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微机原理及接口技术>>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微机原理及接口技术>>

13位ISBN编号：9787562919490

10位ISBN编号：7562919496

出版时间：2003-8

出版时间：湖北武汉理工大学

作者：李朝纯 编

页数：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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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微机原理及接口技术>>

前言

　　“微型计算机原理及接口技术”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的一门必修专业课。
本门课程的先修课程是“模拟电路”、“数字逻辑”、“计算机组成原理”和“汇编语言程序设计”
。
通过本门课程的学习，使学生进一步巩固和熟悉计算机硬件和软件知识，使硬件和软件有机结合，提
高微机系统的分析、设计和应用的能力。
　　本教材是为实现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本科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的改革，立足于高起点、高水平
、高质量奉献给读者的面向21世纪的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的一本教科书。
因此，我们编写组全体人员在集多年教学与科研经验的基础上，紧扣21世纪对计算机科学技术人员知
识结构的要求，精心组织和编排本教材。
同时，为了方便本教材除了作为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本科专业的教材外，还可以作为非计算机专业的本
科生、研究生的“微型计算机原理及接口技术”课程的教材及成人高等教育和工程技术人员的参考用
书。
在重点介绍接口技术的基础上，还增添了有关计算机运算基础、计算机体系结构及工作原理的相关知
识和计算机系统应用实例，并附有习题和配套的实验教材，是介绍微型计算机原理及应用的较完善的
教科书。
全书共分14章：包含了微型计算机系统组成及工作原理、8086／8088微处理器、8086／8088 CPU指令
系统及汇编语言程序设计、接口及接口与微处理器的连接、半导体存储器及存储器接口、中断技术、
定时／计数技术、并行输入／输出接口、串行输入／输出接口、DMA技术、D／A、A／D转换接口、
基本的人一机交互接口、高档微机体系结构及接口技术和实验指导。
　　本教材由武汉理工大学李朝纯主编，并编写了第6章、第9章；第4、8、11章由广西大学赵进创编
写；第1、7、10章由湖北工学院程琼编写；第2章由湖北大学蔡建宏编写；第3、12、13章由武汉理工
大学李宁编写；第5章由武汉理工大学周彩兰编写；第14章由武汉理工大学王光平编写。
　　本书编写时间紧促，又增加了许多新的内容，由于编者水平有限，本书中难免有疏误之处，殷切
希望同行专家，广大读者不吝赐教，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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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普通高等学校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新编系列教材：微型计算机原理及接口技术》是为高校计
算机专业本科生必修课程“微型计算机及接口技术”编写的教科书。
书中首先介绍了微型计算机的基础知识、组成及工作原理；简要介绍了8086／8088CPU的寻址方式、
指令系统、汇编语言程序设计、总线概念和总线操作时序；重点讲述了微机接口技术的基本理论和接
口设计方法。
同时以IBM PC／XT为背景阐述了存贮器接口和常用的接口芯片，如：中断控制器8259A、定时／计数
器8254、并行输入／输出接口8255A、串行输入／输出接口8251A、DMA控制器8237 A-5、A／D、D
／A接口芯片及基本的人一机交互接口的原理与应用。
《普通高等学校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新编系列教材：微型计算机原理及接口技术》还简要介绍了高
档微机的结构体系及接口技术，为读者学习计算机的新技术、新方法提供参考。
同时，书中编写了相应的实验指导书。
通过对上述基本知识的学习和实践，可以使读者对微型计算机系统结构和“接口技术”的理论和设计
方法有一个完整和全面的了解。
　　《普通高等学校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新编系列教材：微型计算机原理及接口技术》是武汉理工
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关于计算机专业系列教材之一。
从硬件的角度来看，微机系统的开发与应用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微机接口电路的开发与应用。
因此，《普通高等学校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新编系列教材：微型计算机原理及接口技术》除适合于
作计算机专业的本科教科书，同时也适合于作非计算机专业本科生、研究生的“微型计算机原理及接
口技术”课程的教科书和成人高等教育及工程技术人员的参考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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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1 微型计算机系统组成及工作原理1.1 微型计算机概述1.1.1 微型计算机的发展概况1.1.2 微型计算机的分
类1.1.3 微型计算机的特点与应用范围1.2 微型计算机的基本组成及工作原理1.2.1 微处理器、微型计算
机和微型计算机系统1.2.2 微型计算机系统的硬件结构1.2.3 微型计算机的工作原理1.3 微型计算机的运
算基础1.3.1 微型计算机中数的表示1.3.2 原码、反码、补码及补码运算法则1.4 微型计算机的主要性能
指标1.4.1 字长1.4.2 存贮器容量1.4.3 运算速度1.4.4 外设扩展能力1.4.5 软件配置本章小结思考题与习题2
8086／8088微处理器2.1 8086／8088微处理器结构2.1.1 8086／8088寄存器结构2.1.2 8086／8088 CPU的功
能结构2.1.3 8086／8088微处理器的引脚及功能2.2 8086／8088系统组成2.2.1 存储器组织2.2.2 堆栈概
念2.2.3 I／O组织2.2.4 最大方式和最小方式下系统的基本配置2.3 8086／8088总线周期和时序2.3.1 总线周
期的概念2.3.2 最小方式下的总线周期2.3.3 最大方式下的总线周期2.3.4 系统复位（Reset）本章小结思考
题与习题3 8086／8088 CPU指令系统及汇编语言程序设计 3.1 8086／8088 CPU的指令格式及寻址方式3.1
I 1 8086／8088 CPU的指令格式3.1.2 8086／8088 CPU的寻址方式3.2 8086／8088 CPU的指令系统3.2.1 数据
传送与交换类指令3.2.2 算术运算类指令3.2.3 逻辑运算类指令3.2.4 串操作类指令3.2.5 控制转移类指
令3.2.6 处理器控制类指令3.3 伪操作和宏指令3.3.1 汇编程序功能3.3.2 符号定义伪操作3.3.3 数据定义及
存储器分配伪操作3.3.4 段定义伪操作3.3.5 对准伪操作3.3.6 过程定义伪操作3.3.7 结构定义伪操作3.3.8 程
序开始、结束伪操作3.3.9 宏定义及调用3.4 汇编语言程序设计3.4.1 汇编语言程序格式3.4.2 DOS与BIOS
功能调用 3.4.3 顺序结构程序设计3.4.4 分支结构程序设计3.4.5 循环结构程序设计3.4.6 子程序设计3.4.7 
汇编语言程序设计实例本章小结思考题与习题4 接口及接口与微处理器的连接4.1 接口及接口连接4.1.1 
接口的概念4.1.2 接口的功能4.1.3 接口与CPU之间传送的信息及连接4.2 I／O端口的地址分配4.3 I／O端
口的地址译码4.3.1 I／O地址译码方法4.3.2 I／O端口地址译码电路4.3.3 开关式可选译码4.4 总线及总线
标准4.4.1 概述4.4.2 总线的分类4.4.3 PC／XT总线 4.4.4 PC／AT总线（ISA总线）4.4.5 EISA总线4.5 CPU
与接口之间交换信息的方式4.5.1 无条件传送方式4.5.2 查询方式4.5.3 中断传送方式4.5.4 DMA（直接存
储器存取）方式4.6 接口技术的发展趋势4.6.1 串行ATA 4.6.2 USB 2.04.6.3 3GIO 本章小结思考题与习题5 
半导体存储器及存储器接口5.1 概述5.1.1 半导体存储器的分类5.1.2 三级存储器系统5.1.3 存储器的主要
性能指标5.2 半导体存储器5.2.1 半导体静态随机存取存储器5.2.2 半导体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5.2.3 只读
存储器（ROM）5.3 存储器接口及其设计5.3.1 存储器的地址译码方法5.3.2 主存储器接口设计本章小结
思考题与习题6 中断技术6.1 中断的概念6.1.1 中断与中断源6.1.2 中断源的识别6.1.3 中断向量、中断向量
表及中断向量指针6.1.4 中断向量的装入与修改6.1.5 中断优先权与中断嵌套6.2 8086／8088 CPU的中断系
统6.2.1 外部中断6.2.2 内部中断6.2.3 软中断的应用6.2.4 中断处理过程6.3 8259A中断控制逻辑6.3.1 8259A
的功能6.3.2 8259A的内部结构及引脚功能6.3.3 8259A在PC机系统中的连接6.3.4 8259A的编程6.3.5 8259A
的应用举例本章小结思考题与习题7 定时／计数技术7.1 定时与计数7.1.1 定时⋯⋯8 并行输入／输出接
口9 串行输入／输出接口10 DMA技术11 D／A、A／D转换接口12 人机交互设备及接口13 高级微处理器
接口技术14 实验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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