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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中)	本文以發展 CIS(CMOS Image Sensor) 影像擷取模組並且在 FPGA 上設計影像擷取控制器，並整合 ADSP-21065 影像處理卡建構完整的影像處理平台。


有別於一般購買現成 CCD(電荷偶合原件，Charge-Couple Device) 為影像擷取裝置，自行採用以 CMOS 製程的 Image Sensor 作為取像裝置，並加入 Frame Buffer 作為緩衝的機制，讓此平台有更開放的架構且易於控制。


在數位訊號處理卡(ADSP-21065)上，承襲先前開發的外部記憶體模組並將其提昇到 256MB並將取回的影像以 ADSP 作前置的解碼處理以此優於一般取像系統的後處理，除此之外，規劃ADSP   控制訊號以達到協調影像擷取模組的機制。


如此的系統架構可說是完整的整合先前發展的 UDS-8051卡、ADSP-21065 影像處理卡、 UDS-FPGA 卡並加入一高解析的影像擷取模組，進一步發展 PC 端的控制介面以期能與ADSP 達到更易開發的模組化介面。
	摘要(英)	We use CIS to capture and use DSP to process image.For the purpose , we establish a system that is CIS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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