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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微机原理与接口技术”作为大学工科专业的一门重点课程，目的在于加强学生对微型计算机硬件组
成的理解，提高对于计算机硬件应用，甚至硬件开发的能力。
它的基本内容包括三个部分：微型计算机组成和工作原理、指令系统和汇编语言程序设计、接口技术
。
只要能够达到课程的目的，覆盖课程的内容，选择什么样的CP[J应该都是可以的，包括Intei的CPU、
单片机，甚至嵌入式芯片。
目前开设的“微机原理与接口技术”课程基本上有两种模式：一种是以Intel公司的CPU为基本出发点
；另一种是以51系列单片机为基本出发点。
两种模式各有所长。
由于以IntelCPU为核心的微型计算机一直在快速发展，选用Intel公司的CPU作为课程的出发点不但有
利于对基本原理的理解，也容易了解计算机技术的发展。
例如，微处理器的发展、存储器的发展等。
这本教材的编写，就是想从课程教学目的出发，突出课程重点，突出基本原理。
8086CPU只是为了说明这些基本原理所需要的一个依托、一个平台。
凡是和基本原理关系不大的内容，就尽量少写，例如，8086／8088在PC／XT机中的使用，在有些教材
中占了相当的篇幅，在本教材中则没有涉及。
突出基本原理，还要突出原理的普遍性。
为此，可以不受8086 CPU的限制。
例如，中断是微机原理中的重点内容。
但是，不同CPIJ的中断机制是不完全相同的，不论是中断向量表，还是中断返回的处理都可能不同。
本书中对这些一般性的机制都作了讨论。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微机原理与接口技术>>

内容概要

本书覆盖了“微机原理与接口技术”课程的最基本的内容，包括微型计算机的组成和工作原理
、8086/8088指令系统和汇编语言程序设计、微型计算机总线、中断系统、常用接口技术及微型计算机
的发展方向与新技术介绍等。
本书从课程教学目的出发，以8086 CPU为依托，突出课程重点，突出基本原理，并注重基本原理的普
遍性和实践性。
    本书可以作为高等学校通信工程、电子工程、信息工程及自动化等专业计算机硬件技术基础的教材
，也可以作为计算机硬件基础的培训教材和自学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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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4）总线电源电压 早期的总线电源电压都是5 V。
现在随着总线性能的提高，电源电压趋于降低，有使用3.3 V，甚至是2.2 V的电源电压。
 5.1.3 微型计算机系统总线的发展 微型计算机系统总线的发展，基本上是围绕着总线带宽来进行的。
 （1）PC总线 最早的微型计算机标准总线是以8088为CPU的IBM PC／XT机所使用的总线，称为PC总
线。
也称为PC／XT总线。
PC总线的数据线只有8条，是一种8位宽度的总线。
现在有一些“微机原理”课程的实验设备上仍然在使用PC总线。
 1984年，IBM公司推出基于Intel 80286CPU的IBM PC／AT个人计算机，所使用的总线是16位的AT总线
。
但是IBM没有发布AT总线的规格，所以不是一种通用的总线标准。
 （2）ISA总线 为了便于开发与PC机兼容的外部设备，IEEE委员会和Intel等公司，开始研究在PC总线
基础上的新的总线标准。
1987年，IEEE正式制订ISA（Industry Standard Architecture）总线标准。
 ISA总线采用8位和16位模式，它的最犬数据传输率为8 MB／s和16 MB／s。
在当时完全可满足多个CPU共享系统资源的需要。
ISA总线在Intel286和Intel386SX时代得到了普遍的使用。
直到今天，一些外部设备的接口还是使用ISA标准。
 （3）EISA总线 在32位386DX处理器出现之后，16位宽度的ISA总线就遇到问题。
总线数据传输速度也不能满足新的CPU的需要。
1988年开始，康柏、惠普、AST、爱普生等九家厂商协同将ISA总线扩展到32位宽度，制订了32位总线
标准EISA（Extended Industry Standard Architecture，扩展工业标准架构）。
 EISA可以完全兼容之前的8／16位ISA总线。
EISA总线的工作频率是8 MHz，由于总线宽度增加到32位，它的总线带宽提升到32 MB／s。
EISA总线在个人计算机中使用了很长的时间，2000年以后就很少使用了。
 在这一时期，还出现过IBM公司专门为PS／2计算机开发的MCA总线。
尽管性能良好，但是兼容性差，没有得到普遍使用。
此外，还出现过针对Intel486CPU设计的VESA（Video Electronics Standard Association）局部总线，用
于CPU和显示器之间局部的总线连接，提高关键部分的传输性能。
随着PS／2计算机和80486CPU退出微型计算机的舞台，这些总线标准，现在已经都不再使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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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微机原理与接口技术》以8086/8088 CPU为主体，将微型计算机原理、汇编语言程序设计和微机接口
技术整合在一起，全面介绍了微处理器的内部结构、指令系统、汇编语言程序设计、存储器管理技术
、中断技术、接口技术及微型计算机的发展方向等，全面反映了微处理机领域技术发展的最新水平与
趋势，其内容充分体现了计算机硬件技术的知识性与先进性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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