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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通过大量的单片机应用案例详细而全面地阐述了单片机应用技术的基本概念和接口技术，包
括如何进行接口电路设计和C语言程序的编写，并介绍了如何使用单片机技术开发及仿真软件进行单
片机应用系统的开发过程。
　　每章的内容结构都是在简单介绍基本概念的基础上通过典型的案例来进一步描述软、硬件设计方
法的相关知识，每个案例都提供了详细的电路设计图和程序代码，并介绍了如何使用单片机技术开发
及仿真软件进行设计、开发和验证的过程，便于读者对所学内容的理解和掌握。
每章最后都提炼出本章的重点概念并配有习题和练习。
　　本书适合作为高等职业院校计算机及相关专业单片机技术课程的教材，也可供初学者自学单片机
技术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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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3.单片机存储器组织在MCS-51系列单片机内部的存储器分成两个部分，一部分是用来
存放应用程序和表格数据的存储器，称为程序存储器，一般由EPROM、EEPOM或Flash ROM组成，其
内容是由开发人员通过编程器写入的，在使用过程中其内容不能被修改。
另一部分是用来存放在程序运行过程产生的或从外部设备输入的一些临时数据或变量，称为数据存储
器，一般由RAM构成。
其中程序存储器又分为片内程序存储器和片外程序存储器两种。
程序存储器以16位的程序计数器PC作为地址指针，可寻址空间为64KB，也就是说可以为单片机系统配
置64KB的程序存储器。
从表1-1～表1-3可以看到，有的单片机内部自带程序存储器（ROM），而有的单片机（如8031）内部
没有ROM，则需要外接程序存储器。
数据存储器也有片内和片外两种。
一般普通型的MCS-51系列单片机内部都会有128B的数据存储器和128B的特殊功能寄存器，增强型的单
片机内部会有256B的数据存储器和128B的特殊功能寄存器。
片内的数据存储区间一般分为工作寄存器组区、位寻址区和数据缓存区3部分。
数据存储器的00H～1FH单元共32个存储单元构成了单片机工作寄存器组，每8个存储单元组成一个组
，一共有4组，分别称为工作寄存器组0～3。
工作寄存器组中的每一个存储单元都作为一个寄存器使用，可以用它的实际物理地址表示，也可以写
成R0～R7。
单片机在实际使用时，只能使用一组工作寄存器。
至于选用哪一组，则由程序状态字（PSW）中的，D4、D3位（RSI、RS0）来确定。
CPU通过指令对这两个位进行修改，就能选用任何一个工作寄存器组。
这个特点给软件设计带来很大的方便，特别是在调用中断服务程序时，可以实现现场保护。
在程序运行时，没有使用的工作存储器组可以作为一般的数据存储器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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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单片机应用技术》：全面体现全国高校计算机基础教育研究会发布的《中国高职院校计算机教育课
程体系2007》的指导思想和课程体系，切合高职特点。
定位准确，内容先进，取舍合理，体系得当，风格优良。
不是根据学科的原则确定课程体系，而是根据实际应用的需要组织课程，突出应用技能。
写法上不是从理论入手，而是从实际问题入手，按照“提出问题-解决问题-归纳分析”的三部曲组织
教学，符合读者认知规律，易于学习，有利于培养应用能力。
针对性强。
适用性广，符合当前大多数高职院校的实际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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