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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软件消除定时中断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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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片机内部一般有若干个定时器
,

如 单片机内部有 和 两个

位定时器 定数器
。

每个定时器都是

由两个 位的特殊功能寄存器 下 和

丁 组成
,

因此
,

下 和 都可以通过字

节传送指令为它们赋初值
,

以获得不同

定时时间所需要的计数值
。

和 在

初始值的基础上
,

每隔 个时钟周期

一个机器周期
,

作一次加 运算
,

当

计数器从全 变为全 时 自动产生定

时器溢出中断请求
。

、

定时器的 种工作方式 方式

是 位计数结构
,

计数器由 丁 的

位与 丁 的低 位构成 方式 是

位计数结构
,

计数器 由 丁日 的 位与

下 , 的 位组成 方式 是 位计数结

构
,

计数器由 丁 的 位组成
,

当定时器

溢时
,

下日 的值能 自动装入 丁日 中
,

并在

此值基础上 自动计数
,

这与其它的方式

不同 在方式 下
,

也是 位的计数器
,

并且 丁 的各控制位和 引脚 归 下 使

用
,

丁日 借用 的各控制位和引脚信

号
,

只 能按不需要 中断的方式 工

作
,

即 没有方式

定时器的溢出率在不 同的工作方

式下不同

工作在方式 时 溢 出率
, 一

为定时器初值
,

为定时器溢

出恢复初值的周期数
。

恢复初值周期数

为从定时器溢出到定时器初值重新装

入的时间
。

该段时间和 尸 响应中断

以及程序中何时重新装入初值有关
。

工作在方式 时 溢出率 二

, 一

方式 为 位计数器
,

其初值由

丁日 和 丁 中的数值确定
。

工作在方式 时 溢 出率

一

由于方式 为自动恢复初值的

位计数器
,

初值由 下 确定 由于方式

是自动重装初值
,

所以 即不存在

重装初值的延时
。

、

特殊功能寄存器 丁 控制定

时寄存器的工作方式
,

丁 则用于控

制定时器 丁 和 的启动和停止计数

同时管理定时器 丁 和 的溢 出标志

等
。

当设置了定时器的工作方式并启动

定时器后
,

定时器就按照被设定的工作

方式工作 不需要 的干预
。

当计数

器值全为 , 时
,

如果再输入一个脉冲则

计数值重新回到定时器设置初值
,

同时

把定时器 计数器 的溢出标志位 下

或 置位
,

作为计数器的溢出标志
。

由以上 的分析可知 用 一

内部定时器产生 中断响应时的误差由

每次重装定时器初值和 中断响应时间

形成的
,

所以应该在中断服务程序中应考

虑定时器赋初值的时间 应该把定时器溢

出到定时器初值重新装入的时间加到定

时器初值中
,

即缩短定时器溢出的时间
。

例如 在实现一个时钟的程序中
,

要求最

小单位为
,

一般在大于 的定时中

断情况下常采用硬件定时和软件计数相

结合的方式来实现
。

我们采用定时器 下

工作在方式 下
,

其最长定时时间 晶振

二 一

,

我们使用 次定时
,

次定时中断得到
。

定时中断

的定时值为 一 门

。 二 日
。

所以
,

可以编写中断服务程

序如下

尸四 日尸 中断服务程序

送定时常数
,

加

尸

在 软件 中验证定 时

器 每 产生一次中断的时间
。

在初始化中费时为 ,
,

每一次中断

时间应该考虑该项的影响
。

在实际处理

中可 以利用两次中断时间的差来作为

定时器的中断时间间隔
。

通过测试
,

得到

第 一 次 为 。
,

第 二 次 为
,

第三次为
。

可以看出
,

每中断一次会比定时值长了

即 个机器周期
,

所以我们应考

虑由停止计数 丁 到重新启动计

数 丁 丁日 之间的 个机器周期的时

间
。

下面我们来分析一下中断服务程序
,

丁 指令 定时器停止计时 占 个

机器周期
,

两条 指令占了 个机器

周期
,

囚 指令 占了 个机器 周 期
,

丁 丁 。 定时器开始计时 占了 个机

器周期
,

在中断服务程序中给定时器赋

初值时共占用了 个机器周期
,

所以 应

该在给定时器赋初值时加上这个误差
,

可以把中断服务程序作如下修改

中断服务程序

,

,

日 进行修正
,

送定时常数

丁
,

送修正后定时常数

日

与修改之前相比加了一条 指

令
,

指令就是把在中断服务程序中

占用的指令周期加到定时器初值里
,

所

加的数值 为中断服务程序 中的指令周

期之和即 个机器周期
,

。
,

修

改之后在 软件中验证定时

器 下 每 产生一次中断的时间
。

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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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 设计中消除电源噪声的方法
令夏瑞华 吴泽慧

随着 尸 设计复杂度的增加
,

稳

定可靠的电源供应成为电路设计人员

需要重点研究的方向之一
。

现代电路设

计中开关器件数 目不断增加
,

芯片工作

电压不断降低
,

电源的波动往往会给系

统带来致命的影响
,

特别是在高速数字

电路设计中
,

会影响到 芯片的供电
,

导致芯片的逻辑错误
。

一
、

电源分配方式及阻抗

对于一个理想的电压源
,

其阻抗为

零
,

这个零阻抗保证了负载端的电压与电

源端的电压相等
。

因为噪声源的阻抗相

对于电压源的零阻抗为无穷大
,

所有的噪

声被吸收
。

但是
,

对于一个实际电源 它具

有一定的阻抗
,

且阻抗分布于整个电源网

络中
,

从而使噪声至加在电源上
。

为此
,

电

源分配网络设计的主要 目标就是尽可能

减小网络中的阻抗
。

电源网络分配主要

有两种形式 总线式和电源层式
。

,
、

总线系统是 由一 组具有印制 电

路板所 需 的不 同电压级别 的电源 线组

成
,

每种 电压级别所需的线路数 目根据

系统的不同而不 同
。

在总线式的电源分配方案中
,

电源

总线与信号线安排在同一层中
,

为了给所

有的元器件提供电源
,

并给信号线留出足

够的布线空间
,

电源线总是趋向于选择长

而窄的带状方式
。

这就相当于电源线上

串接了一个电阻
,

尽管这个电阻很小
,

但

其影响却很大
。

例如
,

在一个小的印制电

路板上实现了一个电源电压为
,

并且

只有 个元器件的电路
,

若每个元器件

的吸收电流为
,

那么总电流将为

此时
,

假如电源总线的电阻为
,

则

会产生 的压降
,

从而使得电源总线

末端的元器件得到的电压只有
、

电源层 系统则是 由多个涂满金

属的层 或者层的部分 组成的
,

每个不 同

电压级别需要一个单独的层
。

对于电源层式分配方案
,

由于电源

是通过整个金属层来分配
,

其电源阻抗

很小
,

所以电源噪声也比总线式小得多
。

铜箔平面被用于电源分配
。

铜平面

的阻抗确定了通过 电源分配系统用干

公共阻抗祸合的电势
。

公共阻抗电压降

的电平能够降到远远低于使用电源平

面分配的电路灵敏度
。

一对平行金属平面的特性阻抗可

由传输线理论确定
。

两块这样的平面
,

由

相对介电常数为厚度为 的电介质分

开 则这样的结构具有的阻抗为

电源层并不能消除电源的线路噪声
,

由

于不论采用何种电源分配方案 整个系

统都会产生足以导致发生问题的噪声
,

所以额外的滤波 通常利用去祸电容完

成 措施是必需的
。

一般而言
,

需在印制

电 路 板 的 电 源 接 入 端 放 置 一 个
“ 一 。 , 的电容

,

滤除低频噪声 在

印制电路板上每个元器件的电源与地

线之间放置一个 的电

容
,

滤除高频噪声
。

滤波的目的是滤除叠加在电源供

应中的交流成分
,

直观地看电容越大越

好
,

但实际并非如此
,

这是因为实际电容

并不具有理想电容的所有特性
。

实际电

容存在寄生成分
,

这是构造电容器极板

和引线时所形成的
,

而这些寄生成分可

等效为串联在电容电路上的电阻与电

感
,

通常称之为等效串联电阻 和等

效串联电感
。

这样
,

电容实际上就

是一个串联谐振电路
,

其谐振频率为

乙二

兀 开瑞
上式中 指的是二维平面两边中

较小的一边的长度
。

对 的电

源平面的几何形状和 。 ,

电源分配系

统有可能具有小于欧姆级的阻抗
。

因此
,

或 的开关电流在电源分配

系统中会产生几十 以下的电压降
,

比逻辑电路的抗扰度电平小得多
。

二
、

线路噪声的滤除

在实际的印制电路板设计中 只靠

当工作频率小于 时呈现为电容

频率大于 时则呈现为电感
。

所以
,

电容

器更象是一个带阻滤波器
,

而不是一个

低通滤波器
。

电容的 等效串联电阻 和

等效串联电感 是由电容的结构和

所用的介质材料决定的
,

而与电容容量

无关
。

对于高频的抑制能力并不会因为

更换大容量的同类型电容而增强
。

更大

容量的同类型电容器的阻抗在频率低

于 。 时涯 决定了二者的阻抗没有差

过测试
,

得到第一次为
,

第

二 次 为
,

第 三 次 为

,
。

可以看出 这种修改方法

很简单
,

经修改后的中断定时比较精确
。

因此
,

在实际应用定时器产生中断

时 为了提高精确度需要考虑到这个定

时器中断误差
,

一般都需要在中断服务

程序中加上一定的数值来减少定时器

中断误差
,

通过对定时器的误差分析和

校正 可以提高系统的精确度
。

当然
,

上

面的分析是在软环境下理想晶振频率

下实现的
,

在现实中会因晶振偏差等因

素而造成误差
。

在实际中特别是指令比

较多的情况下应充分利用

的分析工具 通过多次调整计数初值以

获取精确的时钟信号
,

这对于要求精确

时钟信号的应用具有重要的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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