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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51 单片机的 LED 显示屏系统设计

一、成果简介

LED 显示屏是一种应用领域较高的发光二极管，其在电子设备的信息显示 领域

有重要的应用。这种显示器的特征表现为可靠性高，可视角度广、可长时间稳定持续

的工作，因而在很多广告屏等产品中应用比例很高。目前 LED 光源进的应用范围在不

断地扩大，已经进入到整个照明市场，这样可高效的满足节电相关的要求。白色 LED

的输出功率和亮度也在不断的提高，替代了很多其他相关的照明设备。发光二极管中

最重要的组成单元为 p 和 n型半导体，二者之间存在一定厚度的过渡层。一些 PN 结

中，载流子复合过程中会释放出一定的能量，这样就可以发射光线。PN 结加反向电

压，这种情况下其中的少数载流子无法有效的注入，而不输出光线，基于此模式制备

的为发光二极管。这种二极管有很高的适用性，在各种生态环境下都可以高效的工作，

性能实用性高、生产成本低。在实际的应用过程中可高效的进行控制和管理，显示形

式多样，同时显示的内容也很丰富，因而目前开始成为此方面的发展重点，因而目前

为止对其相关方面的研究课题也在不断的增加。

本文设计过程中选择 AT89C51 进行 LED 点阵的控制，而满足相关的显示要求，这

种显示器可根据需要高效的显示出各类型的字符内容，也可以进行动态显示。而在实

际的应用过程中可基于级连的方法更好的满足显示内容相关的要求。

二、设计思路

这种系统的控制中心为 C51 单片机，其他的组成单元主要有复位电路，LED 显示

屏，时钟电路等。本设计如图所示。

图 1 设计框图

AT89C51

芯片
时钟电路

复位电路

LED显示

驱动电路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F%91%E5%85%89%E4%BA%8C%E6%9E%81%E7%AE%A1/152133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F%AF%E8%A7%86%E8%A7%92%E5%BA%A6/187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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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设计过程

(一) 硬件部分

1. AT89C51 简介

这种芯片属于一种常用的带 4K 字节闪动存储单元的单片机，在实际的运行过程

中其功耗低，设置了 CMOS 8 位的微处理器，可以很好的满足简单电子产品的控制和

管理相关要求，其中可擦除设备在实际的应用中可重复擦除 100 次，因而有较高的应

用价值。这种单片机有较高的适用性，可高效的和 MCS-51 指令集兼容，扩大了其应

用领域。在实际的应用领域，这种单片机可较好的满足嵌入式应用要求，相关的特征

主要表现为，功耗低，与 MCS-51 兼容，可长时间使用，数据保存时间长 ，三级存储

器锁定，设置了 16 位定时器以及五个常用的中断，可选择不同的工作模式而节电。

1） AT89C51 内部结构及引脚功能介绍

图 2 AT89C51 结构图

2）引脚功能

VCC:主要作用是提供电能。

VSS：共用地端。

19 脚:时钟脚，相应的输入端。

18 脚:时钟脚，与此相关的输出端。

32-39 脚: PO 口，在系统运行过程中主要的作用是进行数据的输入输出，为常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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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8位双向三态输入输出端口。

1-8 脚: 对应于 P1 口，其作用和前者的相一致，属于 8位准双向输入输出端口。

脚: 对应于 P3 口，和前一个端口的相同。

9脚: 复位输入引脚。

29 脚：对应的读选通信号。

30 脚:为地址所存信号，PROG 为单片机内部 EPROM 编程脉冲输入端。

31 脚：对应于，其主要的作用是进行存储器的范围，连接 EPROM 编程时的 21V

电源输入端。

2. LED 显示屏介绍

LED 显示屏：这种设备属于一种常用的发光二极管，在很多字符显示领域都有一

定应用，目前与此相关的研究在不断的增加，在实际应用中可通过进行文字、图形、

图象、动画等各方面信息的显示。可根据显示的内容进行划分而分为数字、图文和视

频显示屏，可通过一定量的点阵模块实现相应的显示目的。其属于这种设备的基本单

位，显示屏通常是由若干个 LED 二极管组成的点阵显示块构成，普遍应用于多种不同

的场所，而且还能够根据自己的需求设计成不同的大小和形状。

比如说需要体现一个汉字的 16x16 显示屏就是由四块 8x8 的点阵显示模块构成。

点阵显示模块的类型可以分 5x7、5x8、 6x8、 8x8 等几种;根据 LED 颜色来分而划

分为单色、双色等类型的，在实际的应用领域，也可以基于极性进行划分而分为共阳

极和共阴极。一个 8x8 的单色点阵显示模块又是是由 64 个 LED 发光二极管组成。本

设计用到的就是常用的八位 LED 点阵。

在实际运行中，其都控制与构成这些图形或文本模块的每个点对应的 LED 设备，

并且可以获得我们想要的显示结果。LED 模块以行和列的方式布置发光管，并在行驶

时以行和列的方式驱动它们。所谓的扫描便是指-行(列) -行(列)的循环接通整行(整

列)的 LED 器件，而不问这一行(列)的拿一列(行) LED 器件是不是应当点亮。图形或

文字显示过程中相应的流程如下，操控单元中的单片机接收 LED 屏主控微机对应的数

据，接着其中的主控程序进行一定的转换处理，而形成相应的转换后的图形，接着进



4

行一定的保存操作;再按照扫描次序进行转换而形成相应的扫描内容;接着进行数据

的输出而到锁存器;最后则进行数据的扫描，对显示内容进行刷新。

3. 74LS04

74LS04 属于一种应用比例高的六输入反相器，这种设备的特征表现为其输入和

输出点相位相反。这些反相器共用电源端，在运行过程中相应输出信号可根据要求适

当的放大。反相器主要的作用是对信号进行反相处理，模拟电路中，其应用过程中可

实现音频放大的目的，此外进行相关电子线路设计过程中，反相器的应用比例也较高。

中设置了一定数量的电子开关电路，通过外界输入信号控制开关状态，在节日彩灯中

起控制彩灯按设的顺序亮和灭的作用。反相器组成结构：典型 TTL 与非门电路电路组

成，输入级——主要包括电阻 Rb1。中间级则包括 T2 和等，而其中的输出则包含等，

推拉式结构，在正常工作时，T4 和 T3 总是一个截止，另一个饱和。

4. 74LS245

74LS245 是具有双向三态功能的双向总线驱动器，用来驱动如 51 单片机的系统

总线，既能输出，也可以输入数据。它是 8路总线收发器，在应用过程中可进行双向

传输数，而如果相应单片机的 P0 口输出信息到数码管，那就要考虑到数码管的亮度

和此端口的驱动性能，当其 P0 口总线负载高于设定值时 应该接入总线驱动器，从而

更好的满足驱动控制要求。P0 口的输出进行一定的放大后，可进行字符的显示。

（二）软件部分

1. 系统软件介绍

1.1 编程语言应用程序 Keil uVision2

Keil 是一种应用百分比很高的微控制器技术开发的平台，进行编程过程中可选

择类似传统 C语言进行编程。根据实际的应用结果表明，C语言在功能上、结构性方

面都表现出较高的优势，可通过其有效的缩短应用程序的开发周期,还可以根据需要

进行嵌入操作。KEILC51 主要应用于 8051 单片机的程序开发，同时也满足汇编代码

高效的应用要求。目前 C51 编译器的性能水平在不断的提升，可更好的满足实际的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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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要求。目前在一些集成建设环境中其也被广泛的应用，比如编译器，汇编器，调试

器等，表现出较高的应用价值。uVision2 提供了高效的开发环境，而满足此方面的

开发要求，因而本文设计过程中选择了这种平台。

图 3 软件 Keil 进入画面

图 4 Keil 操作画面

1.2 程序仿真应用程序 Prote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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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teus 是 Lab Center Electronics 的 EDA 工具。这种工具在动态仿真领域有

重要的应用，可通过其进行 PCB 自动，仿真分析电路的功能，同时对相应的外围电路

的特征进行模拟。在应用过程中可选择其高档原理布置图而进行一定的仿真分析，同

时基于自动布线而满足相关的应用要求。该系统在不断的发展改进基础上，性能和功

能在不断的提升，与此同时应用领域也明显的扩大。这种产品中引入了 VSM 技术，在

实际的应用中可高效的通过微控制器和其他相关的电子器件来仿真分析，其中还设置

了很多功能强大的工具，可进行键盘、RS232 终端相关的仿真处理，展现出较高的实

用价值。

图 5 Proteus 进入画面

图 6 Proteus 操作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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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编程程序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unsigned char code led[]={0x3c,0x18,0x18,0x18,0x18,0x18,0x18,0x3c,

0x00,0x66,0x99,0x81,0x42,0x24,0x18,0x00,

0x42,0x24,0x18,0x18,0x18,0x18,0x18,0x18,

0x00,0x00};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x)

{

unsigned int i,j;

for(i=x;i>0;i--)

for(j=114;j>0;j--);

}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w,i,j,k,m;

while(1)

{

for(k=0;k<26;k++)

{

for(m=0;m<100;m++)

{

w=0x01;

j=k;

for(i=0;i<8;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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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w;

P0=led[j];

delay_ms(1);

w=_crol_(w,1);

P0=0x00;

j++;

if(j>25)

j=j-26;

}

}

}

}

}

（三）安装与调试

1.系统调试

图 7 程序调试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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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系统仿真

系统仿真结果显示为“I ♡ Y”

结果显示如图：

图 8 仿真结果显示“I”

图 9 仿真结果显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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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仿真结果显示“Y”

四、成果特点

本控制系统所设计的《基于 51 单片机的 LED 显示屏设计》主要由 AT89C51 单

片机，列扫描控制电路、行显示驱动电路构成，另外还有一些基本电路如时钟电路，

复位电路等，该显示系统已能够实现 LED 显示屏的基本功能。

(1)在该系统抗干扰各个方面，只须在工作现场依照环境具体情况来进行试验和

数据分析，就能最终实现 LED 显示。

（2）在增强的图形显示效果中，使用双色或多色显示可以满足更多彩色图形和

文本，并且温度和日期和时间也可以实时显示，从而为用户提供便利，也提高了其应

用价值。

(3)能够对 LED 显示屏联网，这种模式下其中的各显示器可看作为网络节点，通

过一个控制器进行操控和管理。

五、收获与体会

经过这次对《基于 51 单片机的 LED 显示屏系统》的设计过程，能将以前从书本

上学到的学问应用于实际，在此设计过程中我对课本理论知识的认识进一步深入，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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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也提高了动手实践能力、在此过程中也遇到了很多困难，而通过查阅资料请教老师

来解决问题中，也是对自己本身的专业素质的提高，无论是做什么事，有一个完整的

规划有重要的意义 ，这样可更好的进行各项工作的安排，提高工作的效率和有序性，

也有利于控制进度和结果。就像是我们学会了一道题目,我们可以总结这道题目所包

含的方法和原理,再用总结的原理去解决这类问题，有收效才会去更努力的学习。还

有一点很重要，那就是从基本的下手，稳稳当当的去做，不求全部都会做只求已经做

过的不会忘记，会用就行了。其次是在做编程的过程中，最忌讳的就是粗心大意。一

条程序因为粗心输错了字符就会导致后面的崩盘，是很不值得的。所以在编程的时候,

一定不太急，要条理清楚的去计算、思考，这样速度可能会稍慢，但相比之下采取这

种稍慢的方法来全面分析计算比快速求成要来的有效率的多，不过于着急,一步一个

脚印就一定会取得一想不到的效果。

不管做什么事都做到有条理，进行适当的规划和安排，这样才可有条不紊的进行

不会有疏忽。如此才能提高成功率，其次我们做什么事情都要看重细节，细节决定成

败，这句话在这次毕业设计中不仅一次得到了印证，不管是在软件编程过程当中还是

在硬件的选择上，是以我们不单单要有总体意识，也要注重细节，不要由于一个小小

的地方的一个细节错误致使满盘皆输，当最终试运行取得成功的时候也是对自身的一

种肯定。这次的毕业设计不但加强了自己在专业技能方面的知识，让自己重新捡起了

前几年学过的知识。对自己以后的工作也有所帮助。

这次毕业设计可以顺利的完成，也离不开指导老师的帮助。在此，我对戴毓老师

表示衷心的感谢！感谢戴毓老师的耐心指导和细致的评论，以及毕业设计的更正，让

我的毕业设计可以顺利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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