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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微型计算机原理与接口技术”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的一门专业基础课程，也是电子信息类、自
动化控制专业的必修课程。
本课程是在修完“计算机基础”、“高级语言程序设计”、“数字逻辑”、“计算机组成原理”和“
汇编语言程序设计”之后开设，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将大大提高学生的计算机硬件和软件知识，能够
将硬件和软件有机结合起来，培养分析和设计微机应用系统的能力。
本书以国家教育部计算机专业和电气、电子信息专业微机原理类课程教学大纲为基础，面向21世纪计
算机专业人才市场，立足于该课程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的改革，以培养计算机专业的高水平、高质量
的工程技术人才为目标。
为此，我们编写组人员在集多年的教学和科研经验的基础上，精心组织和编排内容。
在编写本书的过程中，编者参考了国内外大量的文献资料和相关教材，吸取各家之长，力求做到深入
浅出、重点突出、条理清晰、通俗易懂。
全书共分13章，分别为：微型计算机概论，80x86微处理器，80x86指令系统，汇编语言程序设计，半
导体存储器，基本输入输出技术，中断，并行接口及可编程接口芯片8255A，定时／计数器及可编程
接口芯片8253，串行接口及可编程接口芯片8251A，DMA可编程控制器8237A，A／D与D／A转换接口
技术，微型计算机总线技术。
本书由合肥工业大学周国祥教授主编，其中第1、13章由周国祥编写；第2、7、12章由合肥工业大学胡
社教编写；第3、4章由合肥工业大学王琼编写；第5章由合肥工业大学王建新编写；第6、11章由安徽
工业大学纪平编写；第8、9、10章由安徽农业大学许高建编写。
周国祥负责全书统稿。
韩江洪教授审阅了全书，并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由于作者水平所限，加上编写时间紧促，书中不妥和疏漏之处在所难免，殷切希望同行专家和广大读
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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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国家教育部计算机专业和电气、电子信息专业微机原理类课程教学大纲为基础编写而成，详细
介绍了“微型计算机原理与接口技术”课程中的相关内容。
结构严谨，内容丰富，语言流畅，适合高等院校“微型计算机原理与接口技术”课程教学需要，也可
供相关自学者、工程技术人员参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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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段描述符提供一个32位的段基地址，此基地址加上偏移量就是线性地址。
线性地址经过分页部件的转换，便得到物理地址，在禁止分页的情况下，线性地址就是物理地址。
实地址模式与保护模式在机制上的主要区别就在于分段部件将逻辑地址转换为线性地址的方法不同。
用实地址模式时，段寄存器中的值就是段地址，分段部件将它左移4位，再加上16位的偏移量即为线性
地址；用保护模式时，段寄存器中的值为段选择子，而段选择子和描述符中一个32位的线性地址相联
系，将这个线性基地址和32位偏移量相加即得到线性地址。
保护模式下，每个任务可寻址8192个全局段和8192个局部段，每个段的最大长度为4 GB，则一个任务
最大的寻址范围，即虚拟存储空间是8192×4 GB+8192×4 GB－64 TB。
不管是GDT还是LDT，两者都在主存储器中。
如果每次对存储器的访问都要通过位于主存中的描述符表进行逻辑地址到物理地址的转换，会大大降
低系统性能。
为此，80386中每一个段寄存器都有一个与之对应的段描述符寄存器，该段描述符寄存器称为高速缓冲
存储器，用来存放一个段描述符。
段描述符寄存器不可由程序来访问，而是由系统自动装载。
每当程序赋予段寄存器一个新的值时，由选择子决定选择描述符表中的哪一个段描述符，然后系统自
动把该段描述符装入段描述符寄存器。
只要段寄存器的内容不发生改变，取出的段描述符就一直保存在段描述符寄存器之中。
这样，当访问同一个段的不同单元时，就不需要每次都访问描述符表，从而使寻址速度得以大大提高
。
2.分页管理80386支持存储器分页管理机制，分页机制是存储器管理机制的第二部分。
段管理机制实现虚拟地址（由段和偏移构成的逻辑地址）到线性地址的转换，分页管理机制实现线性
地址到物理地址的转换。
当80386控制寄存器CRO的PG被置成1时，则进入分页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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