

刘量曼 研究方向为计算机应用方面的网络编程、音频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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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64bit的外部内存接口(EMIF)可连接异步或同步存储器， 

如 M。总共有 1024M外部可寻址存储空间。还包括 

符合IEEE 802．3规范的lO／lOOM以太网MAC，具有媒体独 

立接口(MID，可直接与PHY器件连接。包含 8个独立传输 

(Tx)和8个独立接收(RX)通道 此外，还具有用户可配置 

的16bit或 32bit的主机接口(HPI16／HP工 32)、两个多通道 

缓存串口(McBSP)、I2C总线模块、数据管理输入输出通道 

(MDIO)，以及通用 GP10端VI等外设接VI。可见，DM642特 

别适用于开发基于以太网的网络多媒体通信设备。功耗较低 

的高性能DM642能同时处理四路帧率为3O帧、分辨率为D1 

的MP@ML MPEG2解码，或分辨率为D1的最新视频标准 

H264，WMV9的实时编解码，是目前构建数字多媒体处理应 

用的一个理想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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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DM642系统体系结构 

2 DM642网络多媒体开发平台硬件系统的设计 

2．1 视频输入输出模块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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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视频捕捉方案 

TI公司的视频解码芯片 TVP5145内部有两个 1O位的 

A／D转换器。它支持模拟的复合视频基带信号(C、，1强)、 

YPbPr分量信号以及S-video输入，输出的信号格式可以是 

16位或8位的4：2：2格式，或者是8位的数据流内自携带同 

步信息的BT656格式 TVP5145的输出信号包括数字视频 

信号、同步信号、消隐信号、行有效信号、奇偶场信号和时钟信 

号。TVP5145的主机端口可配置成四种模式：I2C，PHI的 

M0DE—A，M0DE B和 M0DE—C。通过主机端口，可以配 

置TVP5145的工作参数，凋节 TVPS145输出视频的亮度、色 

度和饱和度等。本系统中，TVP5145输入信号为CVBS信 

号，输 出为 &bit BT656格式 DM642通过 I2C接 口与 

TVP5145进行通信。上电复位时，TVP5145检测管脚 GL- 

cO，PAI 1和 FID的电平值，以确定主机端口模式采用哪种 

配置方式。在该系统中，TS流和图像匹配处理机需要的原始 

视频数据的捕获也是通过 VP1进行的。 

2．1．2 视频显示方案 

PAL／NTSG视频编码器 STV0118从 DM642的VP2接 

收到的是 8-bit BT656格式的数据。STV0118从BT656数据 

流中提取 SAV和 EAV标志码以产生编码所需要的同步信 

号。由于没有使用VP2提供的行、场同步信号，与 DM642的 

接口相对比较简单。DM642视频端口的数据输出是由引脚 

CLKO输入的时钟驱动的，但是 STV0118并不提供 27M 的 

时钟输出，因此在选用该方案时，必须为VP2的CLKO引脚 

提供一个 27MHz的时钟，可以选择时钟恢复电路产生的 

27MHz时钟为该引脚输入 

2．2 音频模块的设计 

DM642的McASP(多通道音频串行口)是一个通用的串 

行音频接口，可以和多种音频设备连接。它支持 IIS(inter- 

integrated sound)协议和 DIT(digital audio interface trans- 

mission)音频接口标准。McASP包含音频输入、输出模块，两 

个模块可以以不同的传输模式，独立地按照主时钟、位时钟、 

和帧同步脉冲工作。发送和接收模块也可以工作在同步模 

式。系统设计中没有用到的McASP引脚均可以配置为通用 

I／0引脚。McASP的外部接口非常灵活，可以和音频 ADC、 

DAC、音频C0DEC等多种器件实现无缝接口。 

在进行音频模块的设计时，采用TI公司的数字音频编解 

码芯片TLU320AIC23进行音频信号的输入和输出 AIC23 

将麦克风输入的模拟音频信号或者LINE 1N输入的立体声 

模拟信号进行 AD变换，转换为 DSP可以处理的数字音频信 

号；或者从DSP接收数字音频信号进行DA变换，输出模拟 

音频信号到耳机或扬声器。同时，AIC23可以将输入的模拟 

音频信号在进行AD变换之前旁路到输出通道，和DA转换 

器输出的音频信号进行混音。将 DM642通过 I2C总线与 

AIC23进行通信，设置 AIC23的工作模式和各项参数。 

2．3 网络传输模块设计 

EMAC／MDIO是DM642的片内外设，它包括三个部分： 

E 控制模块、EMAC模块、LV1D10模块。EMAC控制 

模块是DSP核与 EMAC模块和 MDIO模块之间的接口，其 

主要功能是将EMAC和 MDIO的寄存器映射入DSP的配置 

空间，使EMAC模块可通过 DSP的存储器传输控制器存取 

DM642的片内和片外存储器。EMAC模块提供了D sP核 

与以太网收发器间的高效接口。支持 lOBAsBT和 100BAsE_ 

TX的全双工或半双工数据传输 MD10模块与 EMAC模块 

配合使用，它通过 MDIO总线与物理层器件连接，可轮询最 

多 32个MDIO地址，即管理 32个器件 

将DM642的 ，EMAC与网络收发器 LXT971ALC、 

网络隔离变压器、尉一45插头相连接，共同构成系统的网络通信 

块，实现DM642的以太网通信模块 其中LXT971A是以太网 

物理层收发器，支持三种物理层标准：10BASET，1O0BAsB 

TX。100BASE-FX 

3 DM642网络多媒体开发平台的软件系统 

3．1 Ⅸ’P／B10s实时操作内核 

Ⅸ；fI／Bl0S是为T1公司TMs32OC5000和TMS320C6000 

系列IMP设计的一个可裁减的实时操作内核，IMP／BI(2S包括 

抢占式多任务调度器、外设管理工具、实时分析工具、图形配置 

工具等，是1rI集成软件开发工具C；2S的一个组成部分。IMP／ 

BIOS为IMP应用程序开发者提供了一个标准化的结构，围绕 

这个结构来组织软件模块和单元，开发者就可以回避在项目中 

很多底层的软件开发，而尽可能地把精力集中到应用要求的特 

定算法上。 

DSPBIOS支持交互式的程序开发流程。用户可以首先 

创建基本的程序框架，使用替代函数模拟 DSP算法的 CPU 

负载情况来检验程序框架的正确性，在这个过程中，用户可以 

很容易地改变系统各线程的优先级和类型。等程序框架开发 

成熟后再将 DSP算法添加到应用程序中。 

3．2 片级支持库a 

在 DSP应用系统中，一般会涉及到大量对 DSP器件外 

设特另U是对片上外设的编程处理工作，在开发初期消耗用户 

较多精力。TI公司CCS开发环境中，提供了DSP片级支持 

库C SL作为一个自包容组件被归于DSP／BIOS中，多数CSL 

模块都由对应函数、宏、类和表示符号构成，在不调用其他 

DSP／BIOS组件的情况下也可以简单方便地完成对 D!、P器 

件片上外设的配置和控制，从而简化了DSP片上外设编程工 

作，缩短了开发周期，而且可以达成标准化控制管理片上外设 

的能力，减少硬件特殊性对应用程序代码的影响，方便用户代 

码在不同器件间的移植。 

每个CSL模块都用有单独的支持符号，若选定的DSP器 

件支持这一CSL模块，则模块的支持符号在编译过程中置为 

1，不支持则置0。例如DM642支持 VP模块，则与 vP对应 

的支持符号VP-sUPPORT在编译的过程中置 1。用户必须 

在CCS的编译器中添加编译参数"-d”来设置所选择的芯片 

类型，编译器根据设置的芯片类型来判断哪些CSL模块的支 

持符号被设为 1，哪些被设为0。对于 DM642，需要在编译器 

参数中添加“一d CHIP—DM642”。 

3．3 网络开发工具包NDK 

TI公司提供的 C6000 TCP／IP网络开发工具包 NDK 

(Network Developer’S Kit)是 DSP／BIOS和 CCS的一个附 

件。它采用紧凑的设计方法，仅用 200～250kB程序空间和 

95kB数据空间即可支持常规的TCP／IP服务，包括应用层的 

telnet，DHCP，HTTP等。为了最大限度地减少资源消耗 

NDK采用了许多特殊技巧，其中比较重要的包括底层驱动程 

序与TCP／IP协议栈之间通过指针传递数据，不对包进行复 

制拷贝 另外，NDK还设置专门的线程清除存储器碎片和检 

查存储器泄漏，这些线程由NDK提供，不必由程序员编写。 

与常规的TCP／IP开发不同，在以NDK为基础为系统增 

加网络通信功能时，程序开发者必须对网络环境和应用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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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更细致的设置。需要完成的主要工作包括：第一，创建网络 

初始化线程；第二，调用初始化函数 NC-SystemOpen()。该 

函数完成对协议栈其及所需要的内存的初始化；第三，创建系 

统配置，该系统配置用于对协议栈的控制和管理，可用 Cf— 

gNew()和CfgLoad()等函数操作；第四，调用 NETCTRL函 

数NC-NetStart()启动网络。Nc-NetSt．art()函数的参数中 

包含三个回调函数指针，分别处理“Start”、“Stop”和“IP Ad— 

dress Event”事件，其中“Start”和“Stop”只执行一次，“IP Ad— 

dress Event”则响应每次IP地址的变化。由于 NDK已经提 

供了完整的TCP／IP库函数。程序员开发的代码只须按需要 

进行配置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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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确匹配策略，很难匹配成功： 
· 处于正交关系的“Desc”和“Place”属性颠倒，这需要 

“对称翻转匹配”策略的支持； 
· 服务查询条件中缺少“Effect”属性描述，这需要“部分 

匹配”策略的支持； 
· 查询表达式与服务描述中“Language”属性值虽有语义 

包含关系，但无法精确匹配，这需要“模糊匹配”策略的支持。 

基于)(Path的查询很好地解决了“对称翻转匹配”与“部 

分匹配”的问题。但“模糊匹配”却因为常常与语义相关，尚未 

被现有的服务发现和定位相关工作所涉及。我们为提高服务 

定位过程的准确性和效率，引入了如下基于模糊匹配的服务 

查询策略： 

(1)为服务描述中的每个属性根据属性重要性及对匹配 

精确度的要求设置一个权重值W，取值于[0，1]区间，其中， 

固定标签的服务属性通常定义一个较大的权重值，而自定义 

标签的属性通常定义一个较小的权重值；易精确匹配的服务 

属性，如服务类型通常赋予较大的权重值，而难于精确匹配的 

服务属性；如眼务描述通常赋予较小的权重值； 

(2)匹配过程中，对每个属性的匹配程度M 提供形式化 

度量，M也取值于[0，1]区间： 

a)对于服务描述中出现，而查询条件中未出现的服务属 

性，设置匹配程度M=I，以提供对部分查询的支持； 

b)对于数值描述的服务属性，提供属性标准值 及偏差 

范围 ，若查询条件中属性取值为 ，则以M一1—1 一口1 

计算属性匹配程度； 

c)对于文字描述的服务属性，假设服务描述中属性值字 

符串长度为l ，查询条件中属性值字符串长度为zz，计算属性 

描述与查询条件的最大匹配子串，设其长度为l。，则属性匹配 

几 —T  ， 

程度M可以通过如下公式计算：M一，、／手*t．A，_3一 * 
t,2 t．1 1 。 ‘Z 

以 

(3)设置属性权重值的边界值 ∞，对于W≥ 的所有属 

性，其匹配程度M不得小于阈值e；若w≥ 且M<e，则认为 

该属性节点匹配失败，匹配过程结束。 

(4)若遍历了)(I)ath表达式的所有查询条件，均未匹配 
N 

失败，则计算总的查询匹配相似度Z一(∑(Wi* ))／N，N 

为服务描述中总的属性个数。设定匹配相似度阈值k，若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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惫。则认为找到了与查询条件相匹配的服务资源，其匹配相似 

度为 Z。 

(5)按匹配相似度由大到小的顺序向用户返回匹配的服 

务资源，供用户选择。 

采用上述模糊匹配策略，可以弱化服务信息描述与用户 

请求描述无法精确一致带来的影响，提高服务资源匹配的成 

功率和准确性。 

小结 本文分析了移动环境对分布式条件下服务资源定 

位和访问机制带来的影响，介绍了一个在移动性条件下、具有 

服务资源主动适配能力的服务适配系统；Service CatalogNet， 

研究了其中的关键技术问题。服务适配系统在广域网环境下 

的扩展，具有分级结构的代理覆盖网络，以及代理服务器上的 

并发访问、负载平衡和失效恢复机制将是我们继续研究的重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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