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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微机原理与接口技术：基于8086和Proteus仿真》从微型计算机系统应用的角度出发，以Intel
8086微处理器和IBM PC系列微机为主要对象，系统介绍了微型计算机的基本组成、工作原理、接口技
术及应用。
全书共13章，包括：微型计算机系统概述、计算机中的数和数制、8086微型计算机系统、8086寻址方
式与指令系统、8086汇编语言程序设计、Proteus仿真平台的使用、存储器、输入/输出接口、可编程接
口芯片、中断与中断管理、数模与模数转换及应用、总线和Proteus ISIS仿真实例。
　　《微机原理与接口技术：基于8086和Proteus仿真》内容全面、实用性强，原理、技术与应用并重
，并特别介绍了利用EDA工具——Proteus ISIS的实验方法，讲述有特点和新意。
书中提供了较多的实例，这些实例全部在Proteus中调试通过，设计方案同时适用于实验箱实验的教学
方式。
　　《微机原理与接口技术：基于8086和Proteus仿真》可作为高等院校工科电气与电子信息类各专业
本科生的教材，也可作为研究生教材或供有关工程技术人员参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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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1.3 微型计算机系统的启动过程微型计算机系统的启动过程中有一个非常完善的硬件自
检机制。
微型计算机上电启动的过程如下：①当电源开关被按下时，电源就开始向主板和其他设备供电，此时
电压还不稳定，主板控制芯片组会向CPU发出并保持一个RESET（复位）信号，让CPU初始化。
当电源开始稳定供电后（从不稳定到稳定的过程只是一个短暂的瞬间），芯片组便撤去RESET信号（
如果是手动按下计算机面板上的Reset按钮来重启机器，那么松开该按钮时芯片组就会撤去RESET信号
），CPU马上就从存储器地址FFFFOH处开始执行指令，这个地址在系统BIOS的地址范围|内，放在这
里的只是一条跳转指令，以使CPU跳到系统BIOS的启动代码处执行指令。
②系统BIOS的启动代码首先要做的事情就是进行POST。
POST的主要任务是检测系统中的一些关键设备是否存在和能否正常工作，如内存和显卡等。
由于POST的检测过程在显卡初始化之前，因此如果在POST自检的过程中发现了一些致命错误，如没
有找到内存或者内存有问题时（POST过程只检查640KB常规内存），是无法在屏幕上显示出来的，这
时系统BIOS可通过扬声器发声来报告错误情况，声音的长短和次数代表了错误的类型。
在正常情况下，POST过程进行得非常快，几乎无法感觉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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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微机原理与接口技术:基于8086和Proteus仿真》是普通高等教育“十二五”规划教材,电子电气基础课
程规划教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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