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微机原理及应用>>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微机原理及应用>>

13位ISBN编号：9787563629220

10位ISBN编号：756362922X

出版时间：2009-11-01

出版时间：王培进 中国石油大学出版社  (2009-11出版)

作者：曹茂永 著

页数：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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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机原理及应用>>

内容概要

　　计算机技术更新快、发展快，现有的相关教材在内容、知识体系结构等方面有一定的不足。
本着系统性、实用性、逻辑性、新颖性和简练性的原则，结合以往的教学经验、教学研究成果和学生
的接受能力，编写了本教材。
王培进等编著的《高等学校电工电子类系列教材：微机原理及应用》以PC微型计算机技术为核心，主
要由四部分内容组成，共十四章。
第一部分内容为微机原理方面，主要包括PC微处理器、PC机的指令系统、汇编语言程序设计基础、
存储器接口等知识体系；第二部分内容为I／0接口方面，主要包括微机接口技术基础、中断技术、定
时与计数技术、并行接口技术、串行通信接口技术、A／D和D／A转换接口技术等知识体系；第三部
分内容为应用方面，主要包括系统总线技术，本门课程知识在自动控制系统中的应用介绍等；第四部
分内容介绍了嵌入式系统新技术。
《高等学校电工电子类系列教材：微机原理及应用》内容新颖，语言通顺，文字叙述简练，主要章节
运用了较多的例题分析，也有一些实用电路。
《高等学校电工电子类系列教材：微机原理及应用》可作为高等学校电气信息类专业教材，也可作为
从事计算机应用的工程技术人员或其他自学者的学习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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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此接口中有三个寄存器：数据寄存器保存传送中的数据；命令寄存器保存由CPU送
到接口的命令；CPU读取状态寄存器的内容以了解外部设备的工作状况。
状态寄存器中常用一个READY／BUSY状态位来反映接口中的数据输入寄存器是否已“满”或数据输
出寄存器是否已“空”，CPU读取它后，就可判断是否执行一次数据输入或输出操作。
如果采用中断方式或DMA方式与主机交换数据，可用这一状态位的改变来引发中断请求或DMA请求
。
 由6.2 CPU与接口之间的信息传送方式 外部设备与微机之间的信息传送实际上是CPU与接口之间的信
息传送。
传送的方式不同，CPU对外设的控制方式也不同，从而使接口电路的结构及功能也不同，所以接口电
路设计者对CPU与外设之间采用什么方式传送信息颇为关心。
传送方式一般有四种，即无条件方式、有条件或查询方式、中断方式和DMA方式。
 1.无条件方式 无条件传送是最简单的传送方式，适合于那些随时都能读、写数据的设备。
对应的接口也比较简单，接口内一般有数据缓冲锁存器。
 2.查询方式 查询方式是指主机在传送数据（包括读入和写出）之前要检查外设是否“准备好”，若没
有准备好，则继续查询其状态，直至外设准备好，即确认外部设备已具备传送条件之后，才能进行数
据传送。
显然在这种方式下CPU每传送一个数据，需花费很多时间来等待外设进行数据传送的准备，且CPU与
外设不能同时工作，各种外设也不能同时工作，因此信息传送的效率非常低。
但实现这种方式的接口电路简单，硬件开销小，在CPU不太忙且传送速度不高的情况下可以采用。
 3.中断方式 采用中断方式传送信息时无需反复测试外设的状态。
在外设没有做好数据传送准备时，CPU可以运行与传送数据无关的其他指令。
外设做好传送准备后，主动向CPU请求中断，CPU响应这一请求，则暂停正在运行的程序，转入用来
进行数据传送的中断服务子程序，运行完中断服务子程序（即完成数据传送）后自动返回原来运行的
程序。
这样，虽然外设的工作速度比较低，但CPU在外设工作时仍然可以运行与外设传送无关的其他程序，
使外设与CPU并行工作，提高了CPU的效率。
为了实现中断传送，要求在CPU与外设之间设置中断控制器。
中断方式用于CPU的任务比较忙且传送速度不太高的系统中，尤其适合实时控制紧急事件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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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高等学校电工电子类系列教材:微机原理及应用》内容新颖，语言通顺，文字叙述简练，主要章节运
用了较多的例题分析，也有一些实用电路。
《高等学校电工电子类系列教材:微机原理及应用》可作为高等学校电气信息类专业教材，也可作为从
事计算机应用的工程技术人员或其他自学者的学习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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