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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1世纪的人类社会已进入以知识经济为主导的信息时代，计算机技术与集成电路工艺的迅猛发展
，推动了以微处理器性能为表征的新器件、新技术和新方法的不断变革，信息技术产业与新兴电子产
品对社会和人类文明的影响越来越大。
学习与掌握微型计算机的基本知识与应用技能，已成为人类现代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为了与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和教学改革的形势相适应，我们对《80x86/Pentium微型计算机原理及应用》
教材的前期版本进行了修订，并作为普通高等教育&ldquo;十一五&rdquo;国家级规划教材出版。
　　修订版的编写以教育部高等学校非计算机专业计算机基础课程的&ldquo;基本要求V4.0&rdquo;精
神为指导，结合国家和省精品课程建设成果及多年的教学实践，深入研究教材内容和课程体系，吸取
国内同行师生使用前期版本的反馈意见，并参考了一些国外优秀教材。
教材在前期版本的基础上对原章节内容加宽加深，既保持了多年形成的比较成熟的课程体系，又适时
地引入了近年来微型计算机中的新器件、新技术和新方法，力求做到&ldquo;基础性、系统性、实用性
和先进性&rdquo;的统一。
　　根据工科非计算机专业学习与应用计算机的特点与教学规律，考虑到Intel 80x86/Pentium系列CPU
以及所构建PC系统的向上兼容性，修订版在结构上仍然继承了前期的风格，内容上则做了较大幅度的
更新和调整。
主要更新与特点总结如下：　　（1）结构清晰，循序渐进，重点突出，内容丰富，知识的整体性更
好。
　　（2）以Intel 80x86/Pentium系列CPU为背景，系统介绍微型计算机的组成结构、工作原理、CPU功
能特点、指令系统、汇编语言程序设计、中断的工作原理、接口技术等。
　　（3）重点介绍了Intel 8086/8088 CPU的结构与特点、基本指令集、外围接口技术的原理与应用方
法等，这是我们学习与掌握微型计算机原理与应用的基础。
　　（4）在有关微处理器的章节中除了个别调整外，重点说明了80386 CPU的结构特点、寄存器组织
和存储管理，增加了Pentium内部结构、超线程技术、协处理器80x87以及多核处理器的介绍。
　　（5）在&ldquo;指令系统&rdquo;与&ldquo;汇编语言程序设计&rdquo;两章中，进一步完善了Intel
80x86/Pentium系列CPU的指令系统，增加了高版本宏汇编伪指令的应用、基于多媒体指令的程序设计
方法、浮点运算指令集及其编程、汇编语言与高级语言的接口、保护方式下的编程方法等内容。
　　（6）对有关存储器的内容进行了部分调整，在保证基本概念完整、更新部分芯片的基础上，增
加了双倍速SDRAM（DDR）存储器、典型快擦写存储器（闪存）的介绍，补充介绍了32位处理器及
存储器模块的连接应用。
　　（7）整合了原书的第6、8章的内容，系统地介绍了8086/8088~Pentium系列CPU的I/O系统与中断
，并结合32位CPU的特点增加了保护模式下中断与异常的处理过程。
同时扩展介绍了集成控制芯片82380中的可编程中断控制器。
　　（8）从现代微处理器应用角度，调整了接口部分的内容，补充了串行接口与通信的基础知识，
精简了UART原理和8250芯片的具体介绍，增加了USB等串行总线的基本原理、DMA控制器8237的介
绍，并更新了模拟通道的概念，增加了AD574的升级替换芯片的知识。
　　（9）对原有第8章的内容进行了更新。
以介绍微型计算机体系结构为主，按序讨论了IBM PC/AT和Pentium系列微机系统，补充了最新的总线
技术（如AGP与PCI Express），并结合32位CPU的构成特点，介绍了保护模式下多任务管理机制和虚
拟8086模式，对如何在保护模式下进行多任务切换进行了举例说明。
　　微型计算机原理及其应用课程是工科电子信息与电气学科等相关专业的重点主干课程，是后继课
程学习的纽带和桥梁，是掌握微机软、硬件设计技术的基础，同时也是后PC时代学习、开发和应
用DSP、ARM及&ldquo;嵌入式系统&rdquo;技术的基础。
在微处理器与计算机技术飞速发展和升级换代的进程中，计算机本身的体系结构、基本工作原理并没
有改变。
基于此，本书仍以8086/8088 CPU为切入点，重点讲述8086/8088 CPU的构成、寄存器特点、存储器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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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方式以及实模式编程技术。
在此基础上，介绍Pentium系列各处理器的发展与特点，结合扩展的指令系统给出了英特尔架构32
位CPU的编程特点，以及多媒体和保护模式编程的基本方法。
同时，对CPU常用外围器件，如半导体存储器、典型可编程接口芯片及其相关的中断技术、接口设计
方法和典型控制程序等给予详尽的介绍。
内容组织上遵循&ldquo;由易及难、循序渐进、宽编窄用&rdquo;的原则，叙述上力求做到由浅入深、
通俗易懂。
　　全书共8章，第1～4章分别介绍微型计算机系统组成、微型计算机的CPU、汇编语言及其程序设计
等基本知识；第5～8章介绍微机存储系统、数据传送方式、中断技术、接口芯片及常用外部设备的相
关知识及实用技术。
　　全书由吴宁统稿，其中，第1、2章由张颖编写，第3、4章由吴宁编写，第5、7章由马旭东编写，
第6、8章由周芳编写。
周磊、葛芬、段丽芬在全书编写过程中给予了许多协助。
全书教学参考学时数为60~80，使用时可根据具体情况选择适当的内容。
本书还为任课老师提供电子课件资源，需要者请登录华信教育资源网http：//www.hxedu.com.cn免费注
册下载。
　　前版教材《80x86/Pentium微型计算机原理极其应用》自出版以来，连续15次重印，为国内多所重
点大学选为本科生教学用书，并列为研究生考试的主要参考书。
借此新版出版之际，对业界同仁的信任与鼓励表示衷心的感谢。
由于笔者水平有限，书中难免有错误和不妥之处，请读者批评指正。
　　编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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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和国家精品课程建设成果，以教育部高等学校非
计算机专业计算机基础课程“基本要求V4.0”精神为指导，力求做到“基础性、系统性、实用性和先
进性”的统一。
全书共8章，包括计算机基础、80x86/Pentium
微处理器、80x86/Pentium指令系统、汇编语言程序设计、半导体存储器、输入/输出和中断、微型机接
口技术和微型计算机系统的发展等。
本书为任课老师提供电子课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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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1.数据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对数据的定义是：“数据是对事实、概念或指令的一种
特殊表达形式，这种特殊的表达形式可以用人工的方法或者用自动化的装置进行通信、翻译转换或者
进行加工处理。
”根据这一定义，通常意义下的数字、文字、图形、图像、声音、活动图像（视频）等都可认为是数
据，因为人们可以对它们进行各种人工方式的处理，如通信、加工、转换等。
对计算机而言，数字、文字、图形、图像、声音、活动图像等都不能直接由它进行处理，它们必须采
用“特殊的表达形式”才能由计算机进行通信、转移或加工处理。
这种特殊的表达形式就是二进制编码形式。
通常，在计算机内部又将数据分为数值型数据和非数值型数据。
数值型数据是指日常生活中经常接触到的数字类数据，它主要用来表示数量的多少，可以比较大小；
而ISO定义中其他的数据统称为非数值型数据。
在非数值型数据中又有一类最常用的数据，称为字符型数据，它可以方便地表示文字信息，供人们直
接阅读和理解。
其他的非数值型数据则主要用来表示图形、图像、声音和活动图像。
用计算机进行数据处理指对数据进行加工、转换、存储、分类，排序和计算的过程。
数据处理的目的是从原始数据或基础数据生成或转移得到对使用者有用的数据。
2.信息根据ISO的定义可以通俗地认为：信息是对人有用的数据，这些数据可能影响人们的行为与决策
。
计算机信息处理，实质上就是由计算机进行数据处理的过程。
也就是说，通过数据的采集和输入，有效地把数据组织到计算机中，由计算机系统对数据进行相应的
存储、转换、合并、分类、计算、汇总等操作。
经过计算机对数据的加工处理，向人们提供有用的信息，这一过程就是信息处理。
更通俗地说，信息处理的本质就是数据处理，数据处理的主要目的是获取有用的信息。

Page 10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80x86\Pentium微型计算机原�>>

编辑推荐

Page 1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80x86\Pentium微型计算机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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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