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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型计算机原理及应用》

前言

　　本教材在1993年出版的同名教材的基础上修订再版。　　根据本教材的读者定位和近几年来单片
机技术的发展形势，这次再版在一定程度上对原教材的内容进行了修改、调整和精简，增加了部分新
内容，对部分章节（原教材的第一、五、六、七、十一章）进行了重写，希望能更好地适合读者的需
要。　　再版教材由高秦生主编并统稿，第六章和实验部分由朱节云先生编写，其余各部分内容主要
由高秦生编写，李平先生帮助审阅了部分重写稿。参加本书编写的还有孙灌华、李永庆、何荣超等。
　　在本教材再版之际，衷心感谢原全国高等工程专科计算机基础课教材编审组全体编委在本教材第
一版的编写与出版过程中提供的帮助与指导；感谢唐俊杰先生、俞光昀先生在原教材编写过程中的合
作和他们所做的工作；感谢原教材的主审刘天赐先生，参审杨国慧先生，责任编委李士允先生；还要
感谢干敏梁、胡汉才、王连民、李平等诸位先生在原教材的编写出版过程中所给予。的帮助。　　对
于书中的漏误与不足，诚请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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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型计算机原理及应用》

内容概要

《微型计算机原理及应用》是在原同名教材的基础上修订再版的。主要内容包括：微型计算机
及MCS-51系列单片计算机的内部结构、组件特性及工作原理；MCS-51单片机的指令系统及汇编语言
程序设计；单片机I/O接口技术及外围电路的扩展；单片机综合应用实例等。每章之后配有思考题与
习题。书的最后提供8个实验，供读者参考、选做。《微型计算机原理及应用》适合应用型本科、高
职高专有关专业教学使用，亦可作为相关学科的教学人员和工程技术人员的参考书。
《微型计算机原理及应用》所配电子教案可以从高等教育出版社高等理工教学资源网上下载，网址
为http://www.hep-st.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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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6.1.2 输入／输出方式　　由于外部设备的多样性，决定了在微型计算机内部，微处理器和I／O设
备问的数据传递方式不可能是单一的形式。为适应I／O设备不同的特点，需要有不同的数据传送方式
。总的来说，有四种方式。　　1.无条件传送方式　　在这种方式下，外设始终处于“准备好”状态
，随时可以无条件接收处理器发送来的数据；微处理器处于完全主动的状态，根据程序的进程可以随
时发出命令和发送数据给I／O设备。微型计算机中，微处理器与显示设备（如CRT、LED、LCD显示
器）的数据交换大多数采用这种方式。这是一种最简单的数据交换方式，实际应用的情况并不多。　
　2.DMA传送方式　　在通常情况下，I／O设备和内存之间的数据交换是由微处理器控制和参与的。
在内存和外设之间每传送1B的数据都需要微处理器发出命令并提供数据通道。在传送的数据量大，且
遇到低速外设（例如磁盘存储器）的情况下，微处理器长时间被占用，消耗微处理器的资源。为解决
这个问题，提出DMA的传送方式，即直接存储器存取方式。它是在外设和内存之间构建另外一个通道
，由一个称为DMA控制器的部件接管数据总线、地址总线和控制总线。此时，微处理器交出控制权而
去处理别的程序进程，从而提高了微处理器的效率。　　这种传送方式主要在系统机中应用，在工控
机中较少使用，不在这里重点讨论。　　3.查询传送方式　　实际上是采用程序查询的方式。在两种
情况下，微处理器必须在查询外设的状态之后，才能开始进行数据交换。　　（1）在需要从外设输
人数据时，微处理器必须查询外设的数据是否准备好传送。所谓“数据准备好”，通常是指外设已把
数据送人它的数据缓冲区，微处理器可以从缓冲区直接读取数据了。如果数据没有准备就绪，那么数
据传送则不能进行。　　（2）在需要向外设输出数据时，微处理器必须查询外设是否处于“空闲”
状态。外设处于“空闲”状态即外设已经准备好接收数据，这种情况往往是指外设的数据缓冲区已经
清空，可以接收数据了。否则，外设处于“忙”状态，数据传送则不能进行。　　可以看出，所谓查
询，就是用相关命令输入设备的有关状态（字），微处理器进行判断后决定数据传送是否进行，程序
查询的流程如图6—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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