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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自1946年世界上第一台电子数字计算机ENIAC诞生以来，计算机硬件系统经过了电子管、晶体管
、小规模集成电路和大规模集成电路等几个阶段，正遵循着摩尔定律高速地发展：1998年，速度最快
的个人PC微处理器是Intel 450MHz的Xeon，1999年速度最快的已达800MHz；1997年2．1GB的磁盘容量
已经很不错了，1999年则已突破10GB软件方面，无论是操作系统、数据库系统，还是编程语言、应用
软件，更是频繁地更新换代，令人眼花缭乱。
　　与此同时，作为计算机与通信技术结合的产物--计算机网络得到了迅速发展，特别是Intemet技术
的广泛应用，使得计算机网络的规模越来越大，网上主机数目一直保持每3年增长10倍的速率，Intemet
上的数据流量则保持着平均每半年就翻一番的增长速率，信息网络已交叉纵横整个世界，将偌大的世
界连成了一个“地球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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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它以32位微处理器为核心、以最新的接口技术和微机外设为外围，系统介绍微机系统的组成原理
和接口设计；既注重先进性与系统性，又保持完整性和兼容性。
　　《微机系统与接口技术》共分9章，通过精选的图表和丰富的程序、实例，全面地讲述了Intel
80486／Pentium微处理器，半导体芯片、软盘、硬盘、磁带、光盘组成的内外存储器，计数器／定时
器、中断控制器、DMA控制器，并行接口、串行接口、用户交互接口、总线技术和流行的16位及32位
微机系统。
每章均附有思考题与练习题。
　　《微机系统与接口技术》内容新颖、结构合理、分析深刻、数据可靠、重点突出、语言精炼，强
调理论与实际、硬件和软件相结合。
既可作为高等院校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信息安全及相关专业本科、大专学生的教材，也可供从事计算
机系统、网络系统和信息系统工作的专业人士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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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微机接的分类方法有多种，按功能分，有内存储器接、I／O接、键盘接、鼠标接、显示接、外存
储器接和模拟接等；按应用分，有3种基本类型：运行辅助接、用户交互接和传感控制接。
　　1．运行辅助接　　运行辅助接是使微机实现最基本功能所需的接。
它包括微处理器周围的地址总线和数据总线的锁存器、驱动器、接收器、收发器和时钟电路，它们把
微处理器连至系统总线，增加总线驱动能力和减少总线负载，执行总线滤波和阻抗匹配等功能。
内存储器和外存储系统（软盘、硬盘、光盘和磁带等）所需的较大接部件也归人此类。
RAM和ROM接同样也是需要地址锁存、数据驱动以及片选驱动等电路的。
外存储设备一般有自己的控制器，这些设备与微机系统总线连接时，只需构成并行或串行通信接来发
送命令和数据以及接收状态和数据。
外存设备现在是通过增强IDE接或小型计算机系统接SCSI与主机系统连接。
　　2．用户交互接　　用户交互接是把用户指定的数据发送给主机系统或从主机系统接收数据的接
电路。
它包括计算机终端接、键盘接、鼠标接、显示接、打印接、操纵杆接、光笔接、录入笔接、语音识别
和合成接等。
　　人和计算机用完全不同的语言进行工作，因此要用接来进行彼此之间的转换：表示方遴和表现速
度的转换。
一般表示方法的转换由外设进行，而表现速度的转换由主机承担‘。
计算机的数据表示就是一连串的0和1，从外设输入的数据要转换成某种编码并使用计算机的表示方法
；计算机输出某种编码的数据也要转换成外设的数据表示形式。
主机及相应接，使用硬件中断或软件轮询的方法使得计算机与外设的表现速度同步。
主机与用户交互时使用I／O设备，人操作的输入设备应该慢速，计算机操作的输出设备应该快速，所
以一般使用串行接驱动与人交互的外设，使用并行接驱动高速输出外设。
使用串行接适配器和并行接适配器时，要遵循相关的串行接标准和并行接标准，也需要用驱动器和接
收器作为与微机系统总线连接的缓冲器，进行串并行数据格式的转换和传输速率的匹配。
　　3．传感和控制接　　在进行科学计算、数据处理、事务管理时，微机系统配置若干运行辅助接
和用户交互接就可以执行任务。
但是，微机控制系统的应用就不同了。
首先，必须监测现实世界中发生的事件，并把结果报告给微机系统，这需要传感接；其次，要根据传
感器等测试设备提供的状态决定采取什么动作，并通过控制接来执行这个动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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