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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自己制作电子产品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
我经常回忆起小学时代，当时不懂过多的原理，只是会使用电烙铁焊接电子产品套件的那种愉快情景
。
在制作电子产品时，大多是由组装套件开始起步的，每当完成一件自制的电子产品，兴奋之情油然而
生。
可是套件中元件往往不能满足要求，这时就必须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来解决问题，其中比较复杂的是
尝试画出电路图，或者利用多种套件进行组合。
为了实现产品更加小型化，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使用微控制器。
不用改变外部接线，只是改变内部的程序，微控制器就可以完成不同的任务。
例如，同一个微控制器既可以作为机器人的无线控制单元实现对伺服电机的控制，也可以作为红外线
遥控装置的发送器、接收器，或者作为温度计使用。
只是改变微控制器的程序而不改变接线，这一优越性特别适合于设备的改造。
有时只需要对设备进行少许改进，就可以灵活使用微处理器。
目前已有多种类型的微控制器被开发出来，并在市场上销售。
PIC微控制器是其中价格低廉、编程简单、使用灵便的产品之一。
笔者是在晶体管技术杂志特集号上初次接触PIC微控制器的，与此前使用过的z80单板机相比，微控制
器的集成度高，程序写入器价格低廉，包括仿真器在内的开发环境都是免费提供的，这些特点对于使
用者来说，具有强烈的吸引力。
凡是实际应用过这种微控制器的人，无不感到得心应手，不愿舍弃。
微控制器需要编程，说到编程也许有人会感到束手无策，但是只要使用者的控制思路明晰，微控制器
的编程工作就会得心应手。
本书是以从未接触过微控制器的人为对象，把理解编程基本思路作为重点。
本书第1章介绍PIC微控制器，第2章讲述微控制器的内部动作。
很多人对这些内容已经有所了解，这是因为从微控制器到个人电脑，以至更大型的计算机中所使用
的CPU，其基本结构都是相同的。
第3章通过使用仿真器加深对微控制器动作的理解。
第4章到第6章的内容是制作实际电路并使之动作的实践例。
第7章的内容是更多PIC应用实例。
如果读者通过阅读本书，感到PIC微控制器编程并不神秘，能够充满自信地工作，笔者也将感到无比
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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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图解PIC单片机应用技术”丛书之一。
本书以从未接触过微控制器的人为对象，把理解编程基本思路作为重点，分别介绍PIC微控制器的内
部动作，编程过程分析，PIC微控制器数字量接口的应用，以及如何熟练使用内置设备、驱动电机等
。
附录部分给出PIC的开发步骤、向PIC微控制器写入程序、指令表、PIC16F877A等。
本书图文并茂，实例丰富，内容循序渐进，具有很强的实用性。
    本书可供PIC单片机爱好者、高等院校相关专业师生，以及从事PIC单片机项目开发制作的工程技术
人员阅读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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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程序存储器（ROM：Read Only Memory）是专用的只读存储器，其中的内容是预先写入的，有
适合于大规模生产的掩膜型，有一次性写入型，有用紫外线擦除的uV-EPROM，有电擦除的EEPROM
，还有被称作闪存型（Flash）的存储器。
PIC16F877A所用的是闪存型程序存储器和EEPR（）M型的数据存储器。
程序存储器中的程序如同乐谱或剧本（图2.2），只不过是用数字和计算顺序书写而成的。
数据存储器（RAM：Random Access Memory）是指任意时刻都可以对任意地址实施存取的存储器。
通常使用的是按照一定顺序执行存取的顺序存取存储器。
相对于ROM而言，RAM是可以随时存取的存储器。
根据RAM的内部结构，可分为DRAM和SRAM。
数据存储器相当于一本日记台账，写入的内容不是条目而是数字，它可以不限次数地写入和修改。
计算单元相当于一个计算器，它能够做加减运算和逻辑运算，但不能做乘除运算，也没有存储功能，
并且位数也较少。
外围接口电路的输入／输出与数据存储的内容相关联，对接口电路实施读写操作，就实现与外部世界
的联系。
在PIC中还应当有一个精灵，这是什么呢？
请大家想一想。
没错！
还应当有一个阅读剧本，操作计算器，并把计算结果记录在日记账本上的精灵，只是在PIC外部看不
到这个精灵在书写日记台账。
这个精灵位于外围接口电路附近，根据日记台账的内容，或者把日记台账中某些内容对外部世界显示
，或者把外部世界的数据记录于日记台账中。
PIC之所以能够发挥作用，这个精灵功不可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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