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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潘名莲等编著的《微计算机原理(第2版)》以得到最广泛应用的IA (Intel
Architecture)-32结构微处理器家族产品（即80x86/pentium系列）和PC系列微计算机为背景，系统地阐
述了微处理器的基本工作原理、体系结构、指令系统、汇编语言程序设计以及主存储器、输入/输出接
口芯片围绕CPU组建微计算机/微处理器系统的基本组成原理、应用技术和方法。

《微计算机原理(第2版)》共含8章。
内容覆盖了IA-32结构微处理器家族。
重点从8086/8088入手，以对比、类推的方式，从性能提升和指令扩展角度出发，将家族的后续产品尽
致展现。
本书系统性强，深入浅出，既有基本原理的阐述，又配有相应的应用实例。
书中的程序都经上机通过，硬件连接实例都取于成功的系统。
每章还附有习题，便于练习和掌握。

本书可作为高等院校、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职业教育和远程教育的工科电子类非计算机专业的本科教
材，同时也可供从事微处理器和微机应用的研究生及科技人员学习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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