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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Intel 80X86微处理器为背景，从应用角度系统地介绍了16／32位微机的工作原理、常用指令及其
汇编语言程序设计、存储器系统、微机总线、输入输出接口及其应用技术等。
    全书共分12章。
在总结微机基本原理和技术特点的基础上，介绍了微机接口技术的基本要点。
又分别阐述了8086微处理器及其系统结构、指令系统、汇编语言程序设计方法、存储器、计数器／定
时器8253、中断控制器8259A、DMA控制器8237A、数／模和模／数转换、高位微机基本原理、人机交
互接口的组成原理及其应用技术，并给出了微机系统常用的通用可编程接口和主要外设接口的应用实
例分析。
全书在内容安排上注重系统性、逻辑性、先进性和实用性。
每章附有大量实例和习题。
    本书可作为高等学校计算机专业、电子信息工程专业、自动化专业和工科类其他专业本科生的教材
，也可作为从事微机系统开发和应用的工程技术人员的参考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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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微型计算机概述1.1 微型计算机的特点和发展1.微型计算机的特点电子计算机通常按体积、性能
和价格分为巨型机、大型机、中型机、小型机和微型机五类。
从系统结构和基本工作原理上说，微型机和其他几类计算机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所不同的是微型机
广泛采用了集成度相当高的器件和部件，因此具有以下一系列的特点：（1）体积小，重量轻；（2）
价格低；（3）可靠性高，结构灵活；（4）应用面广；（5）功能强，性能优越。
2.微型计算机的发展历程自1946年世界上第一台电子数字积分式计算机ENIAC（Electronic Numerical
Inte—grator and Calculator）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莫尔学院诞生以来，随着数字科技的革新，计算机
差不多每10年就更新换代一次。
纵观计算机的发展历史，计算机的发展已经历了从电子管计算机、晶体管计算机、集成电路计算机到
大规模集成电路计算机四代历程，目前正朝着第五代（智能计算机）、第六代（生物计算机）的方向
发展。
第一代电子管计算机使用了18800个真空管，占地1500平方英尺，重达30吨，每秒可完成5000次的加法
运算。
第一代电子管计算机的诞生为人类开辟了一个崭新的信息时代，使得人类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1996年2月14日，在世界上第一台电子计算机问世50周年之际，美国副总统戈尔再次启动了计算机，以
纪念信息时代的到来。
1958年，美国研制成功了全部使用晶体管的计算机，这标志着第二代计算机的诞生。
采用晶体管的计算机大大降低了计算机的成本和体积，且运算速度比第一代计算机提高了近百倍。
1965年以中小规模集成电路为主体的第三代计算机问世，使计算机的体积进一步缩小，配上各类操作
系统、编译系统和应用程序，使计算机的性能有了极大的提高。
1970年大规模集成电路的研制成功，计算机也发展到了第四代，微型计算机正是第四代计算机的典型
代表。
1971年，随着第一台微型计算机在美国硅谷的诞生，开创了微型计算机的新时代。
1981年在日本东京召开了一次第五代计算机一智能计算机研讨会，随后制定出研制第五代计算机的长
期计划。
智能计算机的主要特征是具备人工智能，能像人一样思维，并且运算速度极快，其硬件系统支持高度
并行和快速推理，其软件系统能够处理知识信息。
神经网络计算机（也称神经计算机）是智能计算机的重要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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