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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中)	本文以研究適合發展與應用機械視覺技術的數位影像處理平台為目標。統整過去在影像處理系統研究方面的優缺，並結合目前影像感測器的發展，規劃出一套UDS/DSP-Base的影像處理架構。


　該架構相容於通用發展系統（UDS）規格，並以其作為模組化為基礎，共分為「CIS影像擷取裝置」、「攝像暨顯像子模組」、「浮點式DSP子模組」、「Compact Flash子模組」、「UDS通訊系統母板」五個子模組系統。除了承襲前屆學長研發完成的UDS軟硬體設備以外，另外研發「ADSP-21065L子板」與「CIS攝像暨顯像子板」兩項軟硬體設備，以利實作出UDS/DSP-Base的影像處理架構。


　在ADSP-21065L子板的設計方面，除了符合通用系統規格的基本要求外，SDRAM控制器也是設計的重點之一，藉以改善原先無法支援DMA傳輸的缺失。該控制器是以Verilog語言撰寫，並使用FPGA實作，搭載於子板之上。


　在CIS攝像暨顯像子板的設計方面，目前CIS發展迅速，解析度已經提高到1280×1024以上，色彩解析也提高到10位元以上。使用解析度較高的感測器可以有效提高影像辨識的準確度，使未來在發展機械視覺應用時，能獲得更多的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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