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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编者在总结多年教学、科研工作实践的基础上，结合目前高校计算机专业硬件技术教学的实际情
况，充分考虑计算机应用技术的发展与创新，编写了《嵌入式硬件技术基础》这本书。
本书将“计算机组成原理”、“汇编语言程序设计”、“微型计算机原理及接口技术”等课程的内容
进行有机的融合，有效地解决知识联系分散，知识结构松散，理论与实际联系不紧密等诸多问题，达
到内容精炼、重点突出、知识连贯、侧重应用的目标，为学生建立专业核心课程的系统化结构，同时
占用较少的学时，使学生掌握嵌入式应用系统开发所需要的硬件基础知识，培养学生对嵌入式系统的
分析、开发与设计的能力。
本书的特色　　1．具有结构优化、内容精炼、重点突出的优点，强调建立微处理器级和硬件系统级
的整机’概念，体现了课程结构的合理性。
　　2．本书各章有较多的应用举例和习题，着眼于提高学生分析实际问题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较好地体现了实用性。
　　3．本书配有电子教案和习题解答，读者可从华信资源教育网上下载，以方便学生课后的学习和
复习。
随着计算机技术迅速发展而不断出现的新器件、新部件及新技术、新知识也可在该网站上下载。
　　4．本书有配套的《嵌入式硬件技术基础实验与习题解答》，它不仅有软件实验、硬件实验、软
硬件相结合的实验项目，还有有关实验内容的设计思想、方法、原则及实践经验总结，并且包括典型
问题分析解答和本书全部习题的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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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80x86微处理器为平台来阐述微机系统的组成和系统的接口技术，通过汇编语言将原理与应
用联系起来，同时将开发嵌入式应用系统所需要的硬件基础知识进行了详细的阐述。
本书可分为3个部分，第1部分主要介绍组成嵌入式应用系统功能部件的原理、结构，第2部分主要介绍
硬件编程语言——汇编语言及其与C语言的混合编程，第3部分主要介绍嵌入式应用系统的典型接口芯
片、接口技术，以及嵌入式应用系统软、硬件设计的基本方法。
　　本书有配套的实验教材《嵌入式硬件技术基础实验指导与习题解答》（包括实验指导书、课后习
题详细解答），提供免费的电子课件。
　　本书可作为高等院校计算机类相关专业硬件基础课程的教材或参考书，也可作为计算机应用开发
人员和希望掌握计算机硬件知识的读者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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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②大型机是所在时代计算机科技水平的一个衡量尺度。
大型机通常由4个、8个、16个、32个或更多处理器组成，运算速度快，存储容量大，且通用性强。
主要应用于集中存储、管理和处理大量的信息，为企业或政府服务。
集中式信息处理是以主机系统加终端为代表，采用分时处理，几百个甚至上千个用户在终端上操作，
就像自己拥有一台计算机一样。
随着计算机网络的发展，大型机作为网络服务器为企业或政府提供了一个安全、有效的平台，它的高
可靠性、安全性、高吞吐能力、高可扩展性、防病毒及防黑客能力体现了绝对优势。
大型机一般每秒执行数百万到数亿条指令，主存容量几十万到几百万字，有较多的外设和通信接口，
有很强的I／O处理能力和丰富的系统软件及应用软件。
　　③中型机一般为通用计算机。
其性能和价格介于小型机和大型机之间。
　　④小型机是性能较好、价格便宜、应用领域十分广泛的计算机。
一般速度每秒几十万到几百万次，主存容量几万到几十万字，配有一定数量的外设与通信接口。
支持多种高级语言和汇编语言，有功能较强的操作系统。
　　⑤微型机属于第四代电子计算机产品，即大规模及超大规模集成电路计算机，是集成电路技术不
断发展、芯片集成度不断提高的产物。
从工作原理上来说，微型机与巨型机、大型机、中型机、小型机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
所不同的是采用了集成度较高的器件，使得其在结构上具有独特的特点，即将组成计算机硬件系统的
两大核心部件——运算器和控制器集成在一块芯片上，组成一个不可分割的部件——微处理器CPU，
因此带来微型机体积小，重量轻，价格低，可靠性高，结构灵活，应用面广，功能强，性能优越等一
系列特点。
　　自20世纪70年代初出现第二片微处理器芯片以来，微处理器以惊人的速度发展，几乎每两年集成
度提高1倍，每3～5年更新换代一次。
从4位微处理器的MCS——41到现在的64位高性能处理器构成的微型机，其性能水平早已超过昔日的高
档小型机甚至大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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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嵌入式硬件技术基础》可作为高等院校计算机类相关专业硬件基础课程的教材或参考书，也可
作为计算机应用开发人员和希望掌握计算机硬件知识的读者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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