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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微处理器是计算机系统的心脏，从它诞生的那一天开始，就注定了它要为这个世界带来翻天覆地的变
化。
如今看来，微处理器已经无处不在，不论是个人计算机还是商用服务器，不论是MP3、PDA还是数字
式微波炉，都离不开大大小小的微处理器。
然而，深入了解微处理器，包括其基本体系结构、指令集、操作时序，以及为了提高性能而不断集成
进去的先进技术和设计理念等，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从译者在这个领域多年的学习和研究经历来看，微处理器研究领域是一个门槛较高的领域，对其进行
全面深入的掌握需要多年的历练和经验的积累。
本书的面市，无疑为微处理器设计研究者和爱好者提供了一个很好的途径。
本书不仅讲述了关于先进微处理器的基本概念，更以详尽的篇幅给出了其具体应用。
理论研究者和工程实践者都能从中受益。
可以说，本书既是很好的微处理器教学参考书，也是很好的工程实践参考书。
本书几乎向人们展现了整个英特尔微处理器的发展史。
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感受到的是一种由浅入深、行云流水的心境。
从最初的16位微处理器8086／8088开始，一直讲到复杂的高端微处理器Pentium 4，从基本设计思想的
形成，到体系结构和指令集的设计，再到信号描述、寻址方式、操作时序这些必须了解的信息；从一
款微处理器向另一款微处理器过渡时的需求，到为了提高性能而加入何种先进技术⋯⋯作者都讲得丝
丝入扣。
不仅如此，本书的最大特色就是在讲述理论知识的同时，给出了相当多的编程示例和具体应用示例，
对于长期从事理论研究的读者来说，本书无疑提供了一条快速进行工程设计的捷径。
而对于长期从事工程实践的人来说，又能把本书当作理论基础和参考手册。
因而我们相信，任何从事体系结构和微处理器设计领域工作的人们，任何希望能快速、准确地设计基
于微处理器的系统的人们，都会从本书的阅读中受益匪浅，这也是我们愿意翻译该书的原因所在。
受益于此书有余，不揣冒昧地为本书的读者们建议一条高效的阅读途径。
本书的内容可以分为4个部分，第1部分由第1-4章组成，围绕英特尔公司的16位微处理器8086／8088进
行了详尽而全面的讲述。
包括体系结构、引脚信号分布及意义、操作时序、指令集定义、汇编指令及汇编程序设计思想及示例
，还有其专属的一些特征和编程方法等。
俗话说，“万变不离其宗”，英特尔公司后续的先进处理器都是从8086／8088演变而来的。
因此可以说，该部分内容是任何从事体系结构和微处理器设计工作的人们不可或缺的基础知识，需要
仔细地阅读，认真地领悟。
第2部分由第5-7章组成，讲述各种外设。
从通用外设到专用外设，再到较复杂的专用外设，都进行了详细的讲述。
从事微处理器系统设计工作的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研究方向和实践内容有选择性地阅读与工作相关的
内容，这部分为工程实践提供了很好的参考。
第3部分由第8-13章（包括第17章）组成，一直从80286／80287讲到Pentium 4。
这是一个跟随历史前进的历程，读者自会体会其中趣味。
第4部分由第14-16章组成，给出了3个基于微处理器进行设计的系统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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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全新的视角详述了高级微处理器的原理和应用，内容详实，图表丰富。
首先从微处理器的基本概念出发，在讲述其设计思想和体系结构的同时，重点介绍它在各种微处理器
系统设计中的高级应用。
每部分内容既有具体的电路示例，又有完整的设计分析，还包括许多实用的设计技巧。
　　本书既可作为高等院校计算机专业及相关专业本科生、研究生的经典教材，也可作为微处理器系
统设计工程师案头必备的实践参考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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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子例程的优点之一是可以给重复出现的指令序列指定一个过程名，然后根据需要可以不断地调
用该过程，使得指令序列相对较小。
使用CALL指令调用子例程后，先将IP的值加载为下一条指令的地址值，再将IP的内容、CS与标志寄存
器的值压入堆栈中，然后控制转移到CALL指令指定的地址，即子例程的起始地址，再执行子例程。
这里可以发现子例程中PUSH指令的条数与POP指令的条数相等，所以调用指令时SP的值必须与执
行RET指令时SP的值相等。
否则，执行CALL指令后不会正确地返回到下一条指令。
上述过程的汇编语言程序如下。
注意，8086不支持直接BCD压缩乘法的任何指令来计算数的平方。
因此要计算数的平方，乘法必须用逐次加法来实现，每次进行加法操作的DAA指令用于将结果转换为
十进制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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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微处理器与外设大学教程(第2版)》既可作为高等院校计算机专业及相关专业本科生、研究生的经典
教材，也可作为微处理器系统设计工程师案头必备的实践参考手册。
主要特色高级微处理器（8086／88、80286到80486，Pentium MMX技术）各种高级微处理器的实际应用
微控制器8051到80196RISC处理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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