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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时光更迭，历史嬗递，时至今日，计算机技术仍然在飞速发展，进入“十一五”，我国科技、经济和
社会发展对高等学校计算机教育提出了更高、更新的要求。
社会信息化不断向纵深发展，各行各业的信息化进程不断加速。
用人单位对高职高专毕业生的计算机能力要求有增无减，社会的信息化对学生的信息素质也提出了更
高的要求。
高职高专的“微机原理”教学也需要不断更新教学理念，深化教学改革，以提高教学质量。
高职高专类“十一五”国家级教材，是加强教材建设，确保高质量教材进课堂的重大举措。
“十一五”国家级教材应是具有不同风格和特色的、反映当代科学技术和文化的、最新成就的、在内
容和体系上有明显特色的高质量的教材，并保证内容的思想性和科学性，以适应不同类型院校对教材
的需求，创建高职高专类的一流教材、达到一流的教学水平。
本教材是根据IT时代需求，又紧贴教材名称《微机原理》而编写的册通用教材，奉教材足以微机原理
这个核心内容来安排组织教学的。
作者以科学发展观审视“微机原理”教学内容，力求使本教材特点突出、教学内容更加全面、知识结
构更加合理，内容更加先进、实用，更加适应新形势下高等院校不同类型院系、不同专业对微机知识
的需求，使这本教材能够最大可能地做到各取所需、各取所用。
各院校可以根据自身的情况和需求，教师可根据学时情况而灵活掌握，或将本教材内容删繁就简、因
地制宜、有选择臼匀精讲其中的部分内容，以适应自己学校的实际情况；或讲授全部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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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教材是以微机原理、最新技术、接口这三个核心内容来组织教学内容的。
其中，微机原理是以微机科学的发展为主轴线，且注意到目前我国的教学态势，采用了传统的大家非
常熟悉的16位的8086，与技术先进的32位的Pentium啪进行对比、对照的描述方法，对微机原理进行分
析、解剖，以及微机技术与时俱进给微机领域带来的新技术、新知识、新理念。
再辅以寻址方式和指令系统内容的描述，使读者对微机硬件的操作过程有一个全面细致的认识，对微
机技术的发展趋势有一个全面认识。
    本教材对目前微机领域内采用的先进的总线，串行、并行接口，以应用为目的而进行了比较深入的
描述。
    本教材既有教学内容的基础性、知识性、先进性的特点，又切实注意到了我国学生的认知习惯和教
师的教学习惯。
在教学内容的安排上是由浅入深，循序渐进。
    本教材内容通俗、简洁、实用，所需学时可灵活掌握，可供高职高专计算机类各专业、电子信息类
各专业，机电类各专业作为教科书使用，也可作为相关专业专科生、各类成人教育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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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8.3.2 串行通信原理当计算机系统中的两个设备采用异步串行传输通信时，由于它们不是共用同
一时钟。
这就要求需采用多项技术，从而实现数据的同步流动。
为达到此目的，事先必须就一些传输参数达成一致。
其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参数就是传输速度，即波特率（baudrate），它是指每秒钟传输的数据位数
（bitspersecond，b／s）。
比如说，如果数据的传输速度是28800b／s（位／秒），而接收端是以14400b／s的速度来读取数据，这
样就会有一半的数据和控制位丢失，这将导致接收的数据与发送的数据严重不一致。
另外，两个设备之间必须协商好每次数据传输时的数据位数，是否有奇偶校验位，如果有的话，是奇
校验还是偶校验，以及传输结尾的停止位（stopbit）的位数。
在异步串行传输时，是把每个字节数据作为一个独立的实体进行传输的。
这种传输方式要解决的问题是：接收端要能识别出传输是从何时开始的，何时读取一位数，传输操作
何时结束，何时传输线为空而没有传输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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