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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高等学校电子信息类教材：单片微型计算机原理及应用》较为系统、全面地叙述了MCS-51系列
单片微型计算机的基本原理、结构、指令系统、汇编语言程序设计、应用系统扩展、输入／输出技术
以及常用接口芯片的原理与应用，并简要介绍了单片微型计算机系统的设计、开发、调试的原则、步
骤及方法，同时对国内几种常见单片微型计算机的类型与性能也作了介绍。

　　《高等学校电子信息类教材：单片微型计算机原理及应用》从教学与工程应用的角度出发，力求
概念准确，由浅入深，内容充实，既有重点，又有扩展。
为便于读者理解与掌握本书的内容，每章均配有大量的例子与习题。
本书可作为高等院校有关专业师生及自学人员的教科书，也可供从事计算机应用方面的工程技术人员
阅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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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可行性分析通常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论证：①市场或用户需求；②经济效益和社会
效益；⑧技术支持与开发环境；④现在的竞争力与未来的生命力。
 市场或用户需求加上良好的经济与社会效益是单片机应用系统开发研制应具备的必要条件；而根据需
求调查结果确定的新系统的实现目标是整个开发工作的核心。
然而，所设计的单片机应用系统能否达到预期的目标，与设计人员的技术水平和开发环境（包括资金
）密切相关。
如果没有足够的技术储备与良好的开发环境作支持将难于设计出高水平的单片机应用系统。
为使所设计的系统（或产品）具有较强的竞争力和生命力，则应在系统的功能全面、技术先进、操作
简便、安全可靠、价格合理等方面进行仔细研究，精心设计。
由于单片机技术发展非常快，因此，在设计单片机应用系统时，要有超前意识；要及时掌握最新的单
片机技术；要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可能地利用最新的单片机技术来研制其应用系统，以保证所设
计的系统（或产品）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仍具生命力。
 通过上述论证形成可行性报告。
在系统可行的情况下，制订出开发工作计划，并与用户签订研制协议，同时进入系统方案设计阶段。
如系统不可行的话，则开发工作到此结束。
 3.系统方案设计 系统方案设计是系统实现的基础，这项工作要十分仔细，考虑周全。
 方案设计的主要依据是市场或用户的需求、应用环境状况、关键技术支持、同类系统经验借鉴及开发
人员设计经验等。
主要内容包括：①系统结构设计；②系统功能设计；③系统实现方法。
 本阶段工作结束时应提供待建系统模型，它包括硬件逻辑框图与软件流程图。
该模型应充分体现对原有系统性能的改进、功能的扩充及与其他同类系统的不同之处。
 4.系统建造 这一阶段的工作是将前面产生的系统方案付诸实施，将硬件框图转化为具体电路，软件流
程用程序加以实现。
 设计硬件电路时，单片机的选用对电路结构及复杂度有较大影响。
一个合适的单片机将会最大限度地降低其外围连接电路，从而简化整个系统的硬件。
例如，含有ROM／EPROM／E2PROM的单片机，可以不扩展外部程序存储器（内部程序存储器容量
足够的话）；含有串行或并行接口的单片机，可不扩展外部串、并口；含有A／D、D／A转换器的单
片机，也可不外接A／D、D／A电路⋯⋯由于单片机内集成的功能越来越多，对于一些不是很复杂的
单片机应用系统，完全有可能实现整个系统单片化。
 根据硬件电原理图，进行印制板加工、组装，就得到了通常所说的硬件——印制电路板。
 编程难易程度与单片机的选择也关系甚大。
不同的单片机有不同的指令系统，从而导致同样的算法有不同的实现方法。
但这并不能改变单片机的选择主要由硬件功能确定这一基本原则。
 5.系统调试 系统调试检验所设计系统的正确与可靠，从中发现组装问题或设计错误。
这里所指的设计错误，是指设计过程中所出现的小错误或局部错误，决不允许出现重大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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