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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t~C／OS-Ⅱ是一种基于优先级占先式的嵌入式操作系统，提供了任务管理、时间管理、内存管理以及任务之间的通信 

和同步等功能。由于其可移植性和可裁剪性。以及成功地应用到了商业系统中，本文介绍了该系统在TMS320VC5509 DSP 

上面的移植。并且通过仿真证明了其正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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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plantation of Real-time Operat~ System lzC／OS-Ⅱon TMS320VC5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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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C．,／OS-Ⅱis a typical real-time operation system，which is based on the priority-based scheduling mechanism。prodding task 

scheduling，memory maIIa m，the communication and synchronization between tasks．It has been succcs~ully applied in hundreds of 

comare_scial embedded system．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adapting method to transplant this OS in TMS320VC5509。which has been 

proved tlm validity with emul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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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目前嵌入式系统在工业控制、家电、移动电话、数 

码相机等各种领域的应用越来越广泛。由于嵌入式 

操作系统的引入，使整个嵌入式系统开发层次化、模 

块化。通过这种层次式的设计方式，缩短了开发的时 

间，提高了开发的效率，而且减轻了开发人员的负担。 

vC／OS．II是一个源代码开放的多任务实时操作 

系统，提供了任务管理、时间管理、内存管理以及资源 

管理四大功能，并且可移植性和可裁剪性很强。 

本文介绍了t~C／OS-II在TMS320VC3509 DSP上 

面的移植，通过测试程序证明了移植的成功。 

1 ttc2os-I操作系统在 勃WC鳓  

D 上面的移植 

t~C／OS．II与硬件相关的函数有以下 5个：OS- 

TaskStkInit()，OSStartHighRdy()，OScD w()，OSTick- 

ISR()和OSIntCtxSw()。下面将讲述这5个函数的主 

要功能和移植。在移植中，我们主要通过 CONTEXT_ 

SAVE宏和 CONTEXT．RESTORE宏，完成对寄存器的 

值的人栈和出栈操作。 

1．1 OSTaskStkInit() 

这个函数主要完成了初始化任务堆栈的工作。 

因此，初始化完成后，任务的堆栈就是像才发生了中 

断一样，所以寄存器的值，函数的人口地址(这里与中 

断不一样，中断是将中断发生的下个地址保存在堆栈 

中)都保存在堆栈之中。 

在t~C／OS．II操作系统中，任务的一般形式都是 

“Task(void*pdat矗)”这种形式。在这种形式中，都将 
一 个指针作为一个函数的参数传人这个任务中。因 

此在OSTaskStkInit()这个函数中一般都会把这个指 

针的值压人堆栈中。但是在 C55X DSP中，当函数调 

用的时候，对于指针参数一般是将指针的值保存在 

AR0中传给子函数。因此在这里我们省去了对 p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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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指针参数的入栈。这里我们还应该注意到，由于 

是模仿一次中断，因此对于堆栈的格式我们应该与实 

际上C55X DSP发生中断的情况一致。 

其主要代码如下： 
． OSTaskStk／nit： 

MOV SP，mmap(AC1L)；将堆栈sP的地址保存到AC1L中 

MOV SSP，mmap(AC1H)；将系统堆栈SSP的地址保存到 

ACIH中 

ADD#．20，AR1，AR2；通过AR2分配这个任务的数据堆 

栈的地址 

MOV AR2，SP；将分配的数据堆栈的地址移入sP中 

MOV AR1。SSP；建立系统堆栈 

；模仿中断的自动上下文切换 

PSH mmap(Sr2．55)； 

PSH mmap(ST1．55)； 

PSH mmap(ACOL)； 

MOV mm~p(SrO_55)，T1； 

MOV #0，*AR1 ； 

MOV T1，*AR1-； 

MOV #0，*AR1-； 

MOV #0，*AR1； 

MOV AR1，SSP； 

CONTEXT
_
SAVE； 

MOV SP，AR0； 

；返回进入程序是保存的数据堆栈sP和系统堆栈SSP 

MOV mmap(AC1L)，SP； 

MOV mmap(AClH)，SSP 

RET： 

1．2 OSStartmghRdy() 

这个函数只是一次，就是在OSStart()(操作系统 

开始进程调度)的时候调用这个函数。这个函数用来 

使就绪队列中优先级最高的任务开始运行。 

通过下面这个函数OSCtxSw()，这时系统就可以 

跳转到当前系统优先级最高的这个任务中来。 

其代码如下： 
．

OSStartHighRdy： 

C 6 L #．OSTaskSwHook；cal1．OSTaskSwHook 

MOV#1，*(．OSRunning)；将 OSRunning设置为1 

MOV*(#．OSTCBHighRdy)，AC0；将 OSTCBHighRdy指针 

存储到AC0中 

MOV AC0，AR0；AR0获得该任务TCB的地址 

MOV*AIr0(0)，AC0；将任务 sP的地址存人AC0中 

MOV mmap(ACOL)，SP；装载数据堆栈 

CONTEXT．RFS1DRE； 

唧 ：l'un task 

1．3 OSCtxSw() 

由于该系统是一个实时抢占式系统，所以当一个 

优先级更高的任务处于就绪状态的时候，系统就需要 

进行任务切换。产生C55X系统的27号软件中断，然 

后在中断处理程序中调用该函数，完成任务的切换。 

其代码如下： 

CONTEXT_SAVE；存储寄存器堆栈 

MOV SP，mmap(AC1L)； 

MOV *(．OSTCBCur)。AC0； 

MOVAC0，AR0；将现在堆栈的地址保存到TCB中 

MOVAC1，*AR0(0)； 

CAU #．osroskSwHook； 

；OSTCBCur= OSTCBHighRdy 

；OSPrioCur= OSl~oI-lighaay 

MOV *(．OSTCBI-IighRdy)。AC0； 

MOV *(_0SPrioHighRdy)，AC1； 

MOV AC0，*(．OSTCBCur)； 

MOV AC1，*(．OSPrioCur)； 

；restoringthe newtask 

MOV Ac_D，AR0； 

MOV* Ĵ (0)，ACO； 

MOV mmap(ACOL)，SP；从新堆栈中返回数据堆栈的地址 

NOP；通过空转命令使上面的命令能够完全执行 

CONTEXT_RF-STORE； 

唧 ： 

1．4 clf鹤 () 

该函数就是系统通过 C55X芯片的计数器产生 

时钟节拍中断的一个中断服务程序。系统就是周期 

地产生时钟节拍中断来产生系统的时钟信号。 

我们在使用对时间中断编码有一种比较简单的 

方法，而且不需要修改源代码。就是在用 C语言对 

这个中断进行编写后，然后对这个 C语言编写的文 

件进行汇编，就得到了这个时钟中断的汇编程序。 

1．5 OSIntCtxSw() 

该函数的执行一般都是在产生时钟中断的时候 

执行。其主要的功能就是当系统中由于时延的减小， 

而有优先级比当前任务的优先级高的任务进入就绪 

队列。这时就需要在中断服务程序中找到这个高优 

先级任务的TCB，获得该任务堆栈地址，并且恢复到 

C55X DSP的寄存器中。由于 OSIntCtxSw()函数和 

oscar()函数的主要功能基本一样。只是由于在 

时间中断服务程序中，已经保存了系统寄存器的值， 

这里就不需要该函数保存当前寄存器的值。所以这 

里就不在进行复述。 

2 程序测试 

仿真程序是在 CCS下面完成仿真的。该测试程 

序创建了2个优先级不同的任务A、B，(下转第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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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urrentPos=obj： 

send_request( ajax．jsp?phyPos=”+Dbj)；I 

最后就是服务器端的jsp代码了： 
<％@ page contentType=”text／html；cha．r'lt,~t gK2312"er． 

rorPage= ％ > 

<％String phyPo~=request．getPara~ter(”playPos")； 

if(”pos_l ．equals(playPos)) 

out．print(”&nbsp；&nbsp；南昌市 <br>&nbsp；&nbsp；九江 

市<br>&nbsp；＆TIb叩；赣州市”)； 

else if(”po8．2"．equals(playPos)) 

out．println(”&nbsp；&nbsp；日照市<br>&nbsp；&nbsp；济南 

市<br>&nbsp；&nbsp；烟台市”)；％> 

5 结束语 

利用 Ajax，开发人员能够创建一个与桌面应用程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上接第32页)其对应的优先级分别是5、lO。其中B 

任务运行2秒钟后发信号调用 A任务的运行。A任 

务运行3秒后结束，B任务运行5秒结束。其中每个 

任务每一秒发出一个正在运行的标志。整个系统的 

仿真情况如下： 

Task B is running⋯  

Task B i8 running．．． 

Task A is running．．． 

Task A is running．．． 

Task A is running．．． 

Task B i8 running⋯  

Task B 1‘8 running ⋯  

Task B i8 running⋯  

3 结束语 

本文介绍了~C／OS-II在'I3LSY20VC5509 DSP上面的 

序相媲美的交互式用户界面．Ajax的最大挑战并不 

是技术，组成 Ajax的各项技术已经相当成熟、稳定及 

易学，主要挑战是如何使用 Ajax设计应用程序，我们 

必须抛弃以往对于Web局限性的看法，开阔视野、开 

放思想、不断创新，实现更加丰富的应用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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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植，通过仿真测试程序，证明了移植的成功。对于以后 

在TMS3~VC5509 DSP上程序的开发只需要在该操作系 

统上面进行，这样大大提高了开发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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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42页)细节。交易 Agent在知识库中记录这 
些细节，显示在信息流 AC~-5(把交易请求发给供应 
商)。交易双方通过信息中间商的交易Agent确认交 

易，这保证了接下来的实物或服务的交易。这些通信 
为图 1的 AC．V。 

(6)后期交易信息收集。交易双方必须告诉交易 

Agent他们对交易的满意度。这由图 1中AC．Ⅵ表 

示。交易Agent在信息中间商的知识库中记录这个交 
易满意度(通过信息流ACI-W)。这些信息用来建立 

购买商和供应商的信誉档案以简化基于信誉的机制， 

这对提高市场的成功很重要。 

3 结束语 

在基于Intemet的供应链管理中，信息的无二义 

性和如何进行协作是很复杂的问题。本文将分布式 

人工智能的多Agent技术应用于供应链管理，介绍了 
一 种基于多Agent的电子供应链的体系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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