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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为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本书系统地介绍了微型计算机的硬件技术及应用基础。
主要内容包括：微型计算机硬件基础知识、微处理器（CPU）及其系统机构、指令系统和汇编语言程
序设计、总线技术、存储器、输入/输出系统、中断系统、定时/计数器、接口电路、A/D和D/A、外部
设备及其接口、单片计算机应用技术等，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系统的计算机硬件技术基础教学内容。
　　本书在内容的取舍上尽量做到少而精，力图通俗易懂，由浅入深，通过实例和习题加深对基本概
念的理解和掌握。
在每章之后均配有习题，供自学自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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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计算机系统概述　　1.1　计算机发展概述　　电子计算机诞生于20世纪40年代，它的出
现是20世纪的重大科学技术成就之一，有力地推动了各门科学技术的发展，其应用已深入到科学文化
、工农业生产、国防建设甚至于家庭厨房等各个领域，成为科学研究、工农业生产和社会生活所不可
缺少的重要设备。
计算机的应用程度成了衡量一个国家现代化的重要尺度。
　　在推动计算机发展的诸多因素中，电子元器件的发展是一个重要因素。
电子计算机更新换代的主要标志，除了电子元器件的更新之外，还有计算机系统结构方面的改进和计
算机软件发展等重要内涵。
计算机更新换代的大体时间划分如下：　　第一代（1946-1958年），电子管计算机。
在美国，为了解决军事上的需要，由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设计的数字电子计算机ENIAC（Electronic
Numerical Intergrator And Calculator）于1946年诞生。
这台世界上的第一台计算机，是一个庞然大物。
它有18800多个电子管，1500个继电器，重达30吨，占地170平方米，耗电150千瓦，价值48万多美元，
运算速度5000次／秒，与今天的微型计算机相比真是不可同日而语了。
但是，它却奠定了电子计算机的技术基础，如采用二进制数进行运算和控制，建立程序设计的概念等
。
　　第二代（1958-1964年），晶体管计算机。
这一代计算机的硬件部分采用了晶体管，主存储器采用铁氧磁心和磁鼓，外存储器已开始使用磁盘，
软件已开始有很大的发展，还提出了操作系统的概念，出现了各种高级语言及编译程序。
这一代计算机除进行科学计算之外，在数据处理方面也有广泛的应用。
　　第三代（1964-1971年），集成电路计算机。
随着半导体集成技术的发展，使得几十、几百甚至上千个元件能够集成在只有几平方毫米的半导体芯
片上。
这一代计算机采用中、小规模集成电路取代了晶体管分立元件。
采用集成电路后，计算机的体积进一步缩小，耗电减少，可靠性和运行速度明显提高。
在技术上引进了多道程序和并行处理，操作系统的功能也不断加强和趋于完善，这些都更加方便了人
们对计算机的使用。
在这一时期，计算机在科学计算、数据处理和过程控制等方面都得到了较广泛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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