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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微机原理课程是高等院校理工科非计算机专业学生必修的一门计算机基础教育课程，是提高学生微型
计算机应用与开发能力的重要课程。
本课程主要适用于电气工程及自动化、测控技术与仪器、电子住处工程以及通信工程等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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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微机原理与接口技术》以80x86系列微处理器和32位汇编语言为基础，并充分结合计算机软硬件
的发展，介绍了微型计算机的运算基础，微机系统的基本结构、原理及其接口技术。
全书主要包括三部分内容：32位汇编语言指令系统及其程序设计：接口技术和常用接口芯片，包
括8255A、8251、8253／8254、8237、D／A和A／D转换芯片的端口地址、控制字、状态字、工作方式
、初始化编程及应用编程；人机交互接口原理及其A／D和D／A的接口原理及其应用。
《微机原理与接口技术》实例丰富、突出应用。
文字叙述上深入浅出、循序渐进，避免了基础内容和较深内容之间跨度过大，较好地解决了它们之间
的衔接和过渡。
每章均配有经过精心筛选的习题与思考题，其中大多数参考了近年来国内一些重点院校的考研试题题
型，颇具启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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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微型计算机运算基础微型计算机自从20世纪70年代登上历史舞台，已成为当今计算机发展的一
个主流方向。
随着微型计算机的目益普及，其应用已深入到各行各业，极大地改变着人们的工作方式、学习方式和
生活方式，成为信息时代的主要标志之一。
1.1 二进制数和十六进制数在日常生活中，人们最常用的是十进制数（用D或d表示，可省略）。
计算机中采用的数制是二进制（用B或b表示），这是因为用电子器件表示两种状态比较容易实现，而
且也便于存储和运算。
又由于二进制数书写格式冗长，不便于阅读，所以程序设计中又常常使用十六进制数（用H或h表示）
、八进制数（用O或O表示）、二一十进制数等。
1.十进制数十进制数的特点是：每一位有0～9十种数码，基数为10，高位权是低位权的10倍，加减运
算的法则为“逢十进一，借一当十”。
2.二进制数由于计算机是一个开关部件，因此在计算机内部所有信息都以二进制数形式出现。
二进制数的特点是：只有两个不同的数字，即0和1，因此基数为2，高位权是低位权的2倍，加减运算
的法则为“逢二进一，借一当二：”。
3.八进制数八进制数其实是二进制数的另一种书写形式，即把3位二进制数作为一组，每一组用等值的
八进制数（实际上是十进制数中的0～7）来表示。
八进制数的特点是：每一位有0～7这8种数码，因此基数为8，高位权是低位权的8倍，加减运算的法则
为“逢八进一，借一当八”。
4.十六进制数十六进制数是二进制数的另一种书写格式，即把4位二进制数为一组。
十六进制数的特点是：每一位有O～9和A～F这16种数码，因此基数为16，高位权是低位权的16倍，加
减运算的法则为“逢十六进一，借一当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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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微机原理与接口技术》可作为高等院校电气信息类专业的教材和教学参考书，也可作为有一定实践
经验的硬件开发人员的参考书和作为继续教育的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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