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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自1981年计算机界的巨人——IBM公司推出了IBM-PC（个人计算机），计算机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
时代——微型计算机时代。
20年来，微型计算机的性能得到了极大提高。
就CPU来说，十余年来，Intel公司生产的芯片经历了8088、8086、80186、80286、80386、80486
到Pentium（中文名为奔腾，编号为80586）；Pentium也经历了Pentium、Pentium MMX、Pentium Pro（
中文名为高能奔腾又称80686，即为Pentium 6结构的第一个处理器）以及把MMX技术与Pentium Pro结
合在一起的Pentium II、Pentium III直至最新的Pentium 4。
这些CPU形成一个系列（x86系列），它们是向下兼容的。
在8086（8088）CPU上开发的程序，完全可以在Pentium 4上运行。
所以，Intel公司把它们称为IA（Intel Architecture）-32结构微处理器。
我们可以用两个表来说明IA．32结构微处理器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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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微机原理与接口技术》的第二版。
本版本根据微处理器的最新发展(超线程技术、双核技术)，从Intel系列微处理器整体着眼，又落实到
最基本、最常用的8086处理器，介绍了微机系统原理、Intel系列微处理器结构、8086指令系统和汇编
语言程序设计、主存储器及与CPU的接口、输入输出、中断以及常用的微机接口电路和数模(D/A)转
换与模数(A/D)转换接口。
本修订版根据教学改革的要求与授课教师的意见，作了必要的精简与修改。
全书观点新、实用性强。
　　本书适合各类高等院校、各种成人教育学校和培训班作为教材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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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概述自从1981年IBM公司进入微型计算机领域并推出IBM-PC以后，计算机的发展开创了一个
新的时代——微型计算机时代。
微型计算机（以下简称微机）的迅速普及，使计算机真正广泛应用于工业、农业、科学技术领域以及
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以前的大型机（MainFrame）、中型机、小型机的界线已经日益模糊甚至消失。
随着微机应用的普及及技术的发展，芯片与微机的功能和性能迅速提高，其功能已经远远超过了20世
纪80年代以前的中、小型机甚至超过了大型机。
到了20世纪90年代，随着局域网、广域网、城际网以及Intemet的迅速普及与发展，微机从功能上可分
为网络工作站（客户端Client）和网络服务器（Server）两大类型。
网络客户端又称为个人计算机（Personal Computer，PC）。
1.1 IA-32结构的概要历史1971年，Intel公司发布了Intel 4004，这是一个4位微处理器，被认为是世界上
第一个微处理器。
从此，微处理器得到了极其迅速的发展。
直至今天，基本上按摩尔定律（每18个月微处理器芯片上的晶体管数翻一番）指出的那样发展。
到了20世纪70年代中期，微处理器的主流是Intel的8080、8085，Motorola的6800和S109的Z80等8位微处
理器。
其中，Z80稍占优势。
随后，各个公司都向16位微处理器发展。
1981年，计算机界的巨头——IBM公司（当时，IBM一个公司的销售额占整个计算机行业的销售额的50
％以上）进入了个人计算机领域，推出了IBM-PC。
在IBM-PC中采用的CPU是Intel的8088微处理器。
 IBM-PC的推出极大地推动了个人计算机的发展，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个人计算机的年产量已经超
过了200万台，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已经超过了1000万台。
个人计算机的迅猛发展，造就了两个新的巨人——MicrosoR公司和Intel公司。
Intel公司在微处理器市场占据着绝对的垄断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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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21世纪高等学校计算机规划教材:微机原理与接口技术(第2版)》强调微机原理的基础知识；突出常用
接口及实际应用；提供大量实用的汇编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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