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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背景 

4 月下旬收到了中电网工作人员的中选通知，中间由于疫情原因 5 月上旬才收到

板卡。前后花了 3 个周末认真学习了一下，发现 FG23 还是挺强大的。据官网介

绍，EFR32FG23 是适用于智能家居、安防、照明、楼宇自动化和计量的 1 GHz 

以下物联网无线连接的理想解决方案。高性能的 1 GHz 以下无线电可进行长距

离传输，并且不容易受到其他技术造成的 2.4 GHz 干扰。单芯片、多核解决方

案可提供多种行业前沿的功能，包括出色的安全性、低功耗、快速唤醒时间以及

集成的功率放大器，可为物联网设备实现下一代安全连接。 

2 摘要 

本文将通过“点亮一颗 LED”和“用 LCD 显示温度”两个项目来循序渐进地介

绍 FG23 开发套件的一些基础功能以及调试软件的使用，旨在体现 FG23 的开箱

即用的特点，以及 SILICON 完善、方便的生态和工具链。 

3 开箱 

收到快递的那一刻我还在想怎么这么小个盒子，会不会很鸡肋，但深入学习之后

我发现我错了，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正式开箱前贴一个官网的配置列表： 

⚫ +14 dBm xG23 开发板，基于 xG23 512kB 闪存 QFN48 SoC 

⚫ SMC 连接器 

⚫ 数据包追踪接口 

⚫ 集成调试和数据包追踪 

⚫ 虚拟 COM 端口 

⚫ J-Link 板载调试器，支持 SWD 

⚫ 外部设备调试 

⚫ USB 连接 

⚫ 段式液晶 

⚫ 用户 LED / 按钮 

⚫ Si7021 RHT 传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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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R2032 钮扣电池支持 

外观 

四四方方的一个小盒子，包装简洁精致，值得一提的是盒子上的小动物挺可爱的。 

 

箱体外观图 

拆开里面带有一张 SILICON LABS 的小卡片，背面印有开发工具下载网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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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片图 

还有 1 根 868 MHz 天线和 1 根 915 MHz 天线； 

 

天线图 

最后就是我们的“主人公”板卡本体了（附带一个调试用的 USB 连接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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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卡和调试 USB 线 

最后来张“全家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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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家福 

板卡介绍 

板卡正面包含一个 SMA 天线接口、一个温湿度传感器、一个 LC 传感器、一个

J-Link 调试 LED 灯、一个 MicroUSB 接口、一个用户 LED 灯、两个用户按钮、

一排外引的 IO 口和供电 PIN 脚、一个外部 Reset 按钮、一块 LCD 屏幕以及

EFR32FG23 芯片；背面比较简单，只有一个 CR2032 钮扣电池座和一个 10PIN

的 SWD 调试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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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卡正面 

 

板卡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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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试用 

点亮 LED 

前期准备 

正如我们在学习一门语言是以打印一行“Hello World！”开始的，学习一个开发

板通常以点亮一颗 LED 为起点。根据官网的引导，下载安装完软件就可以开始

使用了。不过在开始之前我们需要先安装驱动和 SDK，打开软件之后先登录账

号，然后按需下载即可。 

 

一切准备就绪后，连接电脑和开发板，此时板卡上的 J-Link LED 点亮，同时电

脑软件中会自动显示出设备型号，如无法显示可能是连接驱动未安装成功，可重

启电脑或者进入设备管理器查看是否有相应设备。 

https://cn.silabs.com/development-tools/wireless/proprietary/efr32fg23-868-915-mhz-14-dbm-dev-k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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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成功图 

 

电脑设备管理器界面 

连接成功后即可根据指引新建工程，选择相应的 SDK 和 IDE 即可开始开发。 

端口配置 

双击工程中的 slcp 文件即可打开配置页面，点击配置工具 – Pin Tool； 

 

通过查看用户手册可知 LED 的控制引脚为 PB2； 

https://www.silabs.com/documents/public/user-guides/ug508-brd2600a-user-guid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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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我们可以配置 PB2 为 GPIO 模式，修改 PIN 脚名字为 LED； 

 

再回到软件组件页面搜索 PIN，配置 PIN 脚的状态； 

 

然后选择 PB2，模式为 Push-pull 输出，输出状态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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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 view source 即可看到生产的代码； 

 

生成代码 

调试 

点击工程文件中的 app.c, 在 app_init()函数中输入下面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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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码截图 

然后点击工具栏中的构建按钮； 

 

构建按钮 

这时我们可以在底部控制台中看到构建成功的信息； 

 

控制台 

然后点击工具栏中的调试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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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试按钮 

等到进程完成后，点击工具栏中的运行按钮，即可看到 LED 灯被点亮； 

 

运行按钮 

 

LED 被点亮 

显示温度 

通过查询，发现官方在 GitHub 有开源的 Demo 代码库，下载下来后决定做一个

进阶一点的功能，用 LCD 屏幕显示当前温度。 

前期准备 

下载 Demo 工程后导入 Simplicity Studio 中。通过用户手册可以得知 LCD 和温湿

度传感器与芯片的硬件连接信息； 

https://github.com/SiliconLabs/application_examples


14 

 

 

LCD 硬件连接 

 

温湿度传感器硬件连接 

由此可以得知温湿度传感器的型号为 Si7021，通信方式为 I2C，通过查阅数据手

册得到从机地址为 0x40，以及读取温度所需的指令； 

 

https://cdn-learn.adafruit.com/assets/assets/000/035/931/original/Support_Documents_TechnicalDocs_Si7021-A20.pdf
https://cdn-learn.adafruit.com/assets/assets/000/035/931/original/Support_Documents_TechnicalDocs_Si7021-A2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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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感器从机地址 

 

温度测量指令 

 

温度转换公式 

I2C PIN 脚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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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2C 配置 

调试 

由于 demo 代码功能已经比较完善，通过调节部分参数即可满足需求。 

代码调试过程和烧录过程此处与“点亮 LED”中的流程并无差异，此处不再赘

述。下面是成品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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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度显示 

5 总结 

由于试用时间较短，还有很多很强大的功能有待学习。在试用过程中我也发现了

一些小问题，对新用户来说可能不太友好。一个是开箱即用的 Demo 代码缺少维

护，SDK 版本为 3.2.2，与最新 4.0 的不太兼容；另一方面是资料太少，不知道

是不是由于保密原因，网上并未找到公开 EFR32FG23 芯片的数据手册，这样就

无法查看每个寄存器的具体功能，不太利于深入学习。不过瑕不掩瑜，

EFR32FG23 总体来说是一块非常优秀的物联网芯片，个人决定还是很具有竞争

力的。好了，试用报告到此结束，但对开发板的学习才刚刚开始，期待它后期的

表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