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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对由这样的基本存储电路组成的存储矩阵进行读操作时，若某一行选择线为高电平
，则位于同一行的所有基本存储电路中的T管都导通，于是刷新放大器读取对应电容C上的电压值，但
只有列选择信号有效的基本存储电路才受到驱动，从而可以输出信息。刷新放大器的灵敏度很高，放
大倍数很大，并且能将读得的电容上的电压值转换为逻辑“0”或者逻辑“1”。在读出过程中，选中
行上所有基本存储电路中的电容都受到了影响，为了在读出信息之后，仍能保持原有的信息，刷新放
大器在读取这些电容上的电压值之后又立即进行重写。 在写操作时，行选择信号使T管处于导通状态
，如果列选择信号也为“1”，则此基本存储电路被选中，于是由数据输入／输出线送来的信息通过
刷新放大器和T管送到电容C。 另外还有一种4管动态RAM基本存储电路，用的管子多，芯片的集成度
较低，但其外围电路比较简单，读出过程就是刷新过程，不用为刷新另加外部逻辑电路。上述单管动
态RAM将结构简化到了最低程度，因而集成度高，但要求的读写外围电路较复杂一些，适用于大容量
存储器。 （2）动态RAM的刷新 动态RAM是利用电容C上充积的电荷来存储信息的。当电容C有电荷
时，为逻辑“1”，没有电荷时，为逻辑“0”。但由于任何电容都存在漏电，因此，当电容C存有电
荷时，过一段时间由于电容的放电过程导致电荷流失，信息也就丢失。因此，需要周期性地对电容进
行充电，以补充泄漏的电荷，通常把这种补充电荷的过程叫刷新或再生。随着器件工作温度的增高，
放电速度会变快，刷新时间间隔一般要求在1～100ms，工作温度为70℃时，典型的刷新时间间隔
为2ms，因此2ms内必须对存储的信息刷新一遍。尽管对各个基本存储电路在读出或写入时都进行了刷
新，但对存储器中各单元的访问具有随机性，无法保证一个存储器中的每一个存储单元都能在2ms内
进行一次刷新，所以需要系统地对存储器进行定时刷新。 对整个存储器系统来说，各存储器芯片可以
同时刷新。对每块DRAM芯片来说，则是按行刷新，每次刷新一行，所需时间为一个刷新周期。如果
某存储器有若干块DRAM芯片，其中容量最大的一种芯片的行数为128，则在2ms之中至少应安排128个
刷新周期。 在存储器刷新周期中，将一个刷新地址计数器提供的行地址发送给存储器，然后执行一次
读操作，便可完成对选中行的各基本存储电路的刷新。每刷新一行，计数器加l，所以它可以顺序提供
所有的行地址。因为每一行中各个基本存储电路的刷新是同时进行的，故不需要列地址，此时芯片内
各基本存储电路的数据线为高阻状态，与外部数据总线完全隔离，所以，尽管刷新进行的是读操作，
但读出数据不会送到数据总线上。 2.Inte12164A动态RAM芯片 Intel 2164A芯片的存储容量为64Kxl位，
采用单管动态基本存储电路，每个单元只有一位数据，其内部结构如图6.9所示。2164A芯片的存储体
本应构成一个256×256的存储矩阵，为提高工作速度（需减少行列线上的分布电容），将存储矩阵分
为四个128×128矩阵，每个128×128矩阵配有128个读出放大器，各有一套I／O控制（读／写控制）电
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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