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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内容简介
本书是清华大学计算机系本科生必修课――《微型计算机技术》的专用教材，初版已被国内350多所高
等院校选作计算机专业教材，并获电子部优秀教材一等奖。
书中首先分析了8086微处理器的编程结构、工作
模式、操作时序、寻址方式和指令系统；然后阐述了微型机和外设的各种数据传输方式，其中，着重
分析了
中断方式和DMA方式的工作原理和传输特点；接着用较多的篇幅介绍了微型机的串、并行通信和接口
技术，
逐一讲解了各关键接口部件的原理和应用；此后讲述了键盘技术、CRT接口技术和打印机接口技术、
总线技
术以及存储器技术，并对单片机作了介绍；随后分析和讲述了微型机操作系统MS－DOS的结构特点、
系统调
用命令和文件存取方式；然后，通过对IBMPC/XT主机系统的结构和工作原理的分析而总结、归纳了
前面
各章的知识。
此次再版充实了32位微处理器的内容，以80386为对象讲述了32位微处理器的工作原理和关
键技术，着重对片内存储管理技术、虚拟存储技术、流水线技术以及32位微型机系统的高速缓存技术
作了
详细阐述，并在此基础上，对80486和Pentium的技术特点作了说明和总结。
在各章中，对重点内容都结合
实例予以说明，并进行了归纳，以利于读者对微型机技术最重要部分的深入理解、牢固掌握和灵活应
用。

本书初版以条理清晰、说理透彻、语言流畅、深入浅出、理论性兼顾实践性而受到任课老师和广大学
生
的好评。
第二版除保持初版特点外，又进一步对原版内容进行了优化，使其更具系统性和先进性。
本书可作
为大专院校计算机系本科生的教材；对内容作适当取舍后，也可用作非计算机专业本科生教材；对于
学习和
从事微型机系统设计和应用的科技人员，本书也是一本内容翔实而易懂的自学教材和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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