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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目前，微型计算机的应用已深入到各个领域，从航空航天到家用电器。
这就要求每个从事计算机应用的工程技术人员、将要从事计算机应用的学生，既要掌握软件方面的有
关知识，又要掌握硬件方面的有关知识。
以往的教材把微机原理、汇编语言和接口技术分开，各成一本书，这样对于汇编语言的学习，如同学
习高级语言一样，仅学了一种语言而已。
本书则把微机原理、汇编语言和接口技术结合起来，使学生了解汇编语言对硬件控制的原理和过程，
了解CPU的引脚功能和CPU最小控制系统的工作原理，把软件技术和硬件技术有机结合起来。
本教材从实际应用的角度出发，本着深入浅出的原则，从讲解基本指令到程序设计，从讲解常用接口
芯片的主要特性、内部结构到对接口芯片控制的软硬件设计，列举应用事例，使读者加深对微机应用
控制技术的理解，进而达到灵活运用的目的。
本书主要特点是既体现最新的技术，又注重基础知识和实用技能。
随着计算机的发展，各种微处理器、芯片也在不断发展，这些发展都是建立在8086/8088和本书所讲解
的各种接口芯片的基础上，他们的基本结构和原理没有变，只是在速度、功能、专用性上有所增强。
根据微型计算机发展的特点，本书在微处理器一章中，从最基本的8086/8088微处理器入手，在此基础
上分析从80286到Pentium微处理器的内部结构、工作方式及工作原理的发展变化，并把他们进行横向
比较，使学生从简单的知识入手，由浅入深地学习，把握微型计算机发展的过程，掌握最新技术。
为了扩展知识面，本书还介绍了流水线作业、闪速内存、缓冲存储器（cache）、存储器寻址方式等新
的关键技术。
在各种接口芯片的介绍中，我们采用了大量的程序实例，使学生加深对芯片的了解。
全书共分为10章。
第1章是对微型计算机系统基本概念的介绍。
第2章介绍计算机中数据的表示方法。
第3章主要介绍8086微处理器的结构、工作模式、操作过程、段结构及寻址方法，并分析从80286
到Pentium微处理器的内部结构、工作方式及工作原理的发展变化。
第4章、第5章主要讲述指令系统、汇编语言和汇编程序。
第6章讲述半导体存储器及其系统。
第7章讲述微型计算机的总线结构。
第8章、第9章讲述接口技术及常用的芯片。
第10章讲述D/A、A/D转换器的工作原理及控制过程。
本书第1章和第6章由东北大学秦皇岛分校刘星编写。
第2章由天津职业大学李勤编写。
第7章到第10章由天津职业大学李文英编写。
第4章、第5章由天津轻工业学院宋蕴欣编写。
第3章由李文英、刘星合写。
本书由天津纺织工学院李兰友教授审阅，并提出了大量宝贵意见，在此表示最诚挚的感谢。
由于笔者水平有限，书中难免有错误和不妥之处，敬请读者提出宝贵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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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全书包括微机原理、汇编语言、接口技术三部分，其内容：半导体存储器及系统、微型机总线结构、
中断系统、中断控制器、常用芯片的硬件电路设计方法和软件编辑控制方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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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谭浩强教授，我国著名计算机教育专家，计算机普及和高校计算机基础教育开拓者之一，现任全国高
校计算机基础教育研究会会长。
他创造了3个世界记录：(1)20年来他(及其合作者)共编著出版了140本计算机著作，此外主编了300多本
计算机书籍，是出版科技著作数量最多的人。
(2)他编著和主编的书发行量近5000万册，是读者最多的科技作家。
(3)他和别人合作编著的《BASIC语言》发行了1250万册，创科技书籍发行量的世界记录。
他善于用读者容易理解的方法和语言说明复杂的概念。
许多人认为他“开创了计算机书籍贴近大众的新风”，为我国的计算机普及事业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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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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