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Pentium汇编语言程序设计>>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Pentium汇编语言程序设计>>

13位ISBN编号：9787040178135

10位ISBN编号：7040178133

出版时间：2007-12

出版时间：高等教育出版社

作者：张长海,郭东伟,左万历,赵国相

页数：313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Pentium汇编语言程序设计>>

前言

　　汇编语言是一种介于机器语言和高级语言之间的计算机编程语言，它既不像机器语言那样直接使
用计算机所认识和理解的二进制代码，也不像高级语言那样独立于硬件之外直接面向用户。
汇编语言是计算机提供给用户的最快而又最有效的语言，也是能够利用计算机所有硬件特性并能直接
控制硬件的语言，利用汇编语言可以编写出在空间和时间上都高效的程序。
在很多需要直接控制硬件的场合，更是非用汇编语言不可。
　　当前绝大部分微型机使用Intel体系结构的微处理器，这种体系结构的微处理器目前已经发展
到Pentium，因此Pentium汇编语言程序设计已经成为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的一门重要课程。
　　目前，全国高等教育正处于教学改革的时期，新的教学思路、新的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正在形成
。
结合21世纪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课程改革的基本思路，在多年教学实践的基础上，我们编写了
《Pentium汇编语言程序设计》，它是教育部《高等教育面向21世纪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计划》的
研究成果之一。
　　本书以Pentium微处理器为基础，系统地介绍Pentium微处理器的编程结构、指令系统、汇编语言
程序设计的基础知识、程序设计方法和应用技术。
在浮点运算和系统程序编制方面的扩充是本书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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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汇编语言程序设计》以Pentium微处理器为主线，系统地介绍了汇编语言程序设计的基础知识、
程序设计方法和应用技术。
《汇编语言程序设计》由基础理论、编程工具、编程方法和实际应用4部分共11章组成。
包括Pentium微处理器的基本体系结构；Pentium微处理器的指令格式、寻址方式、指令系统、伪指令
和汇编语言程序格式；汇编语言进行程序设计的基本方法，包括顺序、分支、循环、子程序等基本程
序结构、编程方法和技巧；输入输出、异常、中断程序设计、文件系统；在Pentium芯片支持下算术程
序设计方法，Pentium系统程序设计方法等。
在浮点运算和系统程序编制方面的扩充是《汇编语言程序设计》的特色。
《汇编语言程序设计》内容丰富、充实，由浅入深，循序渐进的讲述方式适合于具有一定程序设计基
础的初学者学习汇编语言程序设计方法。
《汇编语言程序设计》可作为高等学校计算机科学与技术、通信工程、电气工程、自动化等专业“汇
编语言程序设计”课程的教材，也可供自学者及从事计算机应用的工程技术人员使用、学习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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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0.2保护模式简介　　保护模式不仅可以充分发挥CPU的计算能力，扩展寻址范围，更重要的是
保护模式提供了一系列硬件支持，相应的CPU也提供了硬件实现机制，来保证现代操作系统和应用程
序的需要。
由于从80386开始在后续的80486及Pentium等CPU中，保护模式基本相同，因此为行文方便，在很多资
料中都称为386保护模式，例如，在Windows NT的手册和文件目录中称i386保护模式，虽然Windows
NT并不能在80386下运行，只能在80486以上机型运行。
　　最原始的以DOS为代表的操作系统，是单用户、单进程的。
也就是说，在一个时刻只能有一个应用程序在运行。
虽然可以使用各种技术在后台装载一些程序，但是这些程序和操作系统共享一套内存。
也就是说，各个程序都可以访问某一个相同内存地址。
因此某个程序的崩溃很容易导致整个操作系统的崩溃。
在这种方式下，系统的所有软硬件资源对应用程序都是可见的，也都是可操作的，由此给系统带来了
很大的不安全性。
　　现代操作系统，如UNIx和Windows都是多用户、多进程的，可以同时运行多个应用程序。
站在每个应用程序角度看，它们都使用一致的地址空间，但是实际上操作系统把不同程序的内存空间
映射到不同的物理内存上，以保证互不冲突。
原则上应用程序之间不能互相访问，也不能访问操作系统的内存，一个进程的崩溃不能导致整个系统
的崩溃。
另外，对于很多特定硬件，应用程序不应该直接访问，而应该通过相应的操作系统调用来完成。
如果应用程序有意或无意地试图违反上述约定，则产生异常中断，转入操作系统进行处理。
另外，虽然32位处理器可以提供高达4 GB的内存空间，但计算机硬件不一定配备这么大数量的内存，
同时多个应用程序加上操作系统使用的内存容量总和也完全可能超过实际内存数量，甚至超过4 GB，
因此引入了虚拟内存机制。
虽然虚拟内存机制的实现主要由操作系统来完成，但是处理器必须提供相应的支持。
　　综上所述，在保护模式下，要提供的硬件机制包括存储管理机制、任务保护机制、中断和异常机
制、I／O等特权指令管理以及提供进程切换、运行模式切换的支持。
下面就从这几个方面来介绍Pentium保护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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