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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序言　　随着计算机技术的迅猛发展和广泛应用，计算机已成为跨越国界、进行国际交流、推动
全球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重要手段，愈来愈显示出了与人们的经济生活、文化生活等诸多方面的密切关
系。
特别是微型计算机，由于它的高可靠性、高运算速度、大存储容量、低价格等特点，它的发展速度最
快、应用范围最广。
当前，一场以信息技术和信息产业为中心的信息革命正在世界各地蓬勃发展，尽快实现我国的经济信
息化，已成为我们追寻的目标。
　　为快速提高全社会计算机的应用水平，关键是计算机应用人才的培养。
因此，我国正在开展对全民的计算机教育，普及计算机知识，全方位、多层次地培养各行各业的计算
机应用人员，已形成第二次计算机的普及高潮。
目前在我国，希望自己成为既掌握本专业知识又掌握计算机应用的复合型人才，已是越来越多的人的
普遍愿望。
　　众所周知，微型计算机的应用可以分为两大类。
一类是检测控制，另一类是数据处理和信息管理。
对于第一类的用户，由于控制对象和计算机之间有较多的硬件联系，因此必须对微型计算机的原理有
一定深度的认识，才能正确地组成系统，并编写出适用的软件，完成实时控制的功能。
对于第二类的用户，对微型计算机的原理有一定程度的了解，也是必要的。
出于上述考虑，推出了（微机原理与应用）这《微机原理与应用》。
　　《微机原理与应用》是为广播电视大学理工科学生编写的教材。
主要内容是微型计算机80x86到目前流行的各类奔腾（Pentium）机的基本组成和工作原理，汇编语言
程序设计的基本方法，微机与输入输出设备及生产过程的典型接口电路和接口技术。
目的是使学生通过学习，获得在相应专业领域内应用微型计算机的初步能力。
　　全书共分九章，分属四个模块。
第一、二章属第一模块，主要介绍计算机的运算基础，软、硬件系统组成，特别是硬件系统结构和常
用的外围设备。
使读者了解计算机所采用的各种进位制及数在机器中的表示方法、编码方法和运算方法，并使读者初
步建立起计算机的整体概念，明确计算机的工作过程。
第三、四、五章属第二模块，主要介绍汇编语言助记符表示的指令和伪指令，以及顺序程序、分支程
序、循环程序和子程序的编制方法。
使读者学会运用指令系统编写出解决实际问题的应用程序。
第六、七、八章属第三模块，主要介绍主机与外围设备之间的信息交换方式、中断控制技术和常用的
接口芯片。
使读者掌握必要的接口技术，具有组成各种各样应用系统的初步能力。
第九章属第四模块，主要介绍微型计算机升级换代的发展思路，多媒体计算机技术和计算机网络的基
础知识。
使读者了解当前微型机的发展状况。
　　为了便于读者自学，《微机原理与应用》各章前有内容提要和学习目标，各章末有内容小结，思
考题和练习题。
学习《微机原理与应用》，还必须理论联系实际，亲自动手做实验。
为此，与《微机原理与应用》配套编写了《微机原理与应用实验》（陶龙芳编，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
版社，199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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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微机原理与应用》共分九章，分属四个模块。
第一模块（一、二章）主要介绍计算机的运算基础，软、硬件系统组成，特别是硬件系统结构和常用
的外围设备；第二模块（三、四、五章）主要介绍汇编语言助记符表示的指令和伪指令，以及顺序程
序、分支程序、循环程序和子程序的编制方法；第三模块（六、七、八章）主要介绍主机与外围设备
之间的信息交换方式、中断控制技术和常用的接口芯片；第四模块（第九章）主要介绍微机升级换代
的发展思路，多媒体计算机技术和计算机网络的基础知识，使读者了解当前微机的发展状况，各章前
有内容提要和学习目标，各章后有内容小结，思考题和练习题。
与《微机原理与应用》配套编写了《微机原理与应用实验》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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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存储器包括内存储器（简称内存）和外存储器（简称外存）。
内存储器是由大规模集成电路技术制造的。
外存储器常用的有软磁盘、硬磁盘、光盘及磁带等。
存储器能存储原始数据、中间结果及为了使机器有条不紊地自动进行运算而编制的各种程序。
通常将运算器、控制器和内存储器合在一起称为计算机的主机，而将外存储器看作外部设备。
内存容量小，但存取速度快；外存容量大，但存取速度慢。
　　输入设备用来输入原始数据及命令。
常见的输入设备有键盘、鼠标器、条形码读入器、数字化仪、光学扫描仪和光笔等。
输出设备用来输出计算结果。
常见的输出设备有CRT显示器、打印机等。
输入设备和输出设备合称外部设备或外围设备，简称外设。
目前多媒体计算机常见的外设还有操纵杆、触摸式屏幕、话筒、录像机、摄像机、激光软盘机
、CD-ROM、喇叭、耳机等，并均带有相应的适配卡。
如声频卡、视频卡、图形卡、光盘控制卡等。
现代计算机的输入、输出设备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它们主要通过输入／输出接口电路与主机相连
，构成微型计算机系统。
简称微机系统。
　　可以把微型计算机做在一块印制电路板上，称为单板计算机。
还可以把微型计算机做在一个芯片上，称为单片计算机。
　　2.硬件系统结构微机硬件系统结构是指由各部件构成系统时的连接方式。
微机硬件系统结构通常分为单总线结构、双总线结构和多重总线结构。
系统中只有一条总线，称为单总线。
它是一组用来进行信息传递的公共信号线，由地址总线、数据总线和控制总线组成。
系统中的部件按同一方式挂在单总线上，实现微处理器、内存储器和I／O（输入输出）设备之间的信
息交换。
　　双总线结构如图1-4b所示。
系统中有两条总线，一条是存储器总线，另一条是I/O总线。
每一条总线实际上都是一组信号线，由地址总线、数据总线和控制总线组成。
双总线结构比单总线结构提高了微机系统的信息传递效率，所以在微机上得到了应用。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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