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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单片机（Single Chip Computer）是应控制领域应用的需求而出现的，因此亦称微控制器
（Mi-crocontroller。
）。
随着单片机的迅速发展，它在家用电器、办公设备、智能仪表、数据采集系统、工业控制系统、机电
一体化产品和航空航天电子系统等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由于单片机技术在各个领域的广泛应用，世界上许多集成电路生产厂家相继推出了各种类型的单
片机。
在单片机家族的众多成员中，MCS一51系列单片机以其高性能、成熟的技术及高性价比等成为国内单
片机应用领域的主流。
随着单片机产品的多样化，MCS一51单片机亦推出了更多具有增强功能的新产品。
　　尽管当前有关MCS一51系列单片机的书籍品种繁多，但侧重面各不相同。
本书是为高等职业院校非计算机专业学生编写的教材，同时也可作为计算机培训班教材以及从事单片
机应用的广大科技人员的参考书。
因此，在编写本书时力求简明扼要、通俗易懂，内容新颖，并注重理论联系实际，着重实际应用，深
入浅出。
书中提供了大量实用电路和程序，并列举了单片机应用系统的设计方法、开发过程等重点应掌握的内
容，便于读者举一反三，触类旁通，同时提供了实践环节，把学习单片机基础知识与应用实践结合起
来，有助于理论联系实际，培养兴趣，增强动手能力。
每章附有习题，便于考察读者对相关内容的了解、掌握的程度。
　　本书第1～7章及第11章由无锡高等职业技术学校刘雪雪编写，第8～10章由东南大学赵良法编写。
　　本书由高等教育出版社章浩平编审审阅，还得到黄慧春老师和华斌杰、钟秋申等学生的大力支持
，在此一并表示衷心感谢。
　　限于编者的水平，书中难免存在错误和不当之处，恳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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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单片机原理及实践》是五年制高等职业教育电子信息类、电气控制类专业系列教材之一。
主要内容包括：概述、MCS一51单片机原理、MCS一51单片机指令系统、汇编语言程序设计、定时器
／计数器、中断系统、串行通信接口、：MCS一51单片机系统的扩展、接口技术、单片机应用系统的
开发和MCS一51单片机开发系统。
　　《单片机原理及实践》可作为高等职业院校非计算机专业教材，同时也可作为计算机培训班教材
以及从事单片机应用的广大科技人员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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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3.主流与多品种共存　　现在，虽然单片机的品种繁多，各具特色，但仍以80C51为核心的单片机
占主流，兼容其结构和指令系统的有Philips公司的产品、Atmel公司的产品和我国台湾的winbond系列
单片机等。
所以，以80C51为核心的单片机占据了半壁江山。
而Microchip公司的PIC精简指令集（RISC）也有着强劲的发展势头，我国台湾的Holtek公司近年的单
片机产量与日俱增，以其低价质优的优势，占据一定的市场份额。
此外，还有Motorola公司的产品和日本几大公司的专用单片机。
在一定的时期内，这种情形将得以延续，而不存在某个单片机一统天下的垄断局面，走的仍然是依存
互补、相辅相成、共同发展的道路。
　　单片机以它的优点——成本低、体积小、可靠性高、高附加值、通过更改软件可改变控制要求等
越来越受到电子工程师的青睐。
过去一个复杂的控制电路，现在可用一块单片机芯片来实现；过去用可编程控制器（PLC）来控制的
电路，现在改用单片机控制后成本大大降低。
单片机控制系统正以空前的速度取代经典的电子控制系统。
学习单片机技术，已成为大学生、电子工程师和电子电工类技师的必备技能。
　　§1.2单片机的应用范围　　目前，单片机已渗透到人们生活的各个领域，几乎很难找到哪个领域
没有单片机的踪迹。
导弹的导航装置，飞机上各种仪表的控制，计算机的网络通信与数据传输，工业自动化过程的实时控
制和数据处理，广泛使用的各种智能IC卡，汽车的电气系统，录像机、摄像机、空调、全自动洗衣机
的控制，以及程控玩具、电子宠物，等等，这些都离不开单片机，更不用说自动控制领域的机器人、
智能仪表、医疗器械了。
　　§1.3单片机的分类　　按指令系统分：单片机分CISC（复杂指令集）结构的单片机和RISC（精
简指令集）结构的单片机。
CISC结构的单片机数据线和指令线分时复用，即所谓冯·诺伊曼结构。
采用RISC结构的单片机数据线和指令线分离，即所谓哈佛结构。
属于CISC结构的单片机有Intel的8051系列、Motorola的.M68HC系列、Atmel的AT89系列、我国台湾
的Winbond（华邦）w78系列、荷兰Philips的PCF80C51系列等；属于RISC结构的有：Microchip公司
的PIC系列、Zilog的Z86系列、Atmel的AT90S系列、韩国三星公司的KS57C系列4位单片机、我国台湾
义隆的EM一78系列等。
一般来说，控制关系较简单的小家电可以采用RISC型单片机；在控制关系较复杂的场合，如通信产品
、工业控制系统应采用CISC单片机。
不过，RISC单片机的迅速完善，使其佼佼者在控制关系复杂的场合也毫不逊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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