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FG23-DK2600A 开发板初体验

1 主题

基于 SS5 环境开箱体验 FG23-DK2600A 开发套件。

2 摘要

本次测试基于 Silicon Labs 公司的 FG23-DK2600A 开发套件，搭建相应的 IDE 环境，使用工程向导生成闪

灯测试代码并编译下载运行，体验和验证整个开发环境。

FG23-DK2600A 是一款紧凑、功能丰富的开发平台，内含一颗带段式液晶控制器、LEESE、脉冲计数器等

实用功能的基于 xG23 512kB 闪存的 SoC——EFR32FG23B010F512IM48，板上集成了调试和数据包追踪、虚拟

COM 端口、SEGGER J-Link 调试器、SMC 连接器（套件内附一根 868MHz 天线和一根 915MHz）、5 位 7

段数码液晶显示屏、Si7021温湿度传感器、LC 传感器、LED 灯、按键、纽扣电池座等资源。

因为只有一个开发板，暂时无法进行无线通信的测试，本次体验将重点放在硬件和软件环境的搭建，为

后续的开发测试打基础。

3 试验过程

3.1 开箱

该套件外包装盒标签上打印的版本号是 A01，实际上开发板上激光打印的是 A02。总的印象是小巧玲珑，

功能强大，不足之处是无线测试本该至少两块板子，但该套件只配备了一块。





3.2 安装 Simplicity Studio v5

Simplicity Studio 是集成所有 Silicon Labs 技术、SoC 和模块的统一开发环境，提供对特定目标设备的 Web

和 SDK 资源的访问；软件和硬件配置工具；具有行业标准代码编辑器、编译器和调试器的集成开发环境(IDE)。

借助 Simplicity Studio，用户可获得全套高级增值工具，用于网络分析和代码相关能耗分析。目前最新的版本

是 SS 5，可适用 Windows、Mac、Linux 等操作系统。

我的 PC 是 Windows10（64 位）环境，安装过程如下：

1）下载 iso 包，直接进入或者解压 iso 包，运行 setup 程序；

2）同意协议；



3）选择安装路径；

4）开始安装；



5）安装完成，运行；



6）同意协议，江湖规矩；

7）接下来会出现 Silicon Labs 账户登录的界面，如果已经在该网站注册账户，可以直接用已有账户登录，如

果没有可以注册一个，方便一些资料和工具的下载，也便于在技术社区进行交流，因为 Simplicity Studio 是一

个整合的平台，资源比较多。当然，也可以先跳过这一步。建议还是登录一下或者注册一下。



8）随后将开始一些组件、SDK、驱动等资源的下载和安装；



因为没有连接任何设备，所以还看不到任何连接信息，如下图，

9）下面要选择技术安装选项了，也就是对应不同的产品线，如果硬盘空间不紧张，都选上吧，如果要勤俭持

家，那就先选第一项，随后点击“Next”进入安装过程；





10）来到安装包选项，对该环境不熟悉的，建议还是“Auto”，简单省事，



如果嫌“Auto”太 easy，可以进入“Advanced”自由放飞自己，



还是江湖规矩，同意一下，就可以顺利进入安装；





11）安装完成，需要重新启动一下开发环境；



12）如果后续补充安装其他 package，过程是类似的。





3.3 安装 J-Link 驱动

如果我们的电脑上之前没有安装过 J-Link 的驱动，单单安装 Simplicity Studio 并没有将 FG23-DK2600A

板载的 J-Link 调试器驱动安装进去，至少我的电脑是这种情况。检查 J-Link 的驱动是否安装成功，可以打开

操作系统的设备管理器，看看端口那一组是否有如下图所示的设备，即 JLink CDC 串口，如果没有，说明需

要手动安装驱动。驱动可以从网络上下载通用的版本，我这次体验使用的是 JLink_Windows_V616i。



安装成功以后，将 FG23-DK2600A 使用套件中提供的 USB 连接线连接到电脑，运行 Simplicity Studio v5

就可以看到相关设备信息，如下图。

3.4 闪烁板载 LED

开箱体验最简单的就是闪灯了，这是满世界都喜欢做的事，我也不例外，何况该板子上面已经预留有 LED。
在 Debug Adapters 栏中，点击选中该设备，即“EFR32FG23 Dev Kit Board（ID:......）”，在右侧窗口将显示

相关的资源，比如概览、样例工程和演示、文档等等。这里很想吐槽的是，这个线路板的原理图在网站上的
产品页面中没有单独给出原理图链接，只给了一个简单的操作说明手册，它的原理图需要从下面这个设备信



息页面的 Board 栏 View Documents 下拉框中去选择获取，而且是藏在一个 zip 包中，比较意外。。。

接下来，将使用很方便的项目向导功能，创建一个闪灯的示例工程。切换到“example projects & demos”
页面，可以看到目前所提供的所有样例工程，可能以下面两种页面形式展示，



选择裸跑的闪灯例程，CREATE，



可以选择导出项目保存的磁盘路径，

选择资源文件的链接方式，比如拷贝所有的源文件，或者直接链接到文件源，



生成后展开该工程项目，就看到下面这个样子，

它也有图形化的引脚配置工具，



在项目选项里，还可以配置编译工具，这个比较有专业性，需要对相关 ARM 工具链有一定了解，实在不知道

只能搜索，

我使用的是这个工具链，





之前体验中，总是卡在这个画面无法进入 debug，其实就是因为 J-Link 驱动没有正确安装，

正确安装后看到的是下面这样子的，



然后看看闪灯的主程序吧，很规范的代码风格，

编译不用说了，比较简单的事情，跟很多开发环境类似，编译成功后，可以直接将 hex 文件下载到器件上，

先在 hex 文件上右键打开菜单，选择 Flash to Device，



打开了烧录窗口，直接 program 即可，



然后，就可以看到运行结果了。

4 分析

总体来说，开箱体验还是比较容易上手的。问题容易出现在 J-Link 驱动的安装、Simplicity Studio 组件及

补丁包的自定义选择，需要对工具比较熟悉才建议进行高级选项，否则还是建议自动安装。另外，可能因为

网络的原因，有时候相关资源信息的载入和下载比较缓慢。个人感觉针对该套件或者说针对该器件相关资源

还是不够丰富，比如器件的各种外设的例程、无线通信的例程等。

卸载 Simplicity Studio v5 后如果在原先的路径下重新安装，需先将原有的整个文件夹卸载并删除后才能

进行，否则安装程序无法进行，也不能覆盖，尤其是后期安装了比较多的 package 后。这个其实应该改进。



5 视频

见附件压缩包，“视频 1”是出厂所带的演示程序的效果，“视频 2”是本次体验建立的工程的运行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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