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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单片微型计算机原理》一书出版以来，深受广大读者的喜爱。
当前单片微机技术在现代社会的各个领域正越来越广泛地得到应用。
在我国最早得到推广应用，并迅速占领我国单片微机技术应用市场的MCS-51，目前仍然在我国被广泛
应用。
这是因为Intel公司实施了对MCS-51的技术开放政策，与多家半导体公司签定了技术协议，允许这些公
司在MCS-51内核的基础上开发与之兼容的新型产品。
这一策略使MCS-51兼容单片机的产品种类和数量得到了迅速的发展。
众多半导体厂商在MCS-51单片机的基础上，结合了最新的技术成果，推出了各具特色的MCS-51兼容
单片机。
这给MCS-51单片机这一早期开发的产品赋予了新的生命力，并形成了众星捧月、不断更新、长久不衰
的发展格局，在8位单片机的发展中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MCS-51系列以及由其派生出的ATMEL89CX系列、PHIL-IPS80C51、NXP 80C51系列、C8051F系列等以
其优越的性能、成熟的技术以及高可靠性和高性能价格比，迅速占领了工业测控和智能仪器仪表应用
的主要市场，成为国内单片微机应用领域的主流。
为了使《单片微型计算机原理》一书能更适应广大读者对单片微型计算机原理的学习、使用要求，我
们对本教材进行了修订再版。
这次修订再版主要涉及本书的第7章“输入／输出口的扩展”，第8章“新型McS-5l兼容计算机”。
对某些遗漏进行了补充，如指令表中增加了“标志位影响”说明。
再版后的教材在保持基本体系不变的前提下，对第8章的内容进行了全部改写，这是因为一些著名的
半导体公司已经重组后更名，某些单片微机的型号也作了调整，第一版中介绍的某些型号的单片微机
已经停产，第二版删除了这些内容，同时介绍了新推出的功能更强的Mcs-51兼容单片机。
第7章增加了“扩展输入／输出接口的应用”一节，方便了教师教学安排。
这次再版我们特别增加了习题量，便于学生自学和练习。
鉴于本书主要是作为教材使用，所以篇幅不宜过多，内容也不宜过杂，内容的安排和选择是为了便于
学生学净单片微型计算机原理最基本的知识。
在本书修订再版期间各兄弟院校的老师提出了不少宝贵建议和意见，在此一并致以衷心的谢意。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错误、遗漏和不妥之处在所难免，敬请各位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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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以MCS-51单片微机为中心介绍单片微型计算机原理的教材。
内容包括：微型计算机的基本知识、MCS-51单片微机的硬件结构、指令系统、汇编语言程序设计、输
入/输出口的扩展等。
同时还简单介绍了近年来比较流行的新型MCS-51兼容单片微机，如：AT89系列、Winbond系列、NXP
80C51系列、C8051F单片机。
    本书可作为高等院校单片微机课程的教材。
全书具有较强的系统性、先进性和实用性，内容由浅入深，并配有习题，特别适合于没有学过微机原
理课程的人员学习。
本书也可作为工程技术人员参考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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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1章 微型计算机基础1.1 概述1.1.1 计算机的产生与发展电子计算机是一种能自动、高速、准确
地对各种信息进行处理和存储，并能进行算术与逻辑运算的电子设备。
电子计算机的产生标志着人类文明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并在人类发展史上引起了一场深刻的
工业革命。
我们通常把以电子管及其电路为技术基础而构成的计算机称为第一代计算机（1946-1958年）；第二代
计算机为晶体管计算机时代（1958-1964年）；第三代计算机是以集成电路为主的计算机时代
（1964-1971年），这时计算机的逻辑元件已开始采用小规模与中规模的集成电路（Small Scale
Integration or Middle Scale Integration，简称SSl或MSI）；第四代计算机是大规模与超大规模集成电路
（Large Scale Integration and Very Large Scale Integration，简称LSl或VLSI）计算机（1971年以后），它是
在单片硅片上集成了一千至几千万以上个晶体管的集成电路。
目前，计算机的应用已进入各个领域，计算机已从早期的数值计算、数据处理发展到当今进行知识处
理的人工智能阶段，它不仅可以处理文字、字符、图形、图像信息，而且还可以处理音频、视频等信
息，并正向智能，多媒体计算机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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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单片微型计算机原理》的编写意图是将单片微机和微机原理结合起来，使得从来没有学过计算机硬
件知识的读者也能较为顺利地阅读《单片微型计算机原理》，在学习单片微机的同时，也可掌握一些
计算机的硬件知识。
在我国单片微机技术受到重视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从那时起各高等院校相继开设了单片微机课程
，但该课程往往安排在微机原理以后。
因此学生进入单片微机领域往往需要学习两门课程（微机原理、单片微机）。
《单片微型计算机原理》在重点介绍Intel MCS-51单片微机的同时，还介绍了一些近年来新推出的新颖
单片微型计算机，以拓宽读者的视野。
书中介绍了大量的应用实例，供读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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