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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引子

還是要說在前面，在這裡耗費青春寫 USB，並不是因為喜歡它，雖然每天都必

須和它相依為伴，不離不棄，不過那可是絲毫沒有辦法的事情，非我所願。

2．它從哪裡來

不過，與 PCI、AGP 屬於 Intel 單獨提出的硬體標準不同，Compaq、IBM、

Microsoft 等也一起參與了 USB 這個遊戲。他們一起於 1994 年 11 月提出了 USB，並

於 1995 年 11 月制定了 0.9 版本，1996 年制定了 1.0 版本。因為缺乏操作平台的良好

支援和大量支援它的產品，這些標準都成了空談。1998年，USB 1.1的出現才告成功。

為什麼要開發 USB ？

在 USB 出現以前，電腦的介面處於“春秋戰國時代”，序列埠、平行埠等多方

割據，鍵盤、滑鼠、MODEM、印表機、掃描器等都要連接在這些不同種類別的介面

上，一個介面只能連接一個裝置。不過電腦不可能有那麼多介面，所以擴充能力不

足，而且速度也確實很有限。還有關鍵的一點是，熱抽換對它們來說也是比較危險

的操作。

USB 正是為了解決速度、擴充能力、易用性等問題應景而生的。

3．挑選

USB 最初的設計目標就是替代串列、並行等各種低速匯流排，以一種單一型態

的匯流排連接各種不同的裝置。它現在幾乎可支援所有連接到 PC 上的裝置，1999

年提出的 USB 2.0 理論上可達到 480 MB/s 的速度，2008 年公佈的 USB 3.0 標準更是

提供了十倍於 USB 2.0 的傳送速率。

因此，USB 與序列埠、平行埠等的這場“挑戰”從一開始就是不平等的，這樣

的開始也註定了以什麼樣的結果結束，只能說命運選擇了 USB。我們很多人都說命

運掌握在自己手裡，但是從 USB 填滿“挑戰”的一生中可知道，只有變得比別人更

強，命運才能掌握在自己手裡。

有了 USB 在這場挑戰中的大獲全勝，才有了 USB 鍵盤、USB 滑鼠、USB 印表

機、USB 攝影機、USB 掃描器、USB 喇叭等。至於將來，“挑戰自己的，讓別人去

說吧！”USB 如是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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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漫漫辛酸路

USB的一生從USB 1.0、USB 1.1、USB 2.0到USB 3.0，漫漫辛酸路，一把辛酸淚。

USB 2.0 的高速模式（High-Speed）最高已經達到了 480 MB/s，也就是說，以這

個速度，你將自己從網上下載的短片備份到自己的行動硬碟上的時間長約為一秒鐘。

而 USB 3.0 的 Super-Speed 模式比這個速度加強了幾乎 10 倍，達到了 4.8GB/s。

USB 走過的這段辛酸路，對我們來說，最直觀的結果也就是傳送速率加強了，

過程很艱辛，結果很簡單。

USB 的各個版本都是相容的。每個 USB 2.0 控制器帶有 3 個晶片，根據裝置的

識別方式，將訊號發送到正確的控制晶片。我們可將 USB 1.1 裝置連接到 USB 2.0 的

控制器上使用，不過它只能達到 USB 1.1 的速度。同時也可將 USB 2.0 的裝置連接到

USB 1.1 的控制器上，不過不能指望它能以 USB 2.0 的速度執行。

顯然，Linux 對 USB 1.1 和 USB 2.0 都是支援的，並搶在 Windows 前，在 2.6.31

核心中率先對 USB 3.0 進行了支援。

5．我型我秀

USB 既然能一路“挑戰”走過來，也算是一個挺能“秀”的角色了，不然也不

會有那麼多的擁護者。

USB 為所有的 USB 外接裝置都提供了單一、標準的連接型態，這就簡化了外接

裝置的設計，也讓我們不用再去想哪個裝置對應哪個插槽的問題，就像種蘿蔔，一

個蘿蔔一個坑，但是哪個蘿蔔種到哪個坑裡是不用我們關心的。

USB 支援熱抽換，而其他的例如 SCSI 裝置等只有在關掉主機的前提下才能增

加或移走週邊裝置。所以說，USB 的一生不僅僅是“挑戰”的一生，也是豐富多彩

的一生，可不用關機就能更換不同種類別的外接裝置。

USB 在裝置供電方面提供了靈活性。USB 裝置可透過 USB 電纜供電，不然行

動硬碟、IPod 等常備外接裝置也用不了了。相對應，有的 USB 裝置也可使用普通的

電源供電。

USB 能夠支援從每秒幾十千位元組到幾十百萬位元組的傳輸速率，來適應不同

種類別的外接裝置。它可支援多個裝置同時操作，也支援多功能的裝置。多功能的

裝置當然指的就是一個裝置同時有多個功能， 例如 USB 喇叭。這透過在一個裝置中

包含多個介面來支援，一個介面支援一個功能。

USB 可支援多達 127 個裝置。

USB 可確保固定的頻寬，這個對視訊 / 音訊裝置是利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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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6．我是一棵樹

如圖 1.6.1所示 , USB子系統的拓撲也是一棵樹，它並不以匯流排的方式來佈署。

	  
圖 1.6.1  USB 子系統的樹狀結構

USB 的大樹主要包括 USB 連接、USB Host Controller（USB 主機控制器）和 USB

裝置三個部分。而 USB 裝置還包括了 Hub 和功能裝置（也就是圖 1.6.1 中的 Func）。

什麼是 USB 主機控制器？控制器，顧名思義，用於控制。控制什麼？控制所有

的 USB 裝置的通訊。通常，電腦的 CPU 並不是直接和 USB 裝置進行處理，而是和

控制器進行處理。它要對裝置做什麼，它會告訴控制器，而非直接把指令發給裝置。

然後控制器再去負責處理這件事情，它會去指揮裝置執行指令，而 CPU 就不用管剩

下的事情。控制器替它去完成剩下的事情，事情辦完了再通知 CPU。否則，讓 CPU

去盯著每一個裝置做每一件事情，那是不現實的。

那麼 Hub 是什麼？在大學裡，有的宿舍裡網路介面有限，所以會有網路介面不

夠用的情況出現，於是有人會使用 Hub，讓多個人共用一個網路介面，這是乙太網

上的 Hub。而 USB 的世界裡同樣有 Hub，其實原理是一樣的，任何支援 USB 的電腦

不會只允許你只能一個時刻使用一個 USB 裝置，例如，你插入了隨身碟，同樣還可

插入 USB 鍵盤，然後再插一個 USB 滑鼠，因為你會發現你的電腦裡並不只是一個

USB 介面。這些介面實際上就是所謂的 Hub 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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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現實中經常是一個 USB 控制器和一個 Hub 綁定在一起，專業一點稱為“整

合”，而這個 Hub 也被稱做 Root Hub。換而言之，和 USB 控制器綁定在一起的 Hub

就是系統中最根本的 Hub，其他的 Hub 可連接到它這裡，然後可延伸出去，外接別

的裝置，當然也可不用別的 Hub，讓 USB 裝置直接接到 Root Hub 上。

而 USB 連接指的就是連接 USB 裝置和主機（或 Hub）的四線電纜。電纜中包

括 VBUS（電源線）、GND（地線）和兩根訊號線。USB 系統就是透過 VBUS 和

GND 向 USB 裝置提供電源的。主機對連接的 USB 裝置提供電源供其使用，而每個

USB 裝置也能夠有自己的電源，如圖 1.6.2 所示。

 

	  
圖 1.6.2   USB 四線電纜

現在，如圖 1.6.3 所示的 USB 大樹裡只有 Compound Device 還沒有說。那麼，

Compound Device 又是什麼樣的裝置？其實，在 USB 的世界裡，不僅僅有 Compound 

Device，還有 Composite Device，簡單的中文名字已經無法形象地表達它們的區別。

正如圖 1.6.3 所示，Compound Device 是將 Hub 和連在 Hub 上的裝置封裝在一起所組

成的裝置。而 Composite Device 則是包含彼此獨立的多個介面的裝置。從主機的角

度看，一個 Compound Device 和單獨的一個 Hub，然後連接了多個 USB 裝置是一樣

的，它裡面包含的 Hub 和各個裝置都會有自己獨立的位址，而一個 Composite Device

裡不管有多少介面，它都只有一個位址。

��

Root Hub ����

Hub

Hub

��
��

Compound Device

��
��

��

圖 1.6.3   Compound De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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