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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是《微型计算机原理及应用》（李云主编，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一书的配套例题、习题与实验
教材，全书包括三部分内容。
第一部分例题与习题，涵盖了主教材中的全部内容，将各知识点融会贯通，进行了深入浅出的介绍，
有助于读者进一步巩固所学知识，掌握解题思路和解题方法；第二部分汇编语言程序设计实验，包括
程序调试、顺序程序设计、分支和循环程序设计、子程序设计等四个软件编程实验，每个实验均提供
参考流程和参考程序；第三部分硬件实验，包括简单并行接口、可编程并行接口8255A、可编程定时
器／计数器、中断、七段LED显示器、A／D转换器、D／A转换器、串行通信等，这些典型硬件实验
按分层思想设计了基础实验和提高实验等实验项目，基础实验给出了设计流程和参考程序，提高实验
仅提供设计流程供读者参考，具体程序由读者自行分析完成，步进电机控制、键盘显示控制、数据采
集等综合性实验可作为课程设计选用，另外，每个实验均附有思考题，供读者进一步思考、分析；附
录包括习题参考答案、调试程序DEBTUG的主要命令、汇编语言出错信息等。
本书结合应用实例、习题与实验，实现实践环节的一体化，巩固理论学习，特别是硬件实验项目按分
层思想设计，用以培养学生的综合分析能力和创新能力。
本书由葛桂萍主编，管旗、罗家奇、曹永忠担任副主编。
第一部分的第1、2、6、9章及相应参考答案由葛桂萍编写，第3、4、7章及相应参考答案由曹永忠编写
，第5、8、10、11章及相应参考答案由管旗编写；第二部分由罗家奇编写；第三部分由罗家奇、葛桂
萍共同编写；附录B、附录C由葛桂萍编写。
全书由葛桂萍统稿，李云审稿。
在全书审定过程中秦炳熙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另外，管旗、于海东还参与了一些资料的整理工作，
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时间仓促，书中难免存在疏漏和不当之处，恳请各位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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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微型计算机原理及应用》(李云主编)的配套例题、习题与实验教材，在内容的编排上注重系
统性、先进性和实用性，并注重提高读者的系统设计和创新能力。
    本书的例题与习题涵盖了主教材中的全部内容，覆盖面较广、题型灵活多样、难度适宜，并针对主
教材相应章节的关键知识点，进行了深入浅出的介绍，有助于读者进一步巩固理论知识。
实验部分包括软件编程实验与硬件实验，每个软件实验均提供参考流程及参考程序；而硬件实验按照
分层思想设计了基础实验和提高实验。
另外，每个实验均附有思考题，供读者进一步分析、思考。
    本书结合应用实例、习题与实验，实现实践环节的一体化，特别是硬件实验项目按分层思想设计，
探索出了一种培养学生综合分析能力和创新能力的有效手段。
    本书适用于普通高等院校电气信息类、机电类专业学生。
本书不仅可以和《微型计算机原理及应用》教材配套使用，也可以作为其他微机原理教材的习题集与
实验指导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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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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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DEBUG的主要命令附录C  汇编程序出错信息参考文献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微机原理学习与实践指导>>

章节摘录

插图：l.阐述总线、内总线、外总线的概念。
解：总线就是一组信号线的集合，它定义了各引线的信号、电气、机械特性，使计算机内部各组成部
分之间以及不同的计算机之间建立信号联系，进行信息传送和通信。
按照总线标准设计和生产出来的计算机模板，经过不同的组合，可以配置成各种用途的计算机系统。
总线包括内部总线和外部总线。
内部总线又称微型计算机总线或板总线，一般称为系统总线。
它用于微型计算机系统各插件板之间的连接，是微型计算机系统的最重要的一种总线，通常所说的微
型机总线指的就是这种总线。
外部总线又称通信总线。
它用于微机系统与系统之间，以及微机系统与外部设备之间的通信通道。
这种总线数据传输方式可以是并行的（如打印机）也可以是串行的。
数据传输速率比片内总线低。
2.同步总线有哪些优点和缺点？
解：同步方式用“系统时钟”作为控制数据传送的时间标准。
同步总线的总线周期固定，接口设计简单，可以获得较高的系统速度，但需要解决各种速度的模块的
时间匹配问题。
如将一个慢速的设备连接到快速的同步系统上，则整个系统必须降低时钟速率来迁就此慢速设备，反
而降低了系统的速度。
3.说明EISA总线与ISA总线的区别。
解：EISA（Extended Industry Standard Architecture）是扩展工业标准体系结构总线的简称，是
由Compaq、HP、AST等多家计算机公司联合推出的32位标准总线，适用于32位微处理器。
EISA总线是在ISA总线基础上通过增加地址线、数据线和控制线来实现的。
它使用双层插座，在原来ISA总线的98条信号线上又增加了98条信号线，也就是在两条ISA信号线之间
添加了一条EISA信号线。
增加的主要信号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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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微机原理学习与实践指导》特点：教学目标明确，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教学方法灵活，培养学
生自主学习的能力；教学内容先进，反映了计算机学科的最新发展；教学模式完善，提供配套的教学
资源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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