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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系统地介绍了微型计算机体系中的硬件组成知识和技术应用，主要内容包括计算机基础知识
、中央处理器、存储器、汇编语言及程序设计、i/o接口总线技术、中断系统、dma控制器及应用、典
型接口芯片（包括8255a、8251a和8253)
、模数(a/d)和数模(d/a)转换器、嵌入式处理器与嵌入式操作系统等。
为了增强读者对基本概念和理论知识的理解，本书第2版在内容取舍上沿用了第1版的编写风格，尽可
能做到少而精，除保留了基本的8086/8088系统的理论外，又增加了微处理器、存储器、总线和模数转
换等最新软硬件技术的知识。
在内容安排上由浅入深，并给出了大量的图例和程序实例。
配套的实验指导教材还给出了创新实验的内容和仿真软件的实训操作过程。
本套教材也提供了用于自主学习的习题和习题解答。

　　本书的主要目的是使读者获得计算机硬件技术方面的基础知识、基本思想、学习方法和应用技能
，培养读者熟悉使用硬件与软件相结合的方法和工具，以及分析解决本专业及相关专业领域问题的思
维方法和实践能力。

　　本书可作为高等学校非计算机本科、专科各专业的“计算机硬件技术基础”、“计算机组成原理
及应用”、“计算机接口技术”的教学用书，也可作为研究生的自学用书，还可以作为从事计算机应
用开发的科技人员的参考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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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这篇《自序》里，他说：写一部通史，“显然不能把全部中国史的事实，细大不捐，应有尽有
的写进去”；也不能“凭个人涉览所及，记忆所容，和兴趣所之，以为去取”。
要有一个判别史事重要程度的“笔削”标准。
他列举过去通史家们部分地、不加批判地或不自觉地采用过的标准有五：　　一是“新异性的标准”
。
所谓新异性就是史事“内容的特殊性”，也就是每一史事具有的“若干品质，或所具若于品质的程度
，为其他任何事情所无者”。
关于这个标准，他特别着重指出：“历史不是一盘散沙，众史事不是分立无连的；我们不仅要注意单
件的史事，并且要注意众史事所构成的全体；我们写一个民族的历史的时候，不仅要注意社会局部的
新异，并且要注意社会之全部的新异；我们不仅要注意新异程度的高下，并且要注意新异范围的大小
。
”　　二是“实效的标准”。
所谓实效即是“史事所直接牵涉和间接影响于人群的苦乐者”。
　　三是“文化价值的标准”。
“所谓文化价值即是真与美的价值。
”　　四是“训诲功用的标准”。
“所谓训诲功用有两种意义：一是完善的模范，二是成败得失的鉴戒。
”　　五是“现状渊源的标准”，即“众史事和现状之‘发生学的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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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成果性 作为计算机硬件技术课程的教学改革成果，《高等学校计算机基础教育规划教材：计算机
硬件技术基础（第2版）》突出计算机应用能力培养。
引入自主学习和创新研究的现代信息化手段，建立了同步的E-Learning实验教学课程平台。
该平台已获得辽宁省教学成果一等奖。
　　前沿性 扩充了现代计算机硬件知识，增加多核处理器、主板体系结构、芯片组和嵌入式微处理器
等内容，为读者跟踪前沿技术提供理论支持。
　　模块化 按照模块化的计算机硬件知识点组织章节结构，层次分明。
读者可以根据需要进行阅读和练习，对于具有一定硬件基础知识的读者，可以跨章节学习。
　　实用性 各个章节都列举了大量的实例和实用技术。
读者可以边学习边实践，学完每章节后，都将会有一定的收获和提高。
为了保证读者对知识的深入学习，我们编写了配套的习题集和实验指导书，以帮助读者理解和掌握相
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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