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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自20世纪70年代初第一代微型计算机问世以来，计算机技术以惊人的速度发展，尤其是在
以Intel8086／8088为CPU的16位IBMPC机诞生以后，又相继出现了以80386、80486为CPU的32位PC机。
如今，以Core“酷睿”系列为CPU的高性能微型计算机已大量面市。
但作为一类在世界上最流行的机种的代表，16位机的结构、组成原理、指令系统、编程方法和接口技
术等在后续的PC机设计中基本上都得到了体现，并具有向上兼容性。
本书仍以8086／8088CPU为基本出发点，详尽地论述有关微处理器及其指令系统的概念以及DOS
和Windows下汇编程序设计的方法，介绍构成微型计算机的存储器管理、各类可编程接口芯片、数／
模转换、模／数转换等技术。
　　全书共分12章，在内容安排上注重系统性、逻辑性和实用性，各章前后呼应，并加入了大量程序
和硬件设计实例，使读者能深入了解计算机的原理、结构和特点，以及如何运用这些知识来设计一个
实用的微型计算机系统。
　　第1章叙述微型计算机的发展、构成、内部指令的工作流程和PC系列微机的体系结构；第2章阐
述8086／8088微处理器的CPU结构、中断结构、系统配置及典型时序和操作，以及32位微处理器编程
结构；第3章介绍内部存储器的分类及扩展以及与CPU的连接；第4章对8086的指令系统进行详尽说明
：第5章讨论8086汇编语言程序设计的方法，并融入Windows平台下汇编语言程序设计的方法；第6章
简述基本I／O接口技术及DMA方式；第7章论述中断系统并介绍中断管理控制器8259A；第8～11章详
细介绍I／O接口芯片的基本原理及其应用实例，包括通用并行接口芯片8255A、串行通信接口标准及
可编程芯片16550、定时器／计数器8253／8254、数与模和模／数转换器等；第12章以两个具体应用实
例的设计过程阐述微机应用系统的设计过程。
　　本书由南阳理工学院李云强任主编，负责全书内容的组织修改和最终定稿，并编写第1、2、4、10
、11章，其中第11章与张帆（襄樊学院）共同完成；王保胜编写第3章。
襄樊学院的项东升任副主编，编写5.1 ～5.3 节；吉向东编写5.4 ～5.5 节。
南阳师范学院姚文华任副主编，并编写第6、12章；张帅编写第7、9章。
河南工业大学王锋编写第8章。
同时，对兄弟院校老师的支持表示衷心感谢！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微机原理与接口技术>>

内容概要

　　《微机原理与接口技术》以Intel8086微处理器为主线，从工程应用的角度出发，系统阐述了8086
微机的基本结构、原理、接口技术及其应用。
全书共分12章，在内容安排上注重系统性、逻辑性、科学性、实用性和先进性，各章前后呼应，并加
入了大量程序和硬件设计实例，使读者能深入了解计算机的原理、结构和特点，以及如何运用这些知
识来设计一个实用的微型计算机系统。
　　全书可分为四个部分：①8086微机原理部分（1～3、6、7章）；②汇编语言程序设计部分（第4
、5章）；③接口技术部分（第8～11章）：④系统设计扩展部分（第12章）。
通过对《微机原理与接口技术》的学习，读者可掌握微型计算机的工作原理、汇编语言程序设计、微
型计算机的接口技术，并具备汇编语言编程和硬件接口开发的初步能力，达到学懂、学通、能实际应
用的目的。
　　《微机原理与接口技术》内容充实、概念清晰、重点突出、实例丰富，科学性与实用性并重，可
作为普通高等院校计算机应用、自动化、通信工程、电子信息、测量控制、仪器仪表等专业本／专科
生微机原理与接口技术课程的教材，对工程技术人员也具有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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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944～1945年间，著名的美籍匈牙利数学家冯·诺依曼（John Von Neumann）（见图1-2（b））
应邀参加ENIAC计算机研制任务。
在研制中，他深刻认识到ENIAC不能存储程序这一缺陷，并在1945年由他领导的EDVAC（Electronic
DisereteVatiableAutomatic Computer，离散变量自动电子计算机）试制方案中，作为一位主要倡导者指
出：ENIAC的开关定位和转插线连接只不过代表着一些数字信息，它们完全可以像受程序管理的数据
一样，存放于主存储器中。
这就是最早的“存储程序概念”（Stored Program Concept）的产生。
EDVAC计算机由运算器、逻辑控制装置、存储器、输入设备和输出设备五个部分（见图1.2 （a））组
成，采用了“存储程序”的思想，把数据和程序指令用二进制代码的形式存放在存储器中，保证了计
算机能按事先存入的程序自动进行运算。
　　冯·诺依曼首先提出的“存储程序”概念，以及由他首先规定的计算机的基本结构，人们称为“
冯·诺依曼计算机结构”。
归纳其基本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计算机应由运算器、控制器、存储器、输入设备和输出设
备五个部分组成。
　　数据和程序均以二进制代码形式不加区别地存放在存储器中，存放的位置由存储器的　　地址指
定。
　　计算机在工作时能够自动地从存储器中取出指令并加以执行。
　　半个世纪以来，随着计算机技术的不断发展和应用领域的不断扩大，相继出现了各种类型的计算
机，包括小型计算机、中型计算机、大型计算机、巨型计算机以及微型计算机等，它们的规模不同，
性能和用途各异，但就其基本结构而言，都是冯·诺依曼计算机结构的延续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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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微机原理与接口技术》特点：在编写思路上体现“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理念和事物的认识发
展规律。
内容的编排更加连贯，注重前后知识点之间的关联，注重激发学生主动探索求知的欲望突出应用，夯
实基础，原理、技术与应用并重；理论讲解简明扼要，融理论于案例讲解之中，注重软硬件分析与设
计；提高读者分析问题和软硬件程序设计的能力，让读者学而有用，学而能用文字叙述层次分明、语
言简洁、图文并茂，避免基础内容与较深内容之间跨度过大，较好地解决它们之间的衔接与过渡，便
于课堂讲授与自学指令系统部分，力求图示，采用较多的图表和例子，使学生对指令执行的流程一目
了然，方便理解汇编语言设计不仅兼顾DOS下的程序设计方法，还融入高级语言下汇编程序设计开发
方法，兼顾汇编语言与高级语言之间的过渡，更适合不同类型的程序员和学生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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