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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详细介绍PROTEUS软件在电路及单片机设计中的具体应用，包括基础篇、结合篇和职场篇三
部分。
基础篇讲述电工学、电子电路、单片机原理及PROTEUS软件的编辑环境、电路设计与仿真基础等内容
。
结合篇详细介绍PROTEUS软件在模拟电路、数字电路中的设计与仿真，以及如何使用PROTEUS实现
单片机基本功能的设计与仿真。
职场篇从项目开发的角度出发，详尽介绍如何利用PROTEUS软件进行项目开发的设计与仿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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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方式0和方式2的波特率是固定的，而方式1和方式3的波特率是可变的，由T1的溢出
率决定。
 1）方式0在方式0下，串行口作同步移位寄存器用，其波特率固定为fosc／12。
串行数据从RXD（P3.0）端输入或输出，同步移位脉冲由TXD（P3.1）送出。
这种方式常用于扩展I／O口。
 （1）发送。
当一个数据写入串行口发送缓冲器SBUF时，串行口将8位数据以fosc／12的波特率从RXD引脚输出（低
位在前），发送完置中断标志TI为1，请求中断。
在再次发送数据之前，必须由软件清TI为0。
具体接线图如图3—15所示，其中74LS164为串人并出移位寄存器。
 （2）接收。
在满足REN=1和RI=0的条件下，串行口即开始从RXD端以fosc／12的波特率输入数据（低位在前），
当接收完8位数据后，置中断标志RI为1，请求中断。
在再次接收数据之前，必须由软件清RI为0。
具体接线图如图3.16所示，其中74LS165为并人串出移位寄存器。
 串行控制寄存器SCON中的TB8和RB8在方式0中未用。
值得注意的是，每当发送或接收完8位数据后，硬件会自动置TI或Rl为1，CPU响应Ti或RI中断后，必
须由用户用软件清0。
使用方式0时，SM2必须为0。
关于串行口方式0在扩展I／O方面的应用，软件编程本书不再做介绍。
 2）方式1 方式1是10位为一帧的异步串行通信方式。
发送或接收一帧信息，包括1位起始位0、8位数据位和1位停止位1。
其帧格式如图3—17所示。
 （1）发送。
发送时，数据从TXD输出，当数据写入发送缓冲器SBUF后，启动发送器发送。
当发送完一帧数据后，置中断标志TI为1。
方式1所传送的波特率取决于定时器TI的溢出率和PCON中的SMOD位。
 （2）接收。
接收时，由REN置1允许接收，串行口采样RXD，当采样1到0的跳变时，确认是起始位0，就开始接收
一帧数据。
当RI=0且停止位为1或SM2=0时，停止位进入RB8位，同时置中断标志RI，否则信息将丢失。
所以，方式1接收时，应先用软件清除RI或SM2标志。
 3）方式2 在方式2中，串行口为11位UART，传送波特率与SMOD有关。
发送或接收一帧数据包括1位起始位0、8位数据位、1位可编程位（用于奇偶校验）和1位停止位1。
其帧格式如图3—18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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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基于PROTEUS的电路及单片机设计与仿真》适合从事电子电路设计的工程技术人员阅读，也可作为
高等院校相关专业的教学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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