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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1世纪影响世界的三大关键技术：以计算机和网络为代表的信息技术；以基因工程为代表的生命科学
和生物技术；以纳米技术为代表的新型材料技术。
信息技术居三大关键技术之首。
国民经济的发展采取信息化带动现代化的方针，要求在所有领域中迅速推广信息技术，导致需要大量
的计算机科学与技术领域的优秀人才。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的广泛应用是计算机学科发展的原动力，计算机科学是一门应用科学。
因此，计算机学科的优秀人才不仅应具有坚实的科学理论基础，而且更重要的是能将理论与实践相结
合，并具有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培养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的优秀人才是社会的需要、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
制定科学的教学计划对于培养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人才十分重要，而教材的选择是实施教学计划的一个
重要组成部分，《21世纪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实践型教程》主要考虑了下述两方面。
一方面，高等学校的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的学生，在学习了基本的必修课和部分选修课程之后，立
刻进行计算机应用系统的软件和硬件开发与应用尚存在一些困难，而《21世纪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实践
型教程》就是为了填补这部分空白。
将理论与实际联系起来，使学生不仅学会了计算机科学理论，而且也学会应用这些理论解决实际问题
。
另一方面，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的课程内容需要经过实践练习，才能深刻理解和掌握。
因此，本套教材增强了实践性、应用性和可理解性，并在体例上做了改进——使用案例说明。
实践型教学占有重要的位置，不仅体现了理论和实践紧密结合的学科特征，而且对于提高学生的综合
素质，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有特殊的作用。
因此，研究和撰写实践型教材是必需的，也是十分重要的任务。
优秀的教材是保证高水平教学的重要因素，选择水平高、内容新、实践性强的教材可以促进课堂教学
质量的快速提升。
在教学中，应用实践型教材可以增强学生的认知能力、创新能力、实践能力以及团队协作和交流表达
能力。
实践型教材应由教学经验丰富、实际应用经验丰富的教师撰写。
此系列教材的作者不但从事多年的计算机教学，而且参加并完成了多项计算机类的科研项目，他们把
积累的经验、知识、智慧、素质融合于教材中，奉献给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的教学。
我们在组织本系列教材过程中，虽然经过了详细的思考和讨论，但毕竟是初步的尝试，不完善甚至缺
陷不可避免，敬请读者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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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微机原理与接口技术》覆盖了微机原理与接口技术课程的最基本的内容，而且是长期有用的内
容，主要包括微机原理、汇编语言程序设计和微机接口技术三部分内容。
　　《微机原理与接口技术》内容深入浅出，语言通俗易懂，各章设立本章的内容提要和本章的学习
重点，每章后有练习与思考，便于阅读和学习。
《微机原理与接口技术》可作为普通高等院校计算机及相关专业的微机原理与接口技术课程教材，也
可以作为学习计算机硬件基础的培训教材和自学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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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2）16位的指令指针寄存器1P指令寄存器IP用来存放下一条要执行指令的偏移地址（也叫有效
地址）。
IP只有和CS相结合，才能形成指向指令存放单元的物理地址。
在程序执行过程中，IP的内容由BIU自动修改，通常是进行加1修改；但当EU执行转移指令、调用指令
时，BIU装入IP的则是目标地址。
（3）地址加法器8086／8088微处理器提供20位物理地址，可直接寻址1MB存储空间；但CPU内部寄存
器均为16位寄存器。
地址加法器将根据段寄存器中提供的16位的段基址和不同寻址方式提供的16位的偏移地址，计算形
成20位的物理地址。
（4）指令队列8086（二PU为6个字节，8088（：PU为4个字节，用于存放预取的指令。
当EU正在执行指令，且不需要占用总线时，BIU会自动地进行预取指令操作。
该队列寄存器按“先进先出”的方式工作，并按顺序取到EU执行。
由于指令队列的存在，CPU每执行完一条指令后，就可立即执行存放在指令队列中的下一条指令，从
而减少了CPU为取指令而等待的时间，提高了CPU的利用率，加快了整机的运行速度。
另外也降低了对存储器存取速度的要求。
（5）输入输出控制电路负责微处理器内部总线和外部总线的连接，是微处理器与存储器或I／O端口
进行数据交换的必经之路。
控制电路产生并发送总线控制信号，实现对内存或I／O接口的读／写操作控制。
它包括16条数据总线、20条地址总线和若干条控制总线。
CPU通过这些系统总线与外部组件取得联系，从而构成各种规模的微型计算机系统。
2.1.2 8086／8088微处理器的寄存器结构8086／8088（二PU内部具有14个16位的内部寄存器。
寄存器结构如图2-2所示。
14个寄存器按功能不同可分为3组，分别称为通用寄存器组、段寄存器组和控制寄存器组。
1.通用寄存器组图2-2中前面8个16位的通用寄存器又可分为数据寄存器、地址指针寄存器和变址寄存器
。
（1）数据寄存器包括累加寄存器Ax，常用于数据运算或与外设交换数据；基址寄存器BX，在间接寻
址中常用于存放内存的基地址；计数寄存器CX，在循环和移位操作等操作中用于计数；数据寄存
器DX，常用于数据的传送或配合AX进行双字节运算。
数据寄存器通常用于存放16位的数据或地址；其中的每一个又都可以分为高字节H和低字节L两个8位
的寄存器，即AH、AL、BH、BL、CH、CL、DH和DL，用于存放8位的数据，但不能存储地址。
可以独立寻址、独立使用。
设置数据寄存器，避免了每次算术或逻辑运算都必须要访问存储器，不仅为编程提供方便，更主要的
是提高了CPU的运行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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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微机原理与接口技术》特点：本教材内容系统全面，详略得当，层次清楚主要内容包括：微机原理
、汇编语言程序设计和微机接口技术三大部分内容、以8086／8088 CPU为依托，通俗易懂地讲解一些
基本原理，凡是和基本原理关系不大的内容，尽量少写既突出了基本原理，也突出了原理的普遍性。
各章设立本章的内容提要和本章的学习重点，每章后有练习与思考，便于阅读和学习。
《微机原理与接口技术》可作为普通高等院校计算机及相关专业的微机原理与接口技术课程教材，也
可以作为学习计算机硬件基础的培训教材和自学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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