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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共分三篇十一章，主要内容包括：单片机结构和原理，单片机指令系统与接口技术，单片机
系统的扩展；可编程控制器的基本知识和工作原理，几种主要可编程控制器产品简介；单片机应用系
统和可编程控制器应用实例以及单片机和可编程控制器实验。
    本书体现了理论够用、重在实践的特点，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实用性强，浅显易懂，便于学习和掌
握。
    本书既可作为高职高专的教材，也可供从事运行与控制专业工作和相关专业的技术人员参考与自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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