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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培养学生应用能力为主线，力求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并注意反映微型计算机技术的最新发展。
全书共11章，包括概述、微处理器、8086/80 88的指令系统、汇编语言程序设计、总线技术、地址译码
技术与存储器接口、中断处理技术与dma技术、并行接口与定时/计数技术、串行通信接口、人机交互
设备接口、模拟接口技术等内容。
　　本书可作为应用型本科院校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高职高专计算机应用及相关电子类专业的专
业课教材，同时也可作为相关工程技术人员的学习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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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全书内容重点突出，层次分明。书中并未对微机原理与接口技术的所有内容泛泛而谈，而是针对
教学对象的特点进行内容的合理分配。由浅入深，循序渐进，对应用性较强的内容进行重点描述，而
实际使用较少的内容只做简单介绍。所举例题注意综合性与设计性相结合，使学生做到学以致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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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书很不错啊
2、送货很快，服务态度很好。图书质量一流，价格合理。
3、非常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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