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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计算机技术横贯信息学科的三大基础理论领域：通信理论、控制理论和系统理论，也是这三大基
础理论的技术支撑。
从大学本科开始就掌握好计算机技术是信息学科人才培养的迫切要求。
　　“微处理机原理”课程是非计算机专业大学本科理工科类学生学习计算机硬件知识的一门重要的
必修课程。
对于信息类专业来说，该课程也是其他专业课程的基础。
自从微处理器（micro processor）诞生以来，以微处理器为核心的各种技术发展很快，因此如何做到通
用微处理机、单片机、特殊微处理机内容兼顾是微处理机原理教学过程中值得探讨的问题。
本书编者主张在有限的课时中，以微处理机嵌入式应用最为广泛的8位单片机为主线讲解“微处理机
原理”无疑是明智的，然而必须注意兼顾其他微处理机的结构原理以及微处理机领域的新技术、新工
艺、新进展。
只有坚持教授的是微处理机原理，不仅仅是单片机原理，坚持授之以渔，不是授之以鱼，才能真正将
作为大学本科学习的“微处理机原理”课程开成为专业基础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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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微处理机原理与接口技术》以MCS-51为主线，介绍了计算机基础知识、微处理机硬件原理、硬
件结构、指令系统、汇编语言程序设计、I／O资源及接口方法、系统扩展方法、开发工具与过程等内
容。
为了开阔行业眼界，同时介绍了与MCS-51兼容而且特色显著的多种单片机以及新颖而有特色的少量其
他单片机。
　　《微处理机原理与接口技术》可为非计算机专业大学本科教材，也可以作为大专院校进行微处理
机应用培训的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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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 微处理机概论　　本章从微处理器广泛应用中引申出微处理器的产生、发展、分类、相关概念
及软硬件基础，学习过数字电路的读者可跳过基础部分或以完成练习的形式简单地回顾这部分知识。
　　l.l 微处理机的产生与发展　　微处理机的产生源自于数字式电子计算机的理论和材料、工艺等一
系列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微处理机的发展又反过来进一步推动着电子计算机理论和社会生产力的飞速
发展。
　　1.1.1 微处理机的应用范围　　自从20世纪70年代微处理器问世以来，极大地推进了数字式电子计
算机的发展。
如今，微处理机的应用已涉及各行各业，渗透到人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改变着人们的生活习惯。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现代人的生活已经离不开微处理机。
　　具体地说，微处理机的应用主要可以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
　　（1）构成巨型计算机　　巨型计算机，是指运算能力特别强大的计算机，例如每秒钟能够执行
成千上万亿条指令的计算机。
自从计算机的中央处理单元使用微处理器以来，构成计算功能特别强大的计算机的方法产生了很大的
变化。
原先采用强大功能的专用单处理器实现的功能，被改成使用多个高性价比的通用微处理器并行处理来
实现。
设计一个高性能单处理器的方法与采用多个已经成熟生产的高性价比的微处理器的MIMD技术实现的
方法相比，其成本和难度都要大得多。
如今世界上已经有了使用几千个Intel公司的P4微处理器，实现每秒运行亿亿条指令的巨型计算机。
　　巨型计算机在科学计算（国防军事、气象预报、科学研究等）和人工智能（智能模拟、仿生研究
等）方面功用极大。
因此，巨型计算机的研究和开发能力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衡量一个国家科技水平和综合国力强弱的标
志之一。
　　（2）构成微型计算机　　如今，微型计算机已经十分普及，无论是作为军用、工业、商用、民
用等领域的PC台式计算机，还是便携式的笔记本计算机，以至更为小巧玲珑的商务通、PDA等掌上计
算机，其核心部件都为一个或若干个微处理器。
　　作为微型计算机外围部件如键盘、打印机等核心控制部件，也已经离不开选择合适的微处理器。
因此，微型计算机也是由众多的微处理器为主控器部件构成的。
　　（3）构成专用控制器　　现在，微处理器产品在巨型计算机、微型计算机中的应用虽然十分普
及，但在使用数量上仅占总量的很小一部分。
微处理器在控制领域的应用更为广泛和深入。
微处理器几乎成了各行业部件设施的主宰和灵魂。
如家电类的控制（空调器、电冰箱、电饭煲、洗衣机、录像机、电视机等）、交通设施（汽车、交通
控制等）、通讯设施（手机、传呼机、电话机、交换机等）、工业控制（现场监测、温度控制、顺序
控制、过程控制等各种自动控制设施）、仪器仪表（传感器件、测试仪器、计算机外设、各种附加仪
表等）、医疗设施（保健设备、检查设备、治疗设备等）、娱乐设施（音响设备、声像设备、游戏设
备等）、智能玩具（遥控玩具、教育玩具、情感玩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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