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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此外，还必须为每一个存储器芯片提供正确的读写命令，包括： 把DC3译码器的译
码输出信号／MWR（内存写命令，低电平有效）接到6116芯片的／WE引脚；6116的／OE引脚（输出
使能控制）可以直接接地，或与该芯片的片选／CE（也可记为／CS）引脚短接。
 对PROM存储器芯片，27系列芯片的／OE引脚可以直接接地，而28系列芯片的／OE引脚，在芯片的
读操作期间可以为低电平，在芯片的写操作期间必须为高电平。
28系列芯片的／WE引脚，要接DC3译码器的译码输出信号／MWR（内存写命令，低电平有效）。
28系列芯片支持按字节读写，只是写操作的速度要慢得多，持续时间应在200 μs～1ms，可以用一段
循环程序延时来解决。
 3.3 实验内容和步骤 3.3.1 实验说明 扩展教学机的存储器空间和读写58C65 ROM芯片概述如下。
 教学机的主板上，预留了两个28个引脚的器件插座，可以插上两个58C65 ROM（8KB容量）器件构
建16位的字长的存储器，这就是存储器的位数（字长）扩展。
还需要为这两个存储器芯片提供正确的片选信号，保证它与原有存储器芯片有正确的地址空间范围，
可以把存储器地址译码器产生的一个片选信号连接到这两个芯片的片选信号引脚（／CS），这属于存
储器的容量（字数）扩展技术。
除此之外，还要向这两片存储器芯片提供正确的读写控制命令、使能控制命令（／OE）。
 要对两片扩展的58C65 ROM器件写入或读出数据，有两种办法。
 第一种办法，使用编程器设备向该存储器芯片写入程序或数据，之后再把芯片插到器件插座中，在只
读的操作方式运行其中的程序或使用其中的数据，检查结果的正确性。
通过这个实验可以学习编程器的使用方法和向器件内写入信息的操作步骤。
 第二种办法，也可以在教学计算机系统中，直接向58C65 ROM器件写入信息，可以用监控命令E、A
向器件内输入某些数据或程序，此时需要保证为器件提供正确的读写控制信号和使能控制信号，并确
保每一次写操作要维持约1ms左右的时间，此方式下的58C65ROM器件提供了类似于RAM器件的功能
，这只是一种变通的用法。
 对58C65 ROM芯片执行读操作时，需要保证片选信号（／CS）为低电平，使能控制信号（／OE）为
低电平，读写命令信号（／WE）为高电平，58C65 ROM芯片的读出时间与RAM芯片的读出时间相同
，无特殊要求；对58C65 ROM芯片执行写操作时，需要保证片选信号（／CS）为低电平，使能控制信
号（／OE）为高电平，读写命令信号（／WE）为低电平。
用几个跳线夹来支持这种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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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高等院校计算机实验与实践系列示范教材:软件学院综合实验教程:计算机硬件综合实验》既可以作
为软件学院硬件相关课程的实验教材，也可以作为高等院校计算机应用技术与其他学科本科生的实验
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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