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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电子信息与自动化系列课程是专业适用面很广的课程系列。
随着电子信息时代的到来，特别是进入21世纪之后，我国各级各类本科院校相当多的理工科专业都或
多或少地开设了该系列课程中的课程。
因此，提高该系列课程的教学水平、教学质量，对于提高我国高等教育水平和质量，增强当代大学生
应用先进的信息技术解决专业领域问题的能力和业务素质，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
而教材是课程内容和课程体系的知识载体，对课程改革和建设既有龙头作用，又有推动作用，所以要
提高课程教学水平和质量，关键是要有高水平、高质量的教材。
正是基于上述认识，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推动成立了“新世纪电子信息与自动化系列课程改革教材”
编审委员会，在经过近两年时间的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策划提出了本系列教材的编写、出版计划
。
本系列教材总的定位是面向各级各类高等院校的本科教学，重点是一般本科院校的教学。
整个教材系列大体分为电子信息与通信、计算机基础教育和测控技术与自动化三类，共约50本主体教
材，它们既自成体系，具有信息类学科的系统性、完整性，又有相对独立性。
参加本系列教材编写的作者全部是一些重点大学长期从事相关课程教学的教授、副教授，大多是所在
单位的学科学术带头人或学术骨干，不少还是全国知名专家教授、国家级教学名师和教育部有关“教
指委”专家、国家级精品课程负责人等，他们不仅有丰富的教学经验，而且有丰富的相关领域的科研
经验，对有关课程的内涵、特点、内容相关性及应用等都有较深刻的认识和切身体验。
这对编写、出版好本系列教材是十分有利的条件。
本系列教材在编写时均遵循了以下指导思想：（1）正确处理先进性和基础性的关系，努力实现两者
的统一。
作为进入新世纪的新编信息类教材，既注意在原有同类教材的基础上推陈出新，努力反映学科技术的
最新成就，使之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先进水平，又注重符合教学规律、教学特点，突出基本原理、
基本知识、基本方法和基本技术技能的阐述，着力培养学生应用基础知识分析、解决问题的创新思维
能力和将来独立获取、掌握新知识，跟踪相关学科技术发展的能力。
（2）正确处理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切实贯彻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的原则。
本系列教材绝大多数都是理论与实际结合紧密、实用性很强的课程教材，因此特别强调从应用的角度
组织内容，在重视理论系统性的同时，尤其突出实践性、应用性，使学生学了以后懂得有什么用、怎
么用。
在教材内容阐释时，积极引入“案例”，将基本知识单元、知识点的讲解融入典型案例的解决和研究
过程中，以培养学生解决工程实际问题的能力作为突破口。
（3）遵循“宽编窄用”的内容选取原则和模块化的内容组织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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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和国家精品课程《计算机硬件技术基础》的配套
教材，同时也是作者为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策划组织的“新世纪电子信息与自动化系列课程改革教材
”之一。
　　本书是以作者2001年编著出版的同名普通高等教育“九五”国家级重点教材为基础，根据近几年
来计算机及其应用技术的新发展，以及教育部高等学校计算机基础课程教学指导委员会最新发布的关
于理工类专业本课程教学基本要求之“较高要求”，结合作者所在国家级教学团队近年精品课程建设
的成果，重新编写而成的。
　　本书以Pentium系列微机为主要背景机，系统全面地介绍了微型计算机的硬件技术及应用基础。
本书为下册——微机接口部分，分为微机接口技术概述、并行接口、串行接口、I/ O接口中的中断技
术、I/O接口中的定时/计数技术、常用I/O设备（包括基本人机交互设备、模拟I/O设备、多媒体设备
）的接口方法、Windows下的I/O设备驱动程序和微机在嵌入式系统中的应用8章。
　　本书可作为高等学校理工科各专业的本科生或研究生教材。
对于高职高专相关专业的学生以及从事各类微机应用系统设计开发工作的科技人员，本书也是一本很
好的实用参考书。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计算机硬件技术及应用基础>>

书籍目录

总序 前言 第1章 微机接口技术概述  　1.1 微机接口与接口技术  　　1.1.1 微机接口  　　1.1.2 微机接口
技术  　1.2 接口的分类  　1.3 接口的基本功能  　1.4 接口的典型结构  　1.5 接口软件的一般组成  　1.6
I/O端口的编址及译码  　　1.6.1 I/O端口的编址方式  　　1.6.2 I/O端口地址译码方法  　1.7 I/O同步控
制方式  　　1.7.1 程序查询式控制  　　1.7.2 中断驱动式控制  　　1.7.3 DMA式控制  　　1.7.4 延时等待
式控制  　1.8 PC系列微机接口技术基础  　　1.8.1 I/O地址空间  　　1.8.2 I/O端口地址分配  　　1.8.3
I/O保护  　　1.8.4 I/O端口的访问  　思考题与习题一  第2章 并行接口  　2.1 并行接口与串行接口概述  
　　2.1.1 并行接口  　　2.1.2 串行接口  　　2.1.3 并行接口与串行接口在结构上的异同  　2.2 简单的不
可编程并行接口电路  　　2.2.1 三态门接口  　　2.2.2 锁存器接口  　　2.2.3 带三态缓冲输出的锁存器
接口  　　2.2.4 不可编程并行接口应用举例  　2.3 可编程并行接口芯片8255及应用  　　2.3.1 的基本功
能  　　2.3.2 内部结构与外部引脚  　　2.3.3 内部寄存器读/写控制  　　2.3.4 控制字格式与初始化编程  
　　2.3.5 三种工作方式及接口方法  　　2.3.6 应用举例  　思考题与习题二  第3章 串行接口  　3.1 串行
通信的基本概念  　　3.1.1 串行通信工作方式  　　3.1.2 波特率和收/发时钟  　　3.1.3 信号的调制和解
调  　　3.1.4 误码率与差错控制  　　3.1.5 信道及多路复用  　　3.1.6 串行通信的基本方式  　　3.1.7 串
行通信协议  　　3.1.8 串行通信的实现方法  　3.2 常用串行通信接口标准  　　3.2.1 RS-232C接口标准  
　　3.2.2 RS-422A/423A 接口标准  　　3.2.3 RS-485 接口标准  　　3.2.4 几种接口标准的比较  　3.3 通用
同步/异步串行接口芯片8251及应用  　　3.3.1 1的基本功能  　　3.3.2 内部结构与外部引脚  　　3.3.3 1
的工作过程  　　3.3.4 内部寄存器读/写控制  　　3.3.5 初始化与应用编程  　3.4 通用异步串行接口芯
片INS8250及应用  　　3.4.1 INS8250的基本功能  　　3.4.2 内部结构与外部引脚  　　3.4.3 内部寄存器
读/写控制  　　3.4.4 初始化与应用编程  　思考题与习题三  第4章 I/O接口中的中断技术第5章 I/O接口
中的定时/计数技术第6章 常用I/O设备的接口方法第7章 Windows下的I/O设备驱动程序第8章 微机在嵌
入式系统中的应用参考文献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计算机硬件技术及应用基础>>

章节摘录

插图：1.3接口的基本功能接口的种类很多，作用各异，连接的外设更是千差万别，与外设通信的方式
也不一样。
但无论哪种接口，其基本功能和基本结构是相似的。
任何接口电路，基本功能有三个：1）作为微机与外设传递数据的缓冲站，即数据缓冲功能。
2）准确寻找与微机交换数据的外设，即寻址功能。
3）正确控制微机与外设间交换数据的方向，即输入／输出功能。
换言之，也就是完成微机的数据、地址、控制三总线和外设信号线之间的转换与连接任务。
1.4接口的典型结构与上述三个基本功能相对应，作为接口电路，必须包含以下三种基本逻辑部件：
（1）数据缓冲寄存器。
数据缓冲寄存器常被简称为数据缓存器，甚至缓存器。
它分为输入数据缓存器和输出数据缓存器两种。
前者的作用是将外设送来的数据暂时存放，以便处理器将它取走；后者的作用是用来暂时存放处理器
送往外设的数据。
有了数据缓存器，就可以在高速工作的CPu与慢速工作的外设之间起协调、缓冲作用，实现数据传送
的同步。
（2）寄存器地址译码罂。
用于正确选择接口电路内部各寄存器，保证一个寄存器唯一地对应一个地址码，以便处理器正确无误
地与指定外设交换信息，完成规定的I／0操作。
（3）读／写控制逻辑。
用于产生内部读／写控制信号，控制接口中各寄存器的数据传送方向。
对一些比较复杂的接口，除基本功能之外，往往还具有其他一些可选的功能，如数据变换、中断管理
、状态报告和可编程功能等。
所以，为了增强接口功能和适应不同I／0同步控制方式的需要，往往还要在上述基本结构的基础上再
引入一些别的逻辑电路，例如常见的有以下四种：（1）控制寄存器。
用于存放处理器发来的控制命令和其他信息，以确定接口电路的工作方式和功能。
由于现在的接口芯片大都具有可编程的特点，即可通过编程来选择或改变其工作方式和功能，这样，
一个接口芯片就相当于具有多种不同的工作方式和功能，使用起来十分灵活、方便。
控制寄存器一般是写寄存器，其内容只能由处理器写入，而不能读出。
（2）状态寄存器。
用于保存外设现行各种状态信息。
它的内容可以被处理器读出，从而使处理器了解外设状况及数据传送过程中正在发生或最近已经发生
的事情，供处理器做出正确的判断，使它能安全可靠地与接口完成交换数据的各种操作。
特别当CPIJ以程序查询方式同外设交换数据时，状态寄存器更是必不可少的。
CPU通过查询外设的忙／闲、良好／故障、就绪／不就绪等状态，才能正确地与之交换信息。
一般状态寄存器为读寄存器，其内容只能由CPIJ读出，而不能写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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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计算机硬件技术及应用基础 (下册·微机接口部分)》：名师策划，名师主理，教改结晶，教材精品
。
国家精品课程《计算机硬件技术基础》配套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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