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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面向独立学院工科类专业学生编写的微机原理及应用教材。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和办学层次的多样化，因材施教已成为当前教学改革和课程建设的重
要内容之一。
本教材根据国家质量工程全面提高本科生素质教育的指导思想，结合工科本科计算机基础教学的基本
要求，在独立学院多年教学经验的基础上编写而成。
近年来的教学实践与研究表明，独立学院的计算机基础教育必须与独立学院的人才培养层次和模式紧
密联系。
因而本?不仅强调学生掌握微型计算机的基本原理和应用技术，而且强调培养学生利用所学的知识解决
一些实际的工程问题。
　　计算机已成为解决工程问题不可缺少的工具。
随着工业自动化的水平不断提高，工程应用型本科高等院校非电专业的学生毕业以后，所面临大量设
计任务中的许多地方都涉及计算机知识。
所以，工科院校的学生学习和掌握计算机的基本原理和应用技术已成为几乎所有工科专业培养计划的
一个重要环节，因此，&ldquo;微机原理及应用&rdquo;是工科学生重要的技术基础课。
如何使学生在有限的时间内做到既能掌握基本概念又能提高学生的基本?力，是我们在教学中始终在探
索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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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的典型芯片　3．4　存储器与CPU的连接　　3．4．1　存储器与CPU连接时应注意的问题　　3．4
．2　存储器芯片的扩展　　3．4．3　CPU与存储器的连接　　3．4．4　CPU与存储器的连接应用举
例　习题第4章　8086／8088指令系统　4．1　概述　　4．1．1　机器语言　　4．1．2　汇编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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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ip;&hellip;
第5章　汇编语言程序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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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与机器语言相比，用汇编语言编写程序的突出优点是可以使用符号，也就是可以用助
记符来表示指令的操作码和操作数，可以用标号和符号来代替地址、常量和变量。
助记符是表示一种操作功能的英文字母缩写，利用助记符便于识别和记忆。
但由于用汇编语言编写的程序是由助记符和数字组成的，微处理器不能直接执行，所以采用汇编语言
编写的程序在执行前，还必须将其“翻译”成机器语言，也称为目标程序（ObjectProgram），这时微
处理器才能执行指令。
通常将采用助记符指令写成的程序，称为源程序（Source Pmgram）。
汇编语言仍然是一种面向机器的语言，有独特的优点，汇编语言编写的程序要比与其等效的高级语言
程序生成的目标代码精简得多，占内存少，执行速度快。
它允许程序员直接调用微处理器内部的资源，比较适合编制系统软件、实时控制软件以及那些直接控
制硬件接口的驱动程序。
但是它也有缺点，对于不同的微处理器具有不同的指令系统，其源程序的通用性较差，一般不具有可
移植性，不能像高级语言程序那样，在使用不同微处理器的各类计算机上都可运行。
其大多数的语句不过是一些机器指令的助记符。
用汇编语言编写和调试程序的周期较长，程序设计的技巧性强。
程序员必须既要熟悉计算机的硬件结构，又要熟悉计算机的指令系统，才能编写出高质量的汇编语言
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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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微机原理及应用》：21世纪独立学院应用型创新人才培养系列规划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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