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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汇编语言是一种面向机器的程序设计语言。
汇编语言直接映射系统硬件，使程序设计人员可以像使用自己的工具那样，随心地控制和使用计算机
的基本资源，设计各种期望的软件。
同时，汇编语言占用的内存小、执行速度快、效率高，因而是一种强有力的计算机语言。
　　在撰写本书的过程中，笔者仔细研究了国家教育部颁发的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的教学大纲要求
，深入分析了当前计算机技术的发展，结合自己30多年来讲授该课程的体会，以及笔者1999年3月出版
的《宏汇编语言程序设计及应用》、2002年修订出版的《80X86汇编语言程序设计及应用》两书读者的
中肯建议，本着由浅入深、循序渐进、考虑专业、兼顾普及、注重实用的精神，反复酝酿和推敲。
　　全书由上、下篇组成。
上篇为理论篇，其中第一部分为预备环节（第1，2章），介绍计算机中用到的数制、码制和CPU的结
构。
第二部分为基础环节（第3，4，5章），主要讨论汇编语言的寻址方式、指令系统、伪指令、汇编语言
源程序结构和汇编语言程序调试过程，为后面汇编语言程序设计的学习作准备。
第三部分为程序设计环节（第6，7，8，9，10章），阐述汇编语言的顺序结构程序、分支结构程序、
循环结构程序及子程序与宏指令的设计方法，让渎者通过这方面的学习顺利掌握基本的汇编语言程序
设计。
在此基础上，研究CPU与外设之间数据传送程序设计和模块化程序设计，为读者用汇编语言开发大型
软件做铺垫。
下篇为应用篇，展示了汇编语言在数据处理、图像处理和接口及通信中的近30个应用示例，供读者借
鉴和移植。
同时给出了上机实习指导，给出了实习目的、实习内容、实习要求、实习准备及参考程序。
　　本书的出版得到了东南大学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与帮助，在此致以深深的谢意。
　　本书可作为各种不同层次和类型高等院校计算机及其相关专业的教材，亦可作为计算机研究、生
产和应用开发等人员的参考书。
　　因水平有限，书中错误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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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高级汇编语言程序设计及应用》上篇全面介绍汇编语言程序设计的原理、方法和技巧，其中包
括CPU结构、指令、伪指令、宏指令、汇编语言源程序结构、基本程序（顺序，分支，循环）设计、
子程序设计、输入／输出程序设计和模块化程序设计等，并配有例题200余道。
下篇为应用篇，给出了汇编语言在数据处理、图像处理以及接口与通信中的应用。
同时，配有实习指导，给出了实习目的、实习内容、实习要求、实习准备及参考程序。
全书具有明显的特色和较强的实用性。
　　《高级汇编语言程序设计及应用》取材力求跟踪计算机新技术的发展，具有重点突出、承上启下
、由浅入深、简明易懂、示例丰富、方便自学等特点。
　　《高级汇编语言程序设计及应用》可作为各种不同层次和类型高等院校计算机及相关专业的教材
，亦可作为从事计算机研究、生产和开发等有关人员的培训教材和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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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附录C 系统中断参考文献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高级汇编语言设计及应用>>

章节摘录

　　2）内部寄存器阵列　　8086／8088内部寄存器阵列共有4组：通用数据寄存器（简称数据寄存器
）、指针及变址寄存器、段寄存器和控制寄存器。
（1）数据寄存器数据寄存器包括4个16位的寄存器（Ax、BX、CX、DX）或8个8位寄存器（AH、AL
、BH、BL、CH、cL、DH、DL）。
这些寄存器都可以用来暂时存放操作数、运算结果及其他信息，但同时又具有某些专用用途。
　　Ax（Accumulator）累加器。
是算术运算中的主要寄存器，在乘除运算中用来指定被乘数和被除数，也是乘、除运算后积和商的默
认存储单元。
另外I／O指令均使用该寄存器与I／O设备传送信息。
BX（Base Register）基址寄存器。
指令寻址时存入偏移量或偏移量构成成分。
CX（Count Register）计数寄存器。
在循环指令操作或串处理指令中隐含计数。
DX（Date Register）数据寄存器。
在双字长运算时，与Ax组合构成32位操作数，DX为高16位。
在某些I／0指令中，DX被用来存放端口地址。
（2）指针及变址寄存器这一组寄存器共有4个：SP，BP，sI，DI。
它们都是16位寄存器，可以用来存放16位的操作数或中间结果，但更经常的用途是存放偏移量或位移
量。
SP（Stack Pointer）堆栈指针寄存器。
始终指示栈顶位置，与ss寄存器一起组成栈顶数据的物理地址。
　　BP（Base Pointer）基址指针寄存器。
系统默认其指向堆栈中某一单元，即提供栈中该单元的偏移量。
加段前缀后，BP可作为非堆栈段的地址指针。
　　SI（Source Index）源变址寄存器。
与DS联用，指示数据段中某操作数的偏移量。
在作串处理时，SI指示源操作数地址，并有自动增量（正反）或自动减量（反向）功能。
变址寻址时，SI与某一位移量共同构成操作数的偏移量。
　　DI（Destination Index）目的变址寄存器。
与DS联用，指示数据段中某操作数的偏移量，或与某一位移量共同构成操作数的偏移量。
串处理操作时，DI指示附加段中的目的地址，并有自动增量（正向）或减量（反向）功能。
　　（3）段寄存器　　8086／8088微处理器将1MB的内存空间分成若干逻辑段（详见2.1.2 小节），程
序设计时，用户最多可同时使用其中的四个段。
这四个段分别为：　　代码段（C0de Segment）存放当前程序的指令代码。
　　数据段（Date Segment）存放程序所涉及的源数据或结果。
　　堆栈段（stack Segment）以“先入后出”为原则的数据区。
　　附加段（Extra Segment）辅助数据区，存放串或其他数据。
　　在实地址方式下，代码段寄存器CS、数据段寄存器DS、堆栈段寄存器SS、附加段寄存器Es分别保
存当前四个段的段基址（20位的段的起始地址的高16位）。
（4）控制寄存器控制寄存器含指令指针寄存器IP（Instruction Pointer）和标志寄存器FR（Flags Register
）。
IP寄存器始终指向当前将要执行指令在代码段中存放的偏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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