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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③暂存寄存器，协助ALU完成各种运算，对参加运算的数据进行暂存。 （2）通用
寄存器组 通用寄存器组包括8个16位的寄存器，其中AX，BX，CX，DX为数据寄存器，既可以寄存16
位数据，也可分成两半，分别寄存8位数据；SP（Stack Pointer）为堆栈指针，用于堆栈操作时，确定
堆栈在内存中的位置，给出栈顶的偏移量（Offset）；BP（Base Pointer）为基址指针，用来存放位于堆
栈段中的一个数据区基址的偏移量；SI（Source Index）和DI（Destination Index）为变址寄存器，SI用
来存放源操作数地址的偏移量，Dl用来存放目的操作数地址的偏移量。所谓偏移量是相对于段起始地
址（或称为段首址）的距离。 （3）EU控制单元 EU控制单元接收从BIU指令队列（Instruction Stream
Queue）中送来的指令码，并经过译码，形成完成该指令所需的各种控制信号，控制EU的各个部件在
规定时间完成规定的操作。EU中所有的寄存器和数据通路（Q总线除外）都是16位的，可实现16位数
据的快速传送和处理。 2.总线接口部件（BIU） BIU是和总线打交道的接口部件，根据EU的请求，执
行8086 CPU对存储器或I／O接口的总线操作，完成其数据传送。BIU由下列几部分组成。 （1）指令
队列缓冲器 该缓冲器是用来暂存指令的一组暂存单元，由6个8位的寄存器组成，最多可存入6字节的
指令码，采用“先进先出”原则，按顺序存放，顺序被取到EU中去执行。其工作将遵循以下原则。 
①取指时，将取来的指令存入指令队列缓冲器，当缓冲器中存入一条指令时，EU就开始执行。 ②指
令队列缓冲器中只要有1字节为空，BIU便自动执行取指操作，直到填满为止。 ③在EU执行指令过程
中，若需要对存储器或I／O接口进行数据存取，则BIU将在执行完现行取指的总线周期后的下一个总
线周期，对指定的存储单元或I／O接口进行存取操作，交换的数据经BIU交EU进行处理。 ④当EU执
行转移、调用和返回指令完毕时，将清除指令队列缓冲器，并要求BIU从新的地址重新开始取指令，
新取的第一条指令将直接送EU执行，随后取来的指令填入指令队列。 由于执行部件EU和总线接口部
件BIU是两个独立的工作部件，它们可按并行方式重叠操作，在EU执行指令的同时，BIU也在进行取
指令、读操作数或存入结果的操作。这样，提高了整个系统的执行速度，充分利用总线实现最大限度
的信息传输。与8位微处理器相比，这是一个很大的改进。 （2）16位指令指针寄存器IP（Instruction
Pointer） 其功能与8位微处理器的程序计数器PC功能相似。但由于8086取指令和执行指令同时进行，
因此Intel公司改用指令指针IP这一名称代替8位机的程序计数器PC的称法。IP中总是保存着EU要执行
的下一条指令的偏移地址，而不像8位机的PC总是保存下一条取指令的地址。IP不能直接由程序进行
存取，但可以进行修改，其修改发生在下列情况下： ①程序运行中自动修正，使之指向要执行的下条
指令的偏移地址。 ②转移、调用、中断和返回指令能改变IP的值，并将原IP值入栈保存，或由堆栈恢
复原值。 （3）地址产生器和段寄存器 由于存放地址信号的IP和通用寄存器都只有16位，其编址范围
只能达到64K，只为8086访存空间IM范围中的一个段，因此必须设置产生20位实际地址PA的机构
，8086采用了地址产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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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卓越工程师培养计划"十二五"规划教材:微计算机原理及应用(第3版)》可作为高等院校理工科非计算
机专业相关课程的教材，也可供从事微处理器和微机应用的研究生及科技人员学习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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