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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全书共17章，详细讲解了8086-Penitum Pro微处理器的内部结构、指令系统、引脚功能、工作原理以及
它们与存储器和I/O系统的接口技术；介绍了8087-Pentium Pro协处理器的数据格式、指令系统以及过
程、宏、条件汇编、DOS功能调用，BIOS功能调用等高级汇编语言程序设计技术；还介绍了ISA
、VESA局部总线和PCI总线接口技术。本书涉及到的外围器件有82C55、8279、8254、16550UART
、8259A、8237、8288和8289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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