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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微机原理与接口技术是高等学校理工科大学生必修的一门重要的计算机技术基础课程，通过本课程的
学习，使学生从理论与实践上掌握微型计算机的组成与工作原理，掌握汇编语言程序设计和微机的常
用接口技术，掌握接口电路的设计与编程方法，建立微机系统整体概念，了解微型计算机的新技术和
新理论。面对当今迅速发展的微型计算机技术，从计算机技术的广度和深度两方面看，微机原理与接
口技术课程对初学者来说很难学。编者集20多年微机原理及应用课程的教学研究与实践的经验，主持
了本课程的校级精品课程建设与省优质课程的建设。编者在已经公开出版使用5年之久的《微型计算
机技术及应用》教材的基础上，确立了这次编写教材的指导思想，主要是要保留经典内容，更新较多
的技术，注重实践与应用，化难为易，便于自学。突出做到了以下几点：（1）总体上以IA-32微处理
器为背景，重点介绍微型计算机的组成结构、指令系统、虚拟存储器技术、高速缓冲存储器技术及接
口技术等。（2）详细介绍Pentium的三种工作方式，重点阐述保护方式。根据系统寄存器的工作方式
，详细介绍段页式两级存储器管理机制及存储保护。（3）保留了DOS下的中断机制，新增了保护方
式下的中断原理。介绍了32位I／O端口译码技术，同时引入了I／O保护的概念。（4）全面介绍32位
微处理器的基本指令集，也涉及了16位指令系统，彻底改变了先讲16位指令集，后简单介绍32位指令
的顺序。（5）介绍了MASM6.x宏汇编程序下的完整段与简化段的程序设计，新增了汇编语言集成环
境下的32位汇编语言程序设计，案例丰富，分析透彻，实用性强，便于调试。（6）鉴于并行打印机接
口与RS·232C串行通信接口的应用与开发十分普遍，书中详细介绍了其接口的组成、工作原理及开发
技术。（7）介绍计算机的系统组成，包括南、北桥芯片组的介绍，使读者建立微型计算机的整体概
念。南桥芯片中集成了所介绍的82C54-、82C59、82C37等接口芯片，为读者提供了一个完整的接口概
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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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微机原理与接口技术:基于IA-32处理器和32位汇编语言》以Intel公司的IA？32系列微处理器为基础，
系统阐述了微机原理、汇编语言程序设计、微型计算机的系统组成及接口技术。微机原理部分主要包
括：32位微处理器的工作原理、Pentium的引脚信号、总线周期、超标量流水线技术、多核技术及32位
基本指令集（包括16位指令系统）。汇编语言程序设计部分阐述了MASM6？X宏汇编程序中的完整段
与简化段的程序设计，WIN32汇编语言集成环境中的32位汇编语言程序设计。微型计算机的系统组成
部分包括：总线技术、存储器系统、中断技术以及DMA技术，详细分析了虚拟存储器及存储器保护技
术、高速缓存技术、实模式与保护模式下的中断系统。接口技术部分包括并行接口、串行通信接口、
定时/计数接口、中断控制接口以及包含上述所有接口功能的多功能接口芯片82371AB，以及模拟接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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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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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微机原理与接口技术:基于IA-32处理器和32位汇编语言》是21世纪计算机系列规划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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