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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本书的主要内容包括：微型计算机的基本组成与工作原理，存储器系统，Intel系列16位及32位微
处理器的体系结构，指令系统及其汇编语言程序设计，中断及输入/输出接口技术，总线、操作系统及
网络互联，微机应用系统的设计举例等。
内容由浅入深，循序渐进，注重基础，着眼应用，既注意跟踪目前微机系统的最新发展，又保持了基
础内容的相对稳定性；既充分考虑到国内高校现有的教学和实验设备条件，又尽可能满足工程应用的
需要。
因此，本书不仅适用于电气工程与自动化专业及电类非计算机专业本科生使用，也可以作为工程技术
人员的自学参考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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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在同步通信中，一帧信息的字符个数可由用户来设置，除了同步字符和校验字符，用
户信息字符可达几百上千个。
因此，与异步通信相比，同步通信的数据传输效率高、传输速度快，适合于大量数据的场合。
3.串行接口的基本任务（1）进行串一并行转换串行传送数据是一位一位依次顺序传送的，而计算机处
理数据是并行的。
所以，当数据由计算机送至数据终端时，需要把并行数据转换为串引数据再传送；而当计算机接收终
端传来数据时，则先需要把串行数据转换为并行数据后才能送入计算机处理。
（2）实行串行数据格式化当从CPU来的并行数据被转换成串行数据后，接口电路要能实现不同通信
方式下的数据格式化。
异步方式下，发送或接收数据时自动生成或去掉启动停止位；面向字符的同步方式下，接口所做的数
据格式化则主要是在数据块前面加同步字符。
（3）可靠性检验为确保接收／发送数据的可靠性，在发送时，接口电路自动生成奇偶校验位，在接
收时，接口电路检查字符的奇偶校验位或其他校验码，以确定是否发生传送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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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微型计算机原理及应用》：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普通高等教育电气工程与自动
化类“十一五”规划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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