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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因此，通常不采用在指令中直接给出存储器偏移地址的方法。一般将存放指令操作
数的存储单元的偏移地址，放置在某个专用的寄存器中，并给那些能够用来存放存储器偏移地址的寄
存器编码。这样的指令中不必直接给出存储器的地址，只给出寄存器的编码就可以了。通常寄存器的
编码为2～3位，所以，采用这种方法给出操作数的地址，大大缩短了指令的长度。此外，还可以方便
地通过修改寄存器的内容，达到修改地起址的目的，提高了指令寻址的灵活性。 这种能存放指令操作
数地址的寄存器，称为地址指针寄存器或变起寄存器。 （2）地址指针和变址寄存器功能。地址指针
和变址寄存器包括SP、BP、SI和DI。这组寄存器在功能上的共同点是，在对存储器操作数据寻址时，
用于形成20位物理地址码的组成部分。在任何情况下，访问存储器的地址码（存放在段寄存器中）和
段内偏移地址两部分构成。而这4个寄存器用于存放段内偏移地址的全部或一部分，后面讨论寻址方
式时将进一步说明。 SP（Stack Pointer）堆栈指针和BP（Base Pointer）基址指针，通常用来作为16位地
址指针。sP和BP作地址指针时，其中sP是特定指向堆栈段内的某一存储单元（字）的偏移量。当进行
堆栈操作（压入或弹出）时，隐含使用的就是堆栈指针SP。如果在指令中不另加说明，用BP作地址指
针时，它亦是指向堆栈内某一存储单元。这时，其段地址由段寄存器ss提供。 SI（Source Index）和DI
（Destination Index）变址寄存器用来存放段内偏移地址的全部或一部分。在字符串操作指令中，SI用
作源变址寄存器，DI用作目的变址寄存器。地址指针与变址寄存器主要用来存放地址，但是也可以像
数据寄存器那样，存放CPU常用数据。 综上所述，通用寄存器主要用于暂存CPU执行程序的常用数据
或地址，以便减少CPU在运行程序过程中通过外部总线访问存储器或I／O设备来获得操作数的次数，
从而可加快CPU的运行速度。因此，我们可以把它们看成是设置在CPU工作现场的一个小型、快速的
“存储器”。 3.控制寄存器 1）指令指针IP 相当于程序计数器PC，用于控制程序中指令的执行顺序。
正常运行时，IP中含有BIU要取的下一条指令（字节）的偏移地址，如图2—7所示。一般情况下，每
取一次指令码，IP就自动加1，从而保证指令的顺序执行。IP实际上是指令机器码存放单元的地址指针
，IP的内容可以被转移类指令强迫改写。当需要改变程序执行顺序时，只要改写IP的内容就可以了。
应当注意，我们编制的程序不能直接访问IP，即不能用指令去取出IP的值或给IP设置给定值。 2）标志
寄存器F 8086CPU设立了一个16位的标志寄存器，共9个标志。其中6个是状态标志，3个是控制标志，
见表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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