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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高职高专“十二五”规划教材：单片机原理与应用》依据高等职业学校单片机课程教学内容的
基本要求和实际需要编写而成。
本书以51系列单片机为主要对象，从系统组成和工程实践角度出发，详细介绍了51系列单片机的结构
、指令系统、汇编及C语言程序设计，并对应用系统设计、开发、调试做了较深入的讨论。
本书主要内容包括绪论、51单片机的硬件结构、C51程序设计、单片机的I/O口编程、单片机的中断系
统、单片机的定时器／计数器、51单片机串行接口、单片机与外部设备的总线技术、单片机应用系统
设计技术，单片机汇编指令系统及编程共10章内容。
且书中给出了大量的例题和习题，书后给出了附录，以便于学生自学。

　　《高职高专“十二五”规划教材：单片机原理与应用》适合高职高专计算机、信息技术、电子、
电气及自动化等专业作为“单片机原理及应用”课程教材使用，也作为普通高等学校应用型本科相关
专业的教材以及工程技术人员的技术参考书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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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AT89S51单片机要执行用户程序时，必须有下面的电路才能正常工作：5 V电源、时
钟电路、复位电路、EA管脚接到正电源端，以使用单片机内部程序存储器。
 满足上面要求的单片机电路，是能够让单片机工作的最小硬件电路，称单片机的最小系统。
下面分别介绍单片机最小系统的各部分。
 2.3.1单片机时钟信号电路 为了保证各部件间的同步工作，单片机内部电路应在时钟信号下严格地按时
序进行工作。
定时控制部件的功能是在规定的时刻发出各种操作所需的所有内部和外部的控制信号，使各功能元件
协调工作，完成指令所规定的功能，主要任务是产生一个工作时序。
其工作需要时钟电路提供一个工作频率，下面介绍常见的两种时钟产生方式。
 1.单片机的内部时钟方式 单片机的内部时钟方式电路如图2.7（a）所示，是最常用的时钟方式。
51单片机内部有一个用于构成振荡器的高增益反相放大器，引脚XTAL1和XTAL2分别是此放大器的输
入端和输出端。
只需在单片机的XTAL1和XTAL2引脚端接上晶振，就构成了稳定的时钟电路。
 小知识 晶体振荡器简称晶振。
晶振的振荡频率越高，单片机的运行速度也就越快。
通常情况下，晶振的振荡频率为1～12 MHz。
单片机如果使用了串口的功能，一般使用11.0592 MHz的晶振，这样可以实现波特率无误差的通信。
晶振电容一般选择为30 pF左右，这个电容对频率有微调的作用。
 2.单片机的外部时钟方式 单片机的外部时钟方式电路如图2.7（b）所示，此方式是利用外部振荡脉冲
接入XTAL1或XTAL2。
AT89S51单片机的外时钟信号由XTAL1引脚输入。
 3.时钟周期、机器周期、指令周期 CPU执行指令的动作都是在定时控制部件控制下，按照一定的时序
一拍一拍进行工作的。
指令字节数不同，操作数的寻址方式也不相同，故执行不同指令所需的时间差异也较大，工作时序也
有区别。
为了便于说明，通常按指令的执行过程将时序化为几种周期，从小到大依次是：时钟周期、状态周期
、机器周期和指令周期。
 （1）时钟周期和状态周期 时钟周期也称为振荡周期，一般认为是晶振脉冲的振荡周期。
振荡周期是单片机中最基本的时间单位，是为单片机提供时钟脉冲信号的振荡源的周期（晶振周期或
外加振荡源周期）。
在一个时钟周期内，CPU仅完成一个最基本的动作。
单片机把一个振荡周期定义为一个节拍，把两个节拍定义为一个状态周期。
 （2）机器周期  单片机把执行一条指令的过程划分为若干个阶段，每一阶段完成一项规定操作，完成
某一个规定操作所需的时间称为一个机器周期，如取指令、存储器读、存储器写等。
一般情况下，一个机器周期由若干个状态周期组成。
单片机采用定时控制方式，有固定的机器周期，由12个时钟周期组成，即1个机器周期=6个状态周
期=12个时钟周期。
在一个机器周期内，CPU可以完成一个独立的操作。
 （3）指令周期 指令周期是执行一条指令所需要的时间，一般由若干个机器周期组成。
指令不同，所需的机器周期数也不同。
通常含一个机器周期的指令称为单周期指令，包含两个机器周期的指令称为双周期指令。
51单片机指令系统中有单周期指令、双周期指令和四周期指令，四周期指令只有乘法指令和除法指令
两条，其余均为单周期指令和双周期指令。
 时钟周期、状态周期、机器周期、指令周期之间的关系如图2.8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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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高职高专"十二五"规划教材:单片机原理与应用》适合高职高专计算机、信息技术、电子、电气及自
动化等专业作为“单片机原理及应用”课程教材使用，也作为普通高等学校应用型本科相关专业的教
材以及工程技术人员的技术参考书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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