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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2008年度普通高等教育精品教材：微型计算机原理
（第2版）》结合大量实例，全面、系统、深入地介绍了微型计算机的工作原理、汇编语言程序设计
以及常用可编程接口芯片的工作原理与应用技术。

　　全书共分为8章，内容包括：微型计算机系统导论，计算机中的数制和编码，80x86微处理器
，80x86指令系统，汇编语言程序设计，半导体存储器，输入／输出与中断以及可编程接口芯片及应用
等。
每章开始给出本章的主要内容、重点难点以及本章内容在整个课程中所处的地位，每章后给出本章小
结和练习题。
为了便于组织教学和自学，本书配有多媒体CAI教学光盘和实验指导书。

　　本书结构合理，实例丰富，深入浅出，文笔流畅，既可作为高等院校计算机及相关专业“微型计
算机原理”课程的教材及成人高等教育的教材，也可供广大从事计算机软、硬件开发的工程技术人员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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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8章 可编程接口芯片及应用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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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因此，查询传送方式有两个突出的缺点：浪费CPU时间，实时性差。
所以，查询传送方式适用于数据输入，输出不太频繁且外设较少、对实时性要求不高的情况。
不论是无条件传送方式还是查询传送方式，都不能发现和处理预先无法估计的错误和异常情况。
为了提高CPU的效率、增强系统的实时性，并且能对随机出现的各种异常情况做出及时反应，通常采
用中断传送方式。
7.2.2 中断传送方式中断传送方式是指当外设需要与CPU进行信息交换时，由外设向CPU发出请求信号
，使CPU暂停正在执行的程序，转去执行数据的输入／输出操作，数据传送结束后，CPU再继续执行
被暂停的程序。
查询传送方式是由CPU来查询外设的状态，CPU处于主动地位，而外设处于被动地位。
中断传送方式则是由外设主动向CPU发出请求，等候CPU处理，在没有发出请求时，CPU和外设都可
以独立进行各自的工作。
目前的微处理器都具有中断功能，而且已经不仅仅局限于数据的输入／输出，而是在更多的方面有重
要的应用。
例如实时控制、故障处理以及BIOS和DOS功能调用等。
有关中断技术的具体内容将在下一节介绍。
中断传送方式的优点是：CPU不必查询等待，工作效率高，CPU与外设可以并行工作；由于外设具有
申请中断的主动权，故系统实时性比查询方式要好得多。
但采用中断传送方式的接口电路相对复杂，而且每进行一次数据传送就要中断一次CPU，CPU每次响
应中断后，都要转去执行中断处理程序，且都要进行断点和现场的保护和恢复，浪费了很多CPU的时
间。
故这种传送方式一一般适合于少量的数据传送。
对于大批量数据的输入／输出，可采用高速的直接存储器存取方式，即DMA方式。
7.2.3 直接存储器存取（DMA）传送方式1.DMA传送方式简介DMA传送方式是在存储器和外设之间、
存储器和存储器之间直接进行数据传送（如磁盘与内存间交换数据、高速数据采集、内存和内存间的
高速数据块传送等），传送过程无需CPU介入，这样，在传送时就不必进行保护现场等一系列额外操
作，传输速度基本取决于存储器和外设的速度。
DMA传送方式需要一个专用接口芯片DMA控制器（DMAC）对传送过程加以控制和管理。
在进行DMA传送期间，CPU放弃总线控制权，将系统总线交由DMAC控制，由DMAC发出地址及读／
写信号来实现高速数据传输。
传送结束后DMAC再将总线控制权交还给CPU。
一般微处理器都设有用于DMA传送的联络线。
DMAC中主要包括一个控制状态寄存器、一个地址寄存器和一个字节计数器，在传送开始前先要对这
些寄存器进行初始化，一旦传送开始，整个过程便全部由硬件实现，所以数据传送速率非常高。
DMAC的基本结构及其与系统的连接如图7.9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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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微型计算机原理(第2版)》是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和2008年度普通高等教育精品
教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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