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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微机系统汇编语言与接口技术(第2版)》为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微机系统汇
编语言与接口技术(第2版)》以Intel 80X86为背景机介绍微处理器、汇编语言与接口技术的基础知识、
原理和使用方法。全书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Intel微处理器系列基本工作原理介绍；第二部分是汇
编语言部分，以MASM6 11的Programmer's Work Bench为平台，介绍80X86指令系统及汇编语言程序设
计技术基础，并通过典型应用帮助读者深入学习和掌握汇编语言程序设计的方法；第三部分是接口技
术部分，首先引入微机基本接口技术，系统和详细地介绍了中断、串行和并行通信、时钟以及总线等
技术的基本原理和应用方法，进一步讲述了Pentium PC发展的部分接口技术。
《微机系统汇编语言与接口技术(第2版)》可以作为本科计算机专业、自动控制类等专业“微机原理与
接口技术”或“汇编语言与接口技术”课程的教材，亦可供从事系统开发的工程技术人员学习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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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输入汉字的第一步是对汉字进行编码。汉字编码的方法有许多种，方案各有特色，但
都有不足之处，或过于繁琐，或编码过长，或操作不便，或不易记忆。现在比较流行的编码方式有汉
字字音编码、汉字字形编码、汉字音形编码等。字音编码是以汉语拼音为基础，在汉语拼音键盘或经
过处理的英文键盘上，根据汉字读音直接输入拼音即可。当遇到同音异字时，屏幕显示重码汉字，再
由人指定或输入附加信息，最后选择一个汉字。字形编码是把汉字逐一分解归纳成一个基本构字部件
，每个部件都赋予一个编码并规定选择字形构架的顺序，不同的汉字因为组成的构字部件和字型构架
顺序不同，就能获得一组不同的编码，表达不同的汉字。为了能在不同的汉字系统之间互相通信，共
享汉字信息，有必要规定大家公认的中文信息处理标准。比如1981年我国制定推行的GB2312-1980国家
标准信息交换用汉字编码字符集（基本集），简称国标码。在国标码中，每个图形字符都规定了二进
制表示的编码，每个编码字长为两字节，每字节内占用7位信息。例如汉字“啊”的国标码，前一字
节是0110000，后一字节是0100001，编码为3021H。当一个汉字以某种汉字输入方案送人计算机后，管
理模块立刻将它换成两字长的GB 2312-1980国标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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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微机系统汇编语言与接口技术(第2版)》是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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