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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微型计算机原理及应用》从微型计算机应用需求出发，以Intel
80X86为主线，将微型计算机原理、汇编语言程序设计和微机接口技术的内容整合起来，追踪：Intel主
流系列高性能微型计算机的技术发展方向，系统地介绍了微型计算机的基本知识、8086及Pentium微处
理器的基本结构、存储器、指令系统、汇编语言程序设计、总线技术、输入输出与接口技术以及发展
趋势等内容，最后给出了微型计算机的应用实例。
为了拓展相关的知识面，每章后面都提供了丰富的阅读材料。
本书力求突出应用性，通过大量实例详细讲解，并在每章都配有各种类型的习题。

《微型计算机原理及应用》可作为高等学校自动化、计算机、电子信息工程、机电一体化等专业的教
材，也可作为从事微机系统设计和应用的工程技术人员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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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其中，8282是典型的锁存器芯片，不过它是8位的，而8086系统采用20位地址，加
上BHE信号，所以需要3片8282作为地址锁存器。
除了8282之外，8086系统中也常用74LS373作为地址锁存器。
74LS373和8282的用法几乎一样。
当一个系统中所含的外设接口较多时，数据总线上需要有发送器和接收器来增加驱动能力。
发送器和接收器简称为收发器，也常常称为总线驱动器。
 Intel系列芯片的典型收发器为8位的8286。
所以，在数据总线为8位的8088系统中，只用1片8286就可以构成数据总线收发器。
在数据总线为16位的8086系统中，则要用两片8286。
 通常，在一个工作于最小模式的系统中，控制线并不需要用总线收发器驱动。
当然，如果系统中存储器和外设接口芯片多，出于需要，也可以使用总线收发器。
 2）最小模式下控制和状态线 在最小模式下，第24～第31脚的信号含义如下。
 （1） INTA（Interrupt Acknowledge）中断响应信号输出。
在最小模式下，第24脚作为中断响应信号的输出端，用来对外设的中断请求做出响应。
对于8086来讲，INTA信号实际上是位于连续周期中的两个负脉冲，在每个总线周期的T2、T3和Tw状
态，INTA端为低电平。
第一个负脉冲通知外部设备的接口，它发出的中断请求已经得到允许；外设接口收到第二个负脉冲后
，往数据总线上放中断类型码，从而CPU便得到了有关此中断请求的详尽信息。
 （2） ALE（Address，Latch Enable）地址锁存允许信号输出。
第25脚在最小模式下为地址锁存允许信号输出端，这是8086提供给地址锁存器8282/8283的控制信号，
高电平有效。
在任何一个总线周期的T1状态，ALE输出有效电平，以表示当前在地址／数据复用总线上输出的是地
址信息，地址锁存器将ALE作为锁存信号，对地址进行锁存。
要注意的是ALE端不能浮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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