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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微型计算机原理与接口技术》是系统讲述微型计算机原理与接口技术的教材。
全书共分13章，主要内容包括微型计算机概论、微型计算机系统中的微处理器、Intel
8086/8088指令系统、半导体存储器及其接口、输入/输出与接口技术、中断技术、定时/计数技术、直
接存储器存取DMA、并行接口技术、串行通信接口技术、人机接口、A/D与D/A转换器接口技术、微
型机系统总线技术。

本书的特点是，由浅入深，循序渐进，对基本概念讲述清楚。
为了达到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微型计算机原理与接口技术》配有大量的实例。
在这些实例中，软硬件结合，图文并茂，内容翔实，取材新颖。

《微型计算机原理与接口技术》可作为高等院校计算机专业或工科相关专业的本科生、研究生教材，
也可作为从事计算机应用与开发的科研、工程技术人员的参考书。
本书由西安理工大学吕林涛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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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总线接口部件（BIU）由地址锁存器、地址驱动器、协处理器扩展接口、总线控制器、数据收
发器、预取指器和六字节预取指令队列组成。
总线部件是微处理器与系统之间以及与局部总线之间的高速接口部件，用来产生访问外部存储和I／O
端口所需要的地址、数据和命令信号，可以高速地完成取指令或对存储器的读写。
其中，预取指令可利用局部总线空闲时间，控制数据收发器最多可从存储器中取出六字节指令，并将
它们暂时存放在六字节指令预取指队列寄存器中，这样CPU便可高速读取指令。
只有当预取指队列寄存器中至少空出两个字节时，才进行预取指操作。
指令部件（IU）由指令译码器和3条已被译码的指令队列组成。
指令部件的作用是不断地对来自总线部件和预取指令队列的指令进行译码，然后把它们存放到已译码
的指令队列中，准备接受执行部件的读取。
这一部件可以使对一条指令的执行过程从顺序执行，即取出指令、指令译码、执行指令，转为并行操
作，从而缩短了指令的执行时间，提高处理速度。
这种操作被称为80286的流水操作。
地址部件（Au）由地址偏移量加法器、段界限检查器、段基址寄存器、段容量寄存器物理地址加法器
等组成。
地址部件的功能是根据执行部件（Eu）的请求，从执行部件的寄存器中取出寻址信息，并且按照寻址
的规则产生物理地址，同时把产生的物理地址送到总线接口部件（BIU）的地址锁存器和总线驱动器
中，其物理地址可能为存储器的物理地址或I／O端口的地址。
这一部件中还包括段寄存器和描述符表寄存器的高速缓冲器。
以上介绍了微处理器的4个独立部件的组成及作用。
实际上微处理器在处理一条条指令的过程中，各部件是在并行地作总线操作，从而实现流水线化的作
业，这样极大地发挥了处理器的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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