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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随着我国科学技术不断地发展、完善，以及教育体系不断地更新，社会用人单位对高校人才培养模式
提出了更高更新的要求。复合型、创新型、实用型人才日益受到用人单位的青睐。这种发展趋势必将
会使高校的人才培养模式面临着新的挑战，这就意味着如何提高高等学校毕业生的实际工作能力尤为
重要。诚然，除了努力加强实践教学之外，还应着力加强和推进理论教学及其教材的建设与更新，显
然，它是提高高等学校教学质量的一个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根据教育部、财政部《关于实施高等学
校本科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的意见》的文件精神，启动“万种新教材建设项目，加强新教材和立
体化教材建设”工程，积极组织好教师编写新教材。鉴于此，中南大学出版社特邀请湖南省及外省部
分高等学校从事电工电子技术教学、实验和应用研究的教授、专家和教学第一线的骨干教师、高级实
验师组成了教材编委会，编写了这套电工电子技术系列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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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微机原理与接口技术课程设计》介绍了微机原理与接口技术课程设计所必需的汇编语言指令与编程
基础，以8086CPU为例，重点介绍了微机应用系统的最小系统设计，还介绍了相应的接口电路的设计
方法与安装调试方法，特别适合于教师从事微机原理与接口技术课程设计的指导，可作为本科、专科
电气工程及自动化、通信工程、电子信息工程、测试技术与仪表、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网络工程、信
息安全工程等专业学生微机原理与接口技术课程设计的教材，也可供职业技术院校、函授、电视大学
等相关专业教师、学生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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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2.设计软、硬件方案根据提供的条件与环境，以及题目要求，提出软、硬件的初步方案。硬件
方案，包括选定器材后画出工作原理框图，进而画出详细电路图，并辅以必要的说明和其他文字叙述
。软件方案主要是软件流程及其说明，当然，流程不能太粗，较详细的流程图会给编程带来方便。3.
编写程序根据运行环境及硬件资源和软件流程图编写程序。可以用汇编语言，也可以用高级语言，甚
至用交叉汇编来编程。4.软件调试单独的软件调试主要指通过汇编、连接、编译等排除语法错误或明
显的逻辑错误，因为许多逻辑错误是在软、硬件联调时才能发现的。况且本门课程的设计不会是单独
的软件设计，所编程序总是建立在硬件原理和资源基础上的。5.硬件连接按照原理电路图在实验设备
上连接线路，若没有实验设备或在实验设备上不能实现的部分，要在面包板上连线，有条件的还可制
作插件卡在主机上调试。连接硬件时要特别注意电源的正确连接，否则容易损坏机器或烧毁器件。6.
软、硬件联调软件调试生成了可执行文件，硬件连接好以后就为软、硬件统调（也称联调）做好了准
备，这时可运行程序观察执行情况。若实现了预期的功能，则调试结束。但一般来讲都不容易一次成
功，这时要从几个方面来查找问题。首先，检查硬件连接是否正确，是否接触良好。若有问题应及时
排除。若硬件连接没有问题或问题不好查找，应考虑采用单步调试或设置断点调试。所谓单步调试就
是每执行一条指令就自动停止执行，并显示累加器和其他有关寄存器的内容以及断点地址。调试环境
可选用DEBUG，在该环境中可查看指定的存储单元和寄存器的内容。这样，便可确定该条指令执行结
果是否正确，若不正确则可初步确定该条指令或与执行该指令有关的硬件有故障。若执行结果正确。
则继续执行下一条指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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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微机原理与接口技术课程设计》：高等院校培养应用型人才电子技术类课程系列规划教材。

Page 6



《微机原理与接口技术课程设计》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