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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针对应用型本科类学生，着重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工程实践能力、实际动手能力、综合运用所
学知识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以达到增强学生的创新实践和解决工程应用问题能力的素质教育
。
本书定位于：讲清课本基本知识点，教会学生分析典型项目，帮助理解、巩固所学知识，达到解决工
程应用的目的。
本书具有以下几个特色。
1．采用“项目驱动”本书采用“项目驱动”方式来设计《微机原理与接口技术工程项目教程》教材
体系，以项目分析带动能力培养。
本书以项目分析为突破口，强化各知识点的运用，不断培养学生解决工程应用的能力。
每个“项目”无疑是培养和锻炼学生动手能力、实践能力和综合素质的一个重要环节，它是对学生学
习知识的一次综合实践，是对老师教学、学生学习的一次检验。
这种引入案例教学和启发式教学方法，便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使教材做到“教、做、学”的统一
协调。
全书系统结构清晰、内容新颖、文字简练。
2．强化三基、注重实践在编写过程中，编者认真总结多年做项目和教学的经验，同时博采众长，吸
取了其他书籍的精华，强调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基本分析方法的论述，采用“教、做、学”相结合
的教学模式，既能使学生掌握好基础，又能启发学生思考，培养动手能力。
在精选项目上，尽量使项目来源于实际工程应用或工程子项目，使项目具有典型性和针对性，同时在
编写上将知识点融入项目中，增强了实用性、操作性和可读性（书中项目在超想一3000TC、伟
福Lab6000综合实验系统上运行过）。
3．新知识本书主要以8086为编写题材，同时也将计算机发展的新技术、新知识和新成果引入，内容丰
富而精炼，文字通俗易懂，讲解深入浅出。
　4．适合作教材　为了配合教学，在内容的编排上力求循序渐进、由浅入深、重点突出，使教材具
有理论性、实践性、应用性和先进性，通过典型项目分析，使学生容易抓住知识点和重点内容，掌握
基本原理和分析方法，达到举一反三的目的。
本书可作为高等院校、成人高校的计算机、通信、电气自动化、电子信息和机电专业的“微机原理与
接口技术”、“计算机接口技术”教材。
本书是在清华大学出版社高等院校计算机系列教材编委会的统一部署下，并在出版社有关领导的指导
和关怀下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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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根据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规划教材的指导思想，按照高等院校教学大纲而编写的。
全书共分13章，包括微型计算机系统概述、8086微处理器、8086指令系统与程序设计、存储器、可编
程并行接口8255A、中断系统与可编程8259A、可编程定时器／计数器8253A、串行通信与可编程8251A
、可编程DMA控制器8237A、D／A数模转换、A／D模数转换、总线技术和工程应用与课程设计题目
知识。
    全书采用“项目驱动”的方式编写，引入“项目”教学和启发式教学方法，便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
趣，使教材做到“教、做、学”的统一协调。
    本书力求理论知识、实践教学和工程训练相结合，可以作为大学本科计算机、通信、电气自动化、
电子信息、机电一体化专业的“微机原理与接口技术”、“计算机接口技术”课程教材，同时也是科
技人员学习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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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1章　微型计算机系统概述　1.1　微型计算机组成结构及数据的表示    1.1.1　项目1：认识微型计算
机的组成结构    1.1.2　知识讲解　1.2　微型计算机接口的组成    1.2.1　项目2：认识微机的常用接口   
1.2.2　知识讲解　1.3　I／O端口地址分配与地址译码技术    1.3.1　项目3：设计一个有6组I／O端口地
址的译码电路    1.3.2　知识讲解  思考题与练习题第2章　8086微处理器  2.1　8086微处理器概述    2.1.1
　项目1：认识8086 CPU    2.1.2　知识讲解　2.2　8086微处理器引脚功能    2.2.1　项目2：认识8086 CPU
的引脚      2.2.2　知识讲解  2.3　8086总线的操作时序    2.3.1　项目3：8086控制LED灯右循环亮      2.3.2
　知识讲解　2.4　Intel 80x86系列微处理器简介    2.4.1　项目4：认识典型的CPU微处理器    2.4.2　知识
讲解　思考题与练习题第3章　8086指令系统与汇编语言程序设计　3.1　指令格式与寻址方式　　3.1.1
　项目1：认识8086的寻址方式　⋯⋯第4章　存储器第5章　可编程并行接口8255A第6章  中断系统与
可编程8259A第7章　可编程定时器／计数器8253第8章  串行通信与可编程8251A第9章　可编程DMA控
制器8237A第10章　数模(D／A)转换第11章　模数(A／D)转换第12章　总线技术第13章  工程应用与课
程设计题目附录A　IBMPC／XT中断向量地址表附录B　8086指令表附录C　DOS功能调用(INT21H)表
附录D　BIOS中断调用表附录E　常用集成芯片引脚图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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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Intel 486处理器把Intel 386处理器的指令译码和执行单元扩展为五个流水线段，增加了更多的并
行执行能力，其中每个段（当需要时）与其他的并行操作最多可在不同段上同时执行五条指令。
每个段以能在一个时钟周期内执行一条指令的方式工作，所以，Intel 486处理器能在每个时钟周期执行
一条指令。
80486的一个重大改进是在80x86系列处理器的芯片中引入了缓存。
即在芯片上增加了一个8KB的一级缓存（cache），极大地增加了每个时钟周期执行一条指令的百分比
，包括操作数在一级cache中的存储器访问指令。
Intel 486处理器也是第一次把x87 FPU（浮点处理单元）集成到处理器上并增加了新的引脚、位和指令
，以支持更复杂和更强有力的系统（二级cache支持和多处理器支持）。
直至Intel 486处理器这一代，Intel把设计以支持电源保存和别的系统功能加入至80x86系列主流结构
和Intel 486 SL增强的处理器中。
这些特性是在Intel 386 SL和Intel 486 SL处理器中开发的，是特别为快速增长的用电池操作的笔记本PC市
场提供的。
这些特性包括新的使用专用的中断脚触发的系统管理模式，允许复杂的系统管理特性（例如在PC内的
各种子系统的电源管理），透明地加至主操作系统和所有的应用程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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