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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为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本书的参考学时数为90学时，主要内容是：以80X86系列微型计算机为样板机，80386／80486为主线，
主要介绍微型计算机的基础知识（包括数制及编码系统、数据类型及整机工作原理等），微处理器结
构及组成，微处理器的引脚及工作时序，寻址方式、指令系统与汇编语言程序设计，半导体存储器及
存储器管理技术，中断、异常及输入／输出接口技术，最后对微型计算机系统及其操作系统和网络做
了介绍。
微型计算机基础知识一章中突出介绍了微型计算机的整机工作原理，为后面章节的学习起到了提纲挈
领的作用。
微处理器组成与结构一章除对80X86系列CPU做重点介绍外，还对Pentium系列CPU（Pentium I
、PentiumⅡ、PentiumⅢ、Pentium 4）做了简介。
半导体存储器一章除增加闪速存储器及Cache等较新内容外，还对当前市场上PC机常用内存种类做了
简要介绍。
汇编语言程序设计一章中，除了重点突出实方式下的编程外，还介绍了DOS系统功能调用、BIOS调用
及汇编语言与高级语言的混合编程。
在输入／输出方法及常用接口电路一章中，以介绍常用接口电路为主，并对新的多功能I／O接口电路
也做了简介。
微型计算机系统一章中除了介绍系统组成外，还介绍了许多：PC机实用技术，如系统设置、各种外部
设备的工作原理及其应用程序等。
本教材在编写过程中注意了由浅入深、循序渐进，对基本概念讲述清楚，并有大量实例，具有软硬结
合、图文并茂、内容丰富及取材较新等特点，不仅适合用做教材，而且可作为工程技术人员的自学用
书。
使用本教材时应注意先学习数字电子技术课程，其教学方法应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要多上机、多
实践，这样才能有好的效果。
本教材由姚燕南编写第一、六、七章，薛钧义编写第三、九章，姚向华编写第二、八、十一章，姚向
华与欧文共同编写第四、五章，姚向华与薛钧义共同编写第十章。
冯博琴教授为本教材的编写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在此表示诚挚的感谢。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书中难免还存在一些缺点和错误，殷切希望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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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微型计算机原理与接口技术》以80X86系列微机为样
板机，以80386/80486为主线，主要介绍微型计算机的基础知识（包括数制及编码系统、数据类型及整
机工作原理等），微处理器结构及组成，微处理器的引脚及工作时序，寻址方式、指令系统与汇编语
言程序设计，半导体存储器及存储器管理技术，中断、异常及输入／输出接口技术。
最后对微机系，统及其操作系统和网络做了介绍。
本书特点是由浅入深、循序渐进，并从应用角度出发，讲述了微型计算机的基本原理及应用技术。

　　《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微型计算机原理与接口技术》可作为高等学校非计算
机专业相关课程的教材，也可作为工程技术人员的自学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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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姚燕南，1941年3月生，1964年毕业于西安交通大学自动控制专业，现为西安交通大学自动化科学
与技术系教授。
长期从事微机控制系统方面的教学和科研工作，获得多项科研及教学成果，公开发表论文50多篇，主
要著作有《微型计算机原理》、《微机控制系统及其应用》、《微机控制新技术》等。

　　薛钧义，1937年12月生，1960年毕业于西安交通大学工业自动化专业，1964年工业电子学研究生
毕业，现为西安交通大学电气工程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曾任电气工程学院院长、教育部西安交通大学电工电子教学基地总负责人，全国工业控制计算机专业
会委员，全国自学考试委员会，电子、电工信息类专业委员会委员等职。
主编了《微型计算机原理及应用（Intel80x86系列）》、《凌阳十六位单片机原理及应用》、《微机控
制系统及其应用》等教材。
多次获得省、部级优秀教材奖及优秀教学成果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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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8086/8088的I/O地址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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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题与思考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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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 机器指令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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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 立即寻址（ImmediateAddres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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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存储器操作数的寻址方式
3.3 指令系统　　　　　　　　
3.3.1 数据传送类指令　　　　
3.3.2 算术运算指令　　　　　
3.3.3 逻辑运算与移位指令　　
3.3.4 串操作指令　　　　　　
3.3.5 位操作指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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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9 处理器控制指令　　　　
3.3.10 操作系统型指令　　　　
习题与思考题　　
　
第四章 汇编语言程序设计　　　　
4.1 计算机程序设计语言的演变　
4.1.1 机器语言　　　　　　
4.1.2 汇编语言　　　　　
4.1.3 高级语言　　　　　　
4.1.4 混合语言　　　　　　　
4.2 汇编语言语法　　　　　　　
4.2.1 指令语句格式　　　　　
4.2.2 汇编语句的操作数　　　
4.2.3 变量的定义方法　　　　
4.2.4 伪指令　　　　　　　　
4.2.5 宏指令及其使用
4.3 实地址方式下的汇编语言程序设计
4.3.1 顺序程序设计
4.3.2 分支程序设计
4.3.3 循环程序设计
4.3.4 子程序设计
4.3.5 多模块程序设计
4.4 汇编程序及上机过程
4.4.1 汇编语言源程序的汇编、连接和装入运行
4.4.2 汇编程序对源程序的汇编过程
4.4.3 汇编语言和PC DOS的接口
4.4.4 MASM版本介绍
4.5 DOS及BIOS功能调用
4.5.1 DOS中断及功能调用
4.5.2 BIOS中断及功能调用
4.6 汇编语言与高级语言的混合编程
习题与思考题
第五章 微处理器外部结构和总线操作时序
5.1 8086/8088 CPU的引脚功能
5.1.1 8086/8088 CPU共用引脚功能
5.1.2 最小方式下引脚信号的功能
5.1.3 最大方式下引脚信号的功能
5.1.4 8086/8088最小方式和最大方式系统的基本配置
5.2 8086/8088系统总线时序
5.2.1 系统的复位时序及典型的总线周期时序
5.2.2 最小方式系统总线周期时序
5.2.3 最大方式系统总线周期时序
5.3 80386/80486 CPU的引脚信号功能及其系统总线时序
5.3.1 80386引脚信号及其系统总线时序
5.3.2 80486引脚信号及其系统总线时序
习题与思考题
第六章 半导体存储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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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DRAM
6.4.1 DRAM基本存储单元及其工作原理
6.4.2 简单DRAM芯片举例
6.4.3 简单动态RAM的连接与再生
6.5 高速缓冲存储器Cache
6.5.1 概述
6.5.2 高速缓冲存储器的组成和结构
6.5.3 高速缓存Cache的地址映像功能
6.5.4 Cache内容的替换
习题及思考题
第七章80386/80486 CPU的存储器管理
7.1 实方式存储器管理
7.1.1 存储器的分段结构
7.1.2 物理地址的形成
⋯⋯
第八章 中断及异常
第九章 输入/输出方法及常用的接口电路
第十章 微型计算机系统
第十一章 微型机操作系统和微型机网络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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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在预取指令代码时，BIU把从外部存储器取来的指令代码同时传送给代码预取部件
和内部高速缓冲，以便在紧密编码循环中，下一次预取相同的指令，可直接访问高速缓存。
 BIU采用写缓冲寄存器的方法先将写操作数据暂存起来，等待外部存储器或I／O端口来取。
当操作数的数据被缓冲寄存时，处理器便可执行其他操作，这称为写缓冲。
80486 BIU可缓冲寄存4个32位的写操作数据。
地址、数据和控制信息都能被缓冲，这无疑将提高处理器的运行速度。
 2）高速缓冲存储部件 高速缓冲存储部件用来管理80486芯片上的8 KB高速缓冲RAM。
处理器中其他部件产生的所有总线访问请求在送达BIU之前，先经过高速缓存部件。
如果总线访问请求能在高速缓存中得以解决，则该总线访问请求将立即得到满足，BIU不必再产生总
线周期，这种情况称为高速缓存命中。
如果总线访问请求不能在高速缓存中得以解决，便称为高速缓存未命中，这时BIU将以一次l6字节的传
输方式将请求的存储单元内容送至高速缓存，这称为高速缓存的行填充。
写操作时，检查整个高速缓存，若发现写操作的目标，则立即修改高速缓存的内容，并开始一个写总
线周期，把修改的数据写回存储器，这称为高速缓冲存储器写通。
 80486中高速缓存部件及代码预取部件紧密耦合。
一旦代码预取部件预取指令代码时未命中，BIU将对高速缓存进行行填充，从存储器取出的指令代码
将同时送到高速缓存部件和代码预取部件。
 3）代码预取部件 在总线空闲周期时，代码预取部件向BIU发出预取指令的请求。
预取的存储器地址由预取部件自身产生。
预取周期将一次读16个字节的指令代码，并存入32个字节的预取队列中。
如果高速缓冲存储器在指令预取时能命中，则不需要产生总线周期。
当遇到跳转、中断、子程序调用等操作时，预取队列被清空。
 4）指令译码部件 指令译码部件的功能是从指令预取队列取机器码，并将其转换成对其他处理部件的
控制信号等。
译码过程分两步：首先要决定指令执行时是否需要访问存储器，若需要便立即产生总线访问周期，使
存储器操作数在译码结束后能准备好；然后进行译码过程的第二步，产生对其他处理部件的控制信号
等，为指令执行做好准备。
 由于采用两步译码，且大多数指令都在一个时钟周期内译码完毕，80486的指令译码部件中没有已译
码指令队列。
 5）控制部件 80486中控制部件单独设置而没有放在执行部件中。
控制部件对整数部件、浮点部件和段部件等进行控制，使它们完成已译码指令的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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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微型计算机原理与接口技术》可作为高等学校非计算机专业相
关课程的教材，也可作为工程技术人员的自学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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