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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1世纪高等院校电气工程与自动化规划教材:计算机控制技术》从工程实际应用的角度出发，注重基
础性、系统性和实用性，较深入地介绍计算机控制系统的基础知识及分析和设计方法。
作者在多年教学与科研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删除了内容高深而实际应用不多的控制技术，增加了大量
的MATLAB仿真实例，并充实了计算机控制领域最新的技术理论和方法及作者的部分科研成果。
全书共分10章，包括计算机控制系统的概述，工业控制计算机，过程输入/输出通道，数字程序控制技
术，计算机控制系统的数学模型，数字控制器的连续化设计，数字控制器的离散化设计，计算机控制
系统的应用软件，计算机控制系统设计，计算机控制网络技术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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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1）过程通道与存储器统一编址方式 这种编址方式又称为存储器映像编址。
此时每个I/O端口看做存储器中的一个单元，并赋予存储器地址。
当CPU要访问I/O端口时，如同访问存储器一样，所有访问存储器的指令同样适合于I/O端口，通常把
存储器中最后一小部分地址分配给各个I/O接口。
 优点：简化指令系统设计，可使用全部存储器指令。
 缺点：减少一定量的内存容量，数据存取时间长（MOV需20个以上时钟周期，专用l/O指令需10个时
钟周期）。
 （2）过程通道与存储器独立编址方式 这种编址方式又称专用I/O指令编址，I/O端口地址与存储器地
址是分开的。
CPU对端口寄存器的访问通过IN和OUT指令完成，并有直接寻址方式和间接寻址方式两种。
它们寻址空间不同。
 3.主机对过程通道的控制方式 计算机的外围设备及过程通道种类繁多，它们的传送速率各不相同。
因此，输入/输出产生复杂的定时问题，也就是CPU采用什么控制方式向过程通道输入和输出数据。
常用的控制方式有3种。
 （1）程序传送控制方式 程序传送控制方式是指完全靠程序来控制信息在CPU与I/O设备之间的传送，
又分为无条件（同步）传送方式和条件（查询）传送方式。
 无条件传送是指外设已准备好，而又不必检查它们的状态情况下，可直接采用输入/输出指令同外设
传送数据。
这是最简单的一种，所需硬件、软件较少，但必须已知外设已准备好发送数据或能接收数据才能使用
，否则会出错。
这种方式一般很少使用。
 条件传送也称查询传送或异步传送方式。
CPU在传送前，利用程序不断询问外设的状态，若外设准备好，CPU就立即与外设进行数据交换；若
没有准备好，则CPU就处于循环查询状态，直到外设准备好为止。
 （2）中断传送方式 中断是外设（或其他中断源）中止CPU当前正在执行的程序，转向该外设服务的
程序，即完成外设与CPU之间传送一次数据，一旦服务结束，又返回主程序继续执行。
这样，在外设处理数据期间，CPU同时可以处理其他事务，外设处理完时主动向CPU提出服务请求，
而CPU在每条指令执行的结尾阶段均检查是否有中断请求（这种检查由硬件完成，不占CPU时间）。
一个完整的中断处理过程应包括中断请求、中断排队、中断响应、中断处理和中断返回。
 （3）直接存储器存取（DMA）传送方式 数据传送执行的时间小于完成中断过程所需时间；大量数据
在高速外设与存储器之间传送时，采用DMA方式。
DMA方式是利用专门的硬件电路，让外设接日口可直接与内存进行高速的大批量数据传送，而不经
过CPU，这专门硬件就是DMA控制器——DMAC。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计算机控制技术>>

编辑推荐

《21世纪高等院校电气工程与自动化规划教材:计算机控制技术》可作为高等院校自动化、电子与电气
工程、测控技术与仪器、机电一体化、计算机应用等专业的教材，也可作为相关领域工程技术人员的
参考书或培训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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