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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机原理及其应用》

前言

《微机原理及其应用》一书2000年出版，2003年再版以来，得到了广大读者的关心和大力支持，不少
高校选为教材。不少读者在使用过程中提出了宝贵的意见，作者深表感谢。根据计算机技术发展的需
要，作者对第2版作了许多重大的修改和补充。本次修订注重微型计算机新技术和技术运用的知识，
也考虑具有数字电路基础的工程科技人员学习和应用微型计算机的要求。在编写中我们立足高等职业
教育的特点和要求，从应用工程的角度结合实际出发，通过微型计算机介绍计算机的原理、结构和特
点以及应用技术。本书将原来的8章改为9章，并对各章的内容进行了较大的增删。在内容上，仍保持
了全书的系统性、实用性、循序渐进、突出重点的特点。对微型计算机系统的硬件部分侧重各类接口
器件的功能和应用；对软件部分强调与硬件结合，强调编程方法和编程技巧。本次修订仍以8086CPU
为核心，删除了一些过时的内容，补充了一些新开发的芯片和运用技术。与第2版相比，主要修订的
内容有：第一，汇编语言和高级语言的混合编程；第二，高档微处理器技术与应用；第三，通用串行
接口总线USB运用；第四，嵌入式系统硬件和软件；第五，PLC可编程控制器与应用；第六，对每章
后面的习题与思考题作了调整和充实，力求全面并有代表性。本书共分9章，主要内容包括计算机基
础知识、8086微处理器与汇编语言、80X86微处理器结构、存储器结构、微机中断系统和DMA控制方
式、微机接口及其应用、单片微处理机和嵌入式处理器、A／D和：D／A转换器、可编程控制器。本
书第1、2、3、8章由丁新民编写；第4章由戚济民编写；第5章由贺海晖编写；第6章由汪审芳编写；
第7、9章由朱锡均编写。本书在修订的过程中，吸收了广大读者所提的宝贵意见，在此表示感谢。华
东师范大学张汝一杰教授、上海电视大学陈信教授审阅了本书的编写大纲和书稿，提出了许多指导性
意见。另外，姚洪奎老师、刘中原老师、陈志毅老师、石林祥老师为本书的出版做了许多工作，在此
，对他们表示深深的谢意。由于作者的水平有限。书中仍会有错误和不当之处.恳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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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微机原理及其应用》是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微机原理及其应用》以16位微
型计算机作为主讲机型，系统地介绍了微型计算机的组成原理、程序设计、接口技术，并介绍了单片
微处理机和模拟接口技术的内容。《微机原理及其应用》共分9章，主要内容包括计算机基础知识
、8086微处理器与汇编语言、80X86微处理器结构、存储器结构、微机中断系统和DMA控制方式、微
机接口及其应用、单片微处理机与嵌入式处理器、A／D和D／A转换器、可编程控制器。
《微机原理及其应用》可作为应用性、技能型人才培养的各类教育的机械、电子、计算机等专业的教
学用书，也可供各类培训、有关工程技术人员和自学者参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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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2.6.1 DOS系统功能调用2.6.2 BIOS中断调用2.7 宏指令、条件汇编及上机过程2.7.1 宏指令2.7.2 重复汇
编和条件汇编2.8 模块化设计与混合编程2.8.1 模块化设计2.8.2 模块之间的连接2.8.3 汇编语言与c语言的
混合编程本章小结习题与思考题第3章 80X86微处理器结构3.1 80386微处理器3.1.1 CPU结构3.1.2 寄存器
结构3.1.3 80386引脚功能3.1.4 工作模式3.2 80486微处理器3.2.1 性能概述3.2.2 基本结构3.2.3 寄存器组
织3.2.4 80486部分引脚功能3.3 PentiBin微处理器3.3.1 Pentium处理器简介3.3.2 PentiumPro处理器3.3.3
PentiumⅡ、PentiumⅢ和Pentium4处理器3.3.4 双核、迅驰和酷睿处理器3.4 指令系统简介3.4.1 寻址方
式3.4.2 80X86新增指令3.4.3 Pentium新增指令本章小结习题与思考题第4章 存储器结构4.1 存储器分
类4.1.1 按用途分类4.1.2 按信息存取方式分类4.1.3 主要性能及特点4.2 存储器组织4.2.1 存储单元基本工
作原理4.2.2 存储器基本结构4.2.3 微机系统的主存储器4.3 存储器容量扩展4.4 CPU与存储器的连接4.4.1 
存储总线4.4.2 几种常用存储器芯片4.4.3 CPU与存储器的连接4.5 80x86与存储器的连接4.5.1 8086存储
器4.5.2 80386、80486存储器4.5.3 Pentium与PentiumPro存储器4.5.4 RAM存储器件的备份电源4.5.5 SIMM
和DIMM内存部件4.6 存储空间的分配和使用4.7 Cache存储器4.8 虚拟存储器4.9 外部存储设备4.9.1 硬盘
存储器4.9.2 软盘存储器4.9.3 光盘存储器4.9.4 移动式硬盘存储器4.9.5 快速(Flash)擦写存储器本章小结习
题与思考题第5章 微机中断系统和DMA控制方式5.1 中断系统概述5.1.1 中断的基本概念5.1.2 中断源的
分类5.1.3 中断优先级与中断向量5.2 8259A可编程中断控制器及其应用5.2.1 8259A引脚和结构5.2.2 8259A
单片连接和编程5.2.3 8259A级联与编程5.2.4 8259A应用举例5.3 DMA控制方式和8237A可编程控制器5.3.1
DMA的基本操作5.3.2 8237A的编程结构5.3.3 8237A初始化编程5.3.4 8237A的应用本章小结习题与思考题
第6章 微机接口及其应用6.1 微机I／O接口和总线6.1.1 I／O接口6.1.2 微机I／0接口地址与寻址方式6.1.3 
总线接口介绍6.2 串行通信和可编程接口8251A6.2.1 串行通信的基本概念6.2.2 可编程串行接口8251A6.3 
并行接口芯片8255A及其应用6.3.1 8255A的结构和功能6.3.2 8255A控制字和工作方式6.3.3 8255A的应
用6.4 8253可编程计数器／定时器及其、应用6.4.1 8253内部结构6.4.2 编程命令和工作方式6.4.3 8253应用
举例本章小结习题与思考题第7章 单片微处理机与嵌入式处理器7.1 单片机概述7.1.1 单片机主要特
点7.1.2 单片机发展概况7.1.3 单片机应用概述7.2 MCS－51系列单片机7.2.1 内部结构概述7.2.2 MCS－51
指令系统7.2.3 8031最小应用系统7.2.4 应用举例7.3 嵌入式处理器7.3.1 嵌入式处理器概述7.3.2 ARM处理
器7.3.3 PowerPC处理器7.3.4 我国方舟Area处理器7.3.5 嵌入式处理器的选择7.4 ARM处理器的开发与应
用7.4.1 ARM存储系统7.4.2 ARM编程结构7.4.3 ARM指令系统7.4.4 ARM的中断处理与系统初始化7.4.5 系
统仿真与调试本章小结习题与思考题第8章 A／D和D／A转换器8.1 A／D转换器8.1.1 概述8.1.2 模拟信
号的取样、量化和编码8.1.3 主要性能指标8.1.4 A／D转换原理8.1.5 A／D转换器的应用8.2 实现A／D转
换技术的几种方法8.2.1 采用现有A／D转换器件开发8.2.2 选用模拟接口插件卡8.3 D／A转换器8.3.1 D
／A转换器的工作原理8.3.2 D／A转换器的性能和指标8.3.3 D／A转换器的应用本章小结习题与思考题
第9章 可编程控制器9.1 可编程控制器的结构和工作原理9.1.1 可编程控制器的分类9.1.2 可编程控制器的
结构9.1.3 可编程控制器的工作原理9.2 可编程控制器的编程9.2.1 F1系列可编程控制器9.2.2
SYSMACOMRONc系列可编程控制器简介9.3 可编程控制器的应用举例——在醋酸生产装置中的应用
本章小结习题与思考题附录附录一 80X86指令系统表附录二 ASCIl码字符表附录三 ARM指令集参考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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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3）控制信号产生逻辑控制信号产生逻辑也被称为微操作控制部件，它根据指令译码器和时
序部件的指示，发送一系列微操作控制信号，完成指令所规定的全部操作。4）输入设备和输出设备
输入设备是计算机从外部获取信息的装置，其功能是将人们熟悉的各种形式数据转换成计算机能识别
的信息形式，以便计算机接受。这类设备常见的有键盘、光笔、鼠标等。输出设备的作用是将计算机
运算结果（二进制信息）转换成人们或设备能识别的形式，如字符、文字、图形、图像、声音等。常
见的设备有显示器、打印机、绘图仪等。通常，将辅助存储设备、输入设备和输出设备统称为外部设
备，简称外设。外部设备与计算机之间的信息交换是通过接口电路实现的。接口是主机与外设之间进
行信息交换的装置。接口的主要作用是：首先用于数据缓冲，解决外设与计算机传输速率之间的差别
。其次用于数据格式转换。由于外设与计算机的信息表示形式上的差别，需要将数据转换成二进制信
息，以便计算机接受，如键盘输入的字符，就是通过键盘接口转换成二进制ASCII码，再拼接成主机
的字长输入的。最后用于向主机报告当前外设的工作状况。2.计算机软件系统软件是相对与硬件而言
的。计算机硬件系统是计算机的物理实体，而软件系统则是用于指挥计算机硬件系统工作的程序。软
件系统是指实现各种算法的程序和文档，包括系统软件和应用软件两大部分。（1）系统软件所谓系
统软件，是指负责管理、监控和维护计算机资源的一类软件。包括操作系统、各种程序设计语言、语
言处理程序、数据库管理系统、监控程序、调试和故障检查程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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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微机原理及其应用》本次修订仍以8086 CPU为核心，删除了一些过时的内容，补充了一些新开发的
芯片和运用技术。与第2版相比，主要修订的内容有：第一，汇编语言和高级语言的混合编程；第二
，高档微处理器技术与应用；第三，通用串行接口总线USB运用；第四，嵌入式系统硬件和软件；第
五，PLC可编程控制器与应用；第六，对每章后面的习题与思考题作了调整和充实，力求全面并有代
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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