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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计算机科学与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计算机的硬件和软件系统，从类型、数量、功能到完备性等方
面都已经发展到了前所未有的阶段，并且计算机在很多领域的应用也都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包括自动
控制、智能化仪表、家用电器等领域，而微机通信与接口技术是人们利用计算机设计和开发各种应用
系统的基础。
微机通信与接口技术既包括硬件知识，又包括软件知识，难于掌握，本书从系统角度出发，在简明扼
要地讲述原理的同时，突出应用，通过实例使读者能够较容易地学习和掌握通信与接口技术的基本内
容，为后续计算机专业课程的学习打下良好的基础。
本书源于教学实践，凝聚了一线任课教师的教学经验，具有以下特点：（1）结构清晰、内容详实。
在每一章的开始概要说明了本章将介绍的内容，使读者做到心中有数；介绍每一种芯片时，首先介绍
此芯片的主要功能和结构、所能使用的控制字的格式，再来说明如何使用这些控制字，最后举例说明
如何在实际中进行应用；在各章的最后还有对应的小结，总结本章介绍的内容，前后呼应，系统性强
。
（2）每一章最后提供有大量丰富的习题。
习题包括填空题、选择题、判断题、简答题，另外部分章节还有设计题和实验习题，这些习题紧扣该
章介绍的内容。
通过完成这些题目，可以使读者更好地掌握本章介绍的基本知识；通过实验操作完成有关习题，可以
提高读者的应用能力。
（3）本书全面系统地讲解了微型计算机通信与接口的相关内容，在第一版的基础上对书的部分章节
进行了重新整合，删除了一些实用不强的内容，增加了人机交互和网络接口等实用性更强的内容，同
时突出了通信与接口程序设计方面的内容。
本书内容的组织方式深入浅出，循序渐进，选择内容丰富的应用实例，对基本概念、基本技术与方法
的阐述准确明晰，通俗易懂。
全书以实用性为指导原则，在讲述计算机通信与接口技术的基础知识的同时，着重讲解了这些知识如
何应用于实际。
全书共分为8章，主要内容包括数据通信基础、中断接口技术（8259）、常用的PC机接口芯片（8255A
、8253、8237）、串行通信总线标准及接口技术、人机交互设备接口（主要包括键盘、显示器、鼠标
）、PCI总线技术、LJSB通用串行总线及应用、网络接口通信技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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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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全面系统地讲解了微型计算机通信与接口的相关内容，在第一版的基础上对书的部分章节进行
了重新整合，删除了一些实用性不强的内容，增加了人机交互和网络接口等实用性更强的内容，同时
突出了通信与接口程序设计方面的内容。
全书以实用性为指导原则，在讲述计算机通信与接口技术基础知识的同时，着重讲解了这些知识如何
应用于实际。
本书共分为8章，主要内容包括：数据通信基础、中断接口技术（8259）、常用的PC机接口芯片
（8255A、8253、8237）、串行通信总线标准及接口技术、人机交互设备接口（主要包括键盘、显示器
、鼠标）、PCI总线技术、USB通用串行总线及应用、网络接口通信技术等。
    本书内容新颖、概念清晰、实例丰富、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并为任课教师免费提供电子教案，此
教案用PowerPoint制作，可以任意修改。
    本书可作为本科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电子信息工程、自动化、电子信息科学技术、通信工程等专业
和其他工科类专业的教材，也可作为相关技术人员使用的自学教材和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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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1章　数据通信基础本章学习目标本章主要阐述数据通信的基础知识和接口的基本概念，在
数据通信中主要讲述数据通信的基本概念及系统组成、数据通信系统的质量标准及差错控制、数据通
信协议的数据格式，使读者建立数据通信的基本概念，了解基本的数据通信技术。
通过对本章的学习，读者应该掌握以下主要内容：数据通信的基本概念、特点及实现方式数据通信系
统的性能指标常用协议的数据格式及标准计算机接口的基本概念1.1　数据通信基本概念当今社会人与
人之间的交流，是通过交换信息来完成的。
处于两个不同的城市或更远地方的人们进行信息交流时，所用手段是书信或电话等。
从广义上讲，用任何方法通过任何媒体将信息从一个地方传送到另一个地方均可称为通信。
在本节里所讲的数据通信是特指计算机与计算机之问或计算机与数据终端之间的通信。
1.1.1　数据通信概述1.数据数据是定义为有意义的实体，是表征事物的形式，如文字、声音和图像等
。
数据可分为模拟数据和数字数据两类。
模拟数据是指在某个区间连续变化的物理量，如声音的大小和温度的变化等；数字数据是指离散的不
连续的量，如文本信息和整数等。
2.信号信号是数据的电磁编码或电子编码。
信号在通信系统中可分为模拟信号和数字信号。
其中，模拟信号是指一种连续变化的电信号，如电话线上传送的按照语音强弱幅度连续变化的电波信
号；数字信号是指一种离散变化的电信号，如计算机产生的电信号就是“0”和“1”的电压脉冲序列
串。
3.信道信道是用来表示向某一个方向传送信息的媒体。
一般来说，一条通信线路至少包含两条信道，一条用于发送的信道和一条用于接收的信道。
从传输方式上分，信道也可分为传送模拟信号的模拟信道和传送数字信号的数字信道两大类。
另外需要说明的是数字信号在经过了数/模转换（D/A转换）后可在模拟信道上传输；模拟信号在经过
了模/数转换（A/D转换）后也可在数字信道上传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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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微型计算机通信与接口技术(第2版)》可作为本科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电子信息工程、自动化、电子
信息科学技术、通信工程等专业和其他工科类专业的教材，也可作为相关技术人员使用的自学教材和
参考书。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微型计算机通信与接口技术>>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