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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友情提示 

《零死角玩转 STM32》系列教程由初级篇、中级篇、高级篇、系统篇、

四个部分组成，根据野火 STM32 开发板旧版教程升级而来，且经过重新深入编

写，重新排版，更适合初学者，步步为营，从入门到精通，从裸奔到系统，让

您零死角玩转 STM32。M3 的世界，与野火同行，乐意惬无边。 

另外，野火团队历时一年精心打造的《STM32 库开发实战指南》将于今

年 10 月份由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版，该书的排版更适于纸质书本阅读以及更有利

于查阅资料。内容上会给你带来更多的惊喜。是一本学习 STM32 必备的工具

书。敬请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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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参考《零死角玩转 STM32》-初级篇/中级篇/高级篇/系统篇-教程彻底

的剖解库，从最底层源码开始，从编译器头文件开始，学习库里面的强大的 c

语 言知识：关键字（有些关键字初学者压根就没见过）、指针、结构体、内存

操作、程序架构的设计、编程风格，而不是仅仅的是调用 API，要学会从最底

层分析库 是如何实现的，是如何从内存->寄存器->结构体->函数->API，了

解头文件的层层包含，了解那些文件是自己实现的，哪些库是编译器自带的

DLL 文件，了解整个库是有机的结合在一起的。 

 

很多人说库不好，效率低，学不了知识，可是又有多少人是按照野火说的这种

方法来学习呢？ 

学习了这个库你能够自己写一个库嘛？或者自己写一个类似的库也行，请问你

可以嘛？。。。。。。。。。。。。。 

 

但是野火不建议大家再给 ST 写一个库，面对如此完美的库，如果再写也很难

达到 ST 的水平，甚至可以说 1/3 都达不到。要写的话大家给飞思卡尔的 M4 写

一个 库吧，《三天入门 k60》里面的那个库就是野火写的，大家有空可以交流

下，但这个库刚让接触智能车的学生可是又喜又悲，喜的是仅仅调用 API 就可

以了，可 以有更到的时间来专注于算法和程序架构的设计，悲的是理解不过

来，涉及了太多的宏、结构体、断言、连接符、铺天盖地的头文件，有些压根

都没见过，为什么会 出现这种情况，野火只给出一个原因，没有第二个： 

 

C 语言学的不好！库给了初学者一个 c 语言提升的机会，特别是刚刚从 51 过

度到 STM32 的朋友。高手略过！ 

 

库是对传统的单纯操作寄存器操作的一种挑战，是一种全新的学习方法，库开

发符合了两个要点： 

1、技术潮流： 

于个人：库学习大大的降低了学习的门槛，提高了学习的效率，初步了解了大

的程序设计，是一种自顶而下的学习方法，可以从上层的 API 层层跟踪到底

层，可以 彻彻底底的了解寄存器，了解 CPU 的内存分布，再到启动代码，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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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环境的配置，如果再深究，那么估计你该换编译器了（IAR）。学懂了库还

可以很快很 快很快的迁移到 ST 其他系列学习，比如 F207、F407，库基本上是

可以兼容，但要写一个可以系列兼容的库，是谈何容易啊？但反过来想，那这

样的库又可 以让我们学到多少知识

啊？？？？？？？？？？？？？？？？？？？于公司：库开发大大提高了开发

的速度，可以让产品问世的更快，让程序的维护成本更低，程序 的升级更快

捷。 

2、市场趋势： 

大家不用担心一些人所谓的库开发降低了 CPU 的性能，STM32 已经不是简单的

51 单片机可比了。有多强大的硬件硬件资源就会有多消耗硬件的软件，根据摩 

尔定律，18 个月硬件就会升级一次，如果 SOC 厂商的硬件升级了，却没有消

耗硬件升级的软件，那 SOC 厂商怎么活？同样的，硬件升级了，软件厂商也会

相应 的升级软件把强大的硬件资源消耗掉。硬件和软件是相辅相成，共同促进

的。现在的智能手机的现状就说明了这个问题，硬高 配 安卓，但是带来的体

验也是前所未有的。所以大家不用担心一些人所谓的库开发效率低，我们要相

信 SOC 厂商肯定会推出更强大的硬件的。 

 

那到底是寄存器好还是库开发好呢？在这里我引用摄像头大王 wangguanfu

的名言：库优先 速度有要求再按寄存器或者 ASM 级优化。 

 

二、板载了单总线（DHT11）、I2C（AT24C02）、SPI（W25X16）、CAN

（TJA1050）、SDIO（SD 卡）、FCMS（液晶） 这些协议的模块，跟着教程彻

底分析这些协议，了解他们的时序，了解这些时序对时间的要求，了解他们对

各种 CPU 的适应性，教程里面是结合协议来分析代码 的，这些协议你一次搞懂

了，以后写其他外设的驱动，可以说是手到拈来，写写外设的驱动对你来说根

本就是无解的，望眼观去，众多的外设貌似都被这几种协议包 含了。 

学习不求模块有多少，而是看你学到了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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