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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时光更迭，历史嬗变，时至今日，计算机技术一如既往飞速发展，进入“十一五”，我国科技、经济
和社会发展对高等学校计算机基础教育提出了更高、更新的要求。
社会信息化不断向纵深发展，各行各业的信息化进程不断加速。
用人单位对大学毕业生的计算机能力要求有增无减，社会的信息化对大学生的信息素质也提出了更高
的要求。
高等学校中的“微型计算机原理与接口技术”课程的教学也需要不断更新教学理念，深化教学改革，
提高教学质量。
本教材是在原有“高等教育百本精品教材”——“微型计算机（Pentium系列）与接口技术”的基础上
修订而成。
本教材是根据IT时代需求，紧贴教材名称“微机原理与接口技术”而编写的一本通用教材。
全书围绕微机原理和接口技术这两个核心来组织内容。
编者以科学发展观审视“微型计算机原理与接口技术”教学内容，力求使第2版教材的特点突出，教
学内容更加全面，知识结构更加合理，内容更加先进、实用，更加适应新形势下高等院校对微型计算
机与接口知识的需求，以适应众多不同层次、不同类型、不同专业院校的需要。
使这本教材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各取所需、各取所用之作用。
各院校可以根据自身的情况和需求，教师可根据学时情况灵活掌握，对本教材内容或删繁就简、因地
制宜、有选择地精讲其中的部分内容，以适应自己学校的实际情况；或讲授全部内容，都不失为因地
制宜、灵活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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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微机原理与接口技术（第2版）》是以微机原理、接口技术、微机最新技术这3个核心内容来组
织教学内容的。
其中，微机原理是以微机技术的发展为主轴线，注意结合目前我国的教学态势，采用了大家非常熟悉
的传统的16位的8086，与技术先进的32位的Penfium进行对比、对照的描述方法，对微机原理进行分析
、解剖，以及微机技术的发展给微机领域带来的新技术、新知识、新理念；辅以对寻址方式和指令系
统内容的描述，使读者对微机硬件的操作过程有一个全面细致的认识，对微机的发展趋势有一个全面
了解。
　　本教材对目前微机领域内采用的先进的总线技术、串行接口技术、并行接口技术，以应用为目的
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描述。
　　本教材最后用外围芯片组、高档Pentium的64位技术、双核技术等最新教学内容，将读者带入微机
领域内一个崭新的境界。
　　本教材反映了微机领域内最新的微机原理知识和最先进的微机接口技术，内容丰富、系统，不同
层次、不同类型的高等院校皆可采用。
　　本教材既有教学内容的基础性、知识性、先进性、系统性的特点，又切实注意到学生的认知习惯
和教师的教学习惯。
在教学内容的安排上由浅入深、循序渐进。
　　本教材内容通俗、简洁、实用，所需学时可灵活掌握，可作为各普通高等学校计算机类、电气信
息类、机电类本科生及相关专业专科生、各种成人教育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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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艾德才，天津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教授，1970年毕业于天津大学。
曾任教育部高等学校工科计算机课程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从事计算机教学和科研工作30多年，具有
丰富的计算机教学经验；编著出版计算机技术类著作30余种，其中有“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普
通高等教育‘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已经连续3
次获得国家级规划教材的称号。
所编著的微型计算机技术、微型计算机原理与接口技术、微机接口技术、计算机硬件技术基础方面的
教材，因其内容先进、结构清晰、叙述流畅、适合教学，成为众多高校广泛使用的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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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11.3.1 CRT显示器11.3.2 LCD液晶显示器11.3.3 显示控制卡11.4 打印机及其接口技术11.4.1 针式打印机
的基本工作原理11.4.2 激光打印机的基本工作原理11.4.3 喷墨打印机的基本工作原理11.4.4 打印机的接
口11.4.5 打印机的主要性能指标习题第12章 模数及数模转换12.1 D／A转换器12.1.1 D／A转换器的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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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理12.1.2 权电阻解码网络D／A转换器12.1.3 T形电阻解码网络D／A转换器12.1.4 D／A转换器的主要
技术指标12.2 A／D转换器12.2.1 采样保持器12.2.2 A／D转换器的基本原理12.2.3 A／D转换器的主要技
术指标习题第13章 高档微机技术13.1 高能奔腾—一PentiunPro13.2 多能奔腾一PentiumMMX13.3 二代奔
腾—PentiumⅡ13.4 多能奔腾二代——PemiumⅢ13.5 PentjLum413.6 64位技术13.7 双核技术13.7.1 什么是
双核处理器13.7.2 双核技术的优势13.7.3 双核微体系结构习题第14章 外围芯片组14.1 外围芯片组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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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14.2.2 体系结构概述14.2.3 系统地址映射14.2.4 主机接口功能14.2.5 存储器接口14.2.6 AC，97音频和调
制解调控制器14.2.7 PCI接口14.2.8 DMA控制器14.2.9 定时器和实时时钟RTC14.2.10 中断控制器⋯⋯参考
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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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1．复杂指令系统计算机每一种微处理器的CPU都有属于它自己的指令系统。
CPLJ正是通过执行一系列的特定的指令来实现应用程序的某种功能。
像Intel x86系列，为了增加新的功能，就必须增加新的指令；另一方面，为了保持向上兼容，又必须保
留原有的指令。
每条指令又有若干个不同的操作字段，用来说明要操作的数据类型以及存放的位置（是在寄存器中还
是在内存储器中）。
这就意味着一个规模较大的指令系统和复杂的寻址技术。
以这样的微处理器为平台的计算机系统就是复杂指令系统计算机（CISC）。
为进一步提高操作系统的效率和微机的性能，又要在指令系统中增加更多的指令和功能更强的复杂指
令；而且还要尽可能使指令系统与高级语言的语义相近，以便于编译程序对高级语言的编译和进一步
地降低软件成本。
另外，为了使新的微机与它的前辈机在软件上兼容，指令系统只能扩充，而不能删减任何一条指令，
这必然使得Intel系列微机的指令系统越来越复杂。
例如，Pentium微处理器指令系统，不仅继承了其前辈机的所有指令，而且又增加了Cache的指令和诸
如8字节比较和交换等指令，指令数达300余条。
CISC也有许多优点，如指令经编译后生成的指令程序较小且执行起来较快，节省硬件资源，像存取指
令的次数少，占用较少的存储器等。
2．精简指令系统计算机精简指令系统计算机（RISC）的核心思想是通过简化指令来使计算机的结构
更加简单、合理，从而提高CPU的运算速度。
解决途径就是减少微处理器指令总数和减少指令操作的时钟周期数。
经过当时的技术比较测试表明，处于同样工艺水平的芯片，RISC的运行速度是CISC运行速度的3～5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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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微机原理与接口技术(第2版)》特色：《微机原理与接口技术(第2版)》是在“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
、“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微型计算机（Penlium系列）原理与接口技术》的
基础上，按照“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的要求组织编写的。
本教材延续了上一版教材基础性、知识性、先进性、系统性的特点，在内容按排上，较之前一版，有
如下特点：更为通俗、简捷和实用，反映了微机领域内最新的微机原理知识和最先进的微机接口技术
每章的开始都新添加了本章知识要点，使读者对本章主要教学内容、重点、难点了然于胸。
较之前版，在接口内容上进行了调整，增加了广大用户经常使用的、具有实用值的知识内容，使《微
机原理与接口技术(第2版)》更为全面和实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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