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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面对知识爆炸，社会学家们几乎都开出了一个相同的药方：计算机。
计算机也深孚众望，以其强大的功能，对人类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取得了叹观止矣的成就。
自它1946年2月14日在美国费城诞生以来，至今已过“知天命”的年龄了。
现在，计算机已是一个庞大的家庭。
如果说它的成员占据了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和每一个部门也并不过分，甚至找不到这样一个文明人，他
的生活不直接或间接与计算机有关。
目前，全世界计算机的总量已达数亿台，而且，现在正以每年几千万台的速度增长。
作为计算机在信息传递方面的应用，计算机加上网络，被认为是和能源、交通同等重要的基础设施。
这种设施对信息的传递起着异常重要的作用。
西方发达国家和我们国家对此都非常重视。
例如，美国的信息高速公路计划，全球通讯的“铱"计划，我国也开始实行一系列“金"字头的国民经
济管理信息化计划。
这些计划中唱主角的设备便是计算机。
计算机在各个方面的应用不胜枚举，我们每个人都自觉不自觉地处于计算机包围中。
计算机对社会生产来说是一个产业大户，对每个现代人来说是一种工具，对学生们来说，它是一个庞
大的知识系统。
面对计算机知识的膨胀，面对计算机及其应用产业的膨胀，计算机各个层次的从业人员的需要也在不
断膨胀，计算机知识的教育也遍及从小学生到研究生的各个层次。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微型计算机接口技术>>

内容概要

本书以Intel 8086/8088微处理器为基础，IBM PC系列微型计算机为背景机，系统地介绍了微型计算机接
口技术的原理及实现方法。
它不仅包括通常使用的典型接口芯片，还包括了部分微机系统接口卡(适配器)，从而为微机应用系统
提供了较完整的接口技术。
　　全书主要内容包括：8086微处理器、微机接口技术概述、总线技术、并行输入/输出接口、串行通
信接口、定时/计数技术、中断技术、DMA技术、D/A和A/D接口、人-机接口、外存储器接口技术。
本书内容系统、概念清楚、简明扼要、深入浅出。
每章均附有一定数量的习题和思考题。
　　本书可作为计算机专业大专教材，也可作为非计算机类有关专业的本科教材或参考书。
对从事微型计算机应用系统设计和开发者，也是一本很有价值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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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2.设备选择功能微机系统中通常都有多台外设，而CPU在同一时间里只能与一台外设交换信息
，这就要借助于接口的地址译码对外设进行寻址。
高位地址用于芯片（电路）选择（见2.4），低位地址用于选择接口芯片（电路）内部寄存器或锁存器
，以选定需要与CPU交换信息的外设。
3.信号转换功能由于外设所能提供和所需要的各种信号常常与微机总线信号不兼容，因此信号变换就
不可避免，它是接口设计中的一个重要方面。
通常遇到的信号变换包括：信号电平转换、模／数和数／模转换、串／并和并／串转换、数据宽度变
换及信号的逻辑关系和时序上的配合所要求的变换等。
4.接收、解释并执行CPU命令的功能CPU发往外设的各种命令都是以代码的形式先发到接口电路，再
由接口电路解释后，形成一系列控制信号送往外设（被控对象）的。
为了实现CPU与外设之间的联络，接口电路还必须提供寄存器的“空”或“满”，外设“忙”或“闲
”等状态信号。
5.中断管理功能当外设需要及时得到CPU的服务，例如，在出现故障而要求CPU进行刻不容缓的处理
时，就应在接口中设置中断控制逻辑，由它完成向CPU提出中断请求，进行中断优先级排队，接收中
断响应信号以及向CPU提供中断向量等有关中断事务工作。
这样，除了能使CPU实时处理紧急情况外，还能使快速CPU与慢速外设并行工作，从而大大提高CPU
的效率。
6.可编程功能为使接口具有较强的通用性、灵活性和可扩充性，现在的接口芯片多数都是可编程的，
这样在不改变硬件的条件下，只改变驱动程序就可改变接口的工作方式和功能，以适应不同的用途。
需要说明的是：上述功能并非每个接口芯片（电路）都同时具备，对不同配置和不同用途的微机系统
，其接口芯片的功能及实现方式有所不同，接口电路的复杂程度相差甚远。
三、CPU与外设之间的数据传送方式CPU与外设之间的数据传送方式可归纳为以下三种：1.程序控制
方式无条件传送方式（又称同步传送方式）。
其具体方法是：在程序中的适当位置直接插入I／O指令，以完成数据的传输。
在这种方式中，CPU始终认为外设是准备好的。
这种传送方式的特点是软硬件十分简单，但只适用于外设动作时间已知，并能确认外设已准备好的情
况，因此实际中较少使用这种传送方式。
条件传送方式（又称查询传送方式）。
其实现方法是：在每次执行I／O操作之前，CPU先查询外设的状态，当外部设备准备好时才执行I／O
指令实现数据传送。
这种传送方式有效地解决了无条件传送方式难以保证CPU与外设同步动作的问题，但其传输速度慢
，CPU工作效率低，因为CPU将花费绝大部分时间去查询外设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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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微型计算机接口技术》：高等学校计算机系列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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