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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CS-51\52单片机原理与应用》

前言

8051单片机自1977年问世以来，一直深受人们的欢迎，它是少数生命周期较长的CPI.J架构之一。目前
全世界的半导体供应商一直在开发非常先进的基于8051内核的单 片机。由于它不断提高的性能、更大
的存储空间、增强的I／O端口、丰富的开发工具以及大量的可用代码，计算机应用与设计工程师们到
现在还热衷于这个“古老”的单片机架构，并不断地在新的设计中应用它.这也是本书之所以以MCS
－51／52单片机为主线讲解单片机原理与应用的原因。事实上，单片机发展到今天，其品种繁多、性
能各异，但只要掌握了8051／52系列单片机，就等于掌握各式各样的单片机。典型的8051单片机提供
了4个8位I／O端口，需要时开发人员可任意指定某个端口给I／O设备。简单地说，如果某个I／O引脚
的默认状态是输入，而用户需要把它改为输出，则用一条指令就可以了。805 1指令能够设置、清除以
及测试每一个数字位，简化了控制设备和检测通断状态的软件。每条指令需要1—2个时钟周期。在不
断追求更高性能的同时，芯片生产商们仍然保留着以前805]的指令集、寄存器、标志位和其他CPI了特
性，沿用哈佛CPU体系结构，将指令和数据分别放在不同的存储区。8051系列能向下兼容，所以8051
代码在最新的产品中可以更好、更快地运行。8051芯片提供了128B的RAM和4KB的ROM，分别用于存
储临时数据和指令（使用I／O端口可将外部存储器扩展到64KB）。8051单片机的成功源于模拟电路的
多样性，现在生产商们已经把各种各样的模拟电路集成到了单片机上。8051体系架构越来越受到人们
的欢迎，这应归功于许多有效的工具和软件库，包括很多免费的工具和资源。本书针对上述内容将给
予详细叙述与重点分析。此外，本书还具有以下特点：第一，在介绍8051／52单片机原理的同时，突
出地介绍了单片机应用系统的实例。不仅介绍了系统的设计，而且还详尽地介绍了硬件电路和软件编
程技巧。第二，对单片机应用系统实例中所涉及的重要元器件也给予了详细介绍，以便读者在今后的
设计中选用方便。第三，在选材上基本引用最新文献给出的例子，力求叙述通俗易懂，并努力在全面
性和特色性之间、先进性和实用性之间寻求平衡。由于作者水平有限，本书的缺点和错误在所难免，
恳请广大读者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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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MCS-51/52单片机原理与应用》详细介绍了MCS－51／52系列单片机的原理与应用。全书分为10章
，内容包括单片机概述、MCS－51／52单片机硬件结构、指令系统与程序设计、中断系统、定时器／
计数器、系统扩展、通信接口、人机接口、应用系统设计。《MCS-51/52单片机原理与应用》内容精
炼，实例丰富，深入浅出，讲解详细。在内容选材和结构安排上，强调实践性、应用性及新颖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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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远程传送数字信号，信号会发生畸变，因此要把数字信号转变为模拟信号再进行传送。信号形
式的转变通常使用频率调制法，即以不同频率的载波信号代表数字信号的两种不同电平状态。这种数
据传送方式就称之为频带传送方式。为此，在串行通信的发送端应该有调制器，把电平信号调制为频
率信号；而在接收端则应有解调器，把频率信号解调为电平信号.远程串行通信多采用双工方式，即通
信双方都具有发送和接收功能。为此在远程串行通信线路的两端都应设置调制器和解调器，二者结合
在一起称之为调制解调器（modem）。电话线本来是用于传送声音（模拟信号）的，人讲话的声音频
率范围大约在300—3000I-Iz.因此使用电话线进行串行数据传送，其调频信号的频率也应该在此范围之
内。通常以1270Hz或2225Hz的频率信号代表RS232C的高电平，以1070Hz或2025Hz的频率信号代
表RS232C的低电子。对于半双工方式，即用了条传输线完成两个方向的数据传送.发送端串行接口输
出.的是RS232C标准的电平信号，由调制船把电平信号分别调制成1270Hz和1070Hz的调频信号后再送
上电话线进行远程传送。在接收端，由解调器把调频信号解调为RS232C标准的电平信号，再经串行接
口电路调制为TTL电平信号。另一个方向的数据传输，其过程完全相同，所不同的只是调频信号的频
率分别为2225Hz和2025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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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MCS-51/52单片机原理与应用》可作为大专院校计算机、通信、电子、自动化专业及其他专业的教
学参考书，也可作为单片机技术的培训教材，同时适合初学者及单片机爱好者自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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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这本书不错，挺好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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