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 外 微 型 计 赫 机 简 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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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前 言

七十年代初期在计算机领域中出现 了一个新机种
—

微处理器和微型计算机
。

所谓微处理器 (M io ro p ro c e s s o r
简称件p )

,

就是用一个或儿个大规模集成电路芯片 所 构

成的中央处理器
。

而所谓微型计算机 (M icr oc o m Pu te r简称件c )
,

则是以微处理器为 中 心
,

以大规模集成电路存贮器
,

大规模集成或中规模集成的输入软出接口和其他辅助电路而构成

的系统
,

这种系统用程序存贮的方式工作
。

换言之
,

微型计算机 ( 以下简称微型机 ) 就是大

规模集成 ( 以下简称L SI ) 化的计算机
。

为何此时期会出现微型机呢 ? 这是因为存在着产生的客观需要和现实可能
。

到六十年代末
,

计算机已经历了% 世纪的发展
。

在这过程中计算机向上发展 了 ( 出现了

大型机和巨型机 )
,

又向下发展了 ( 出现了小型机和计算器 )
。

小型机的出现使用户获得了

价格便宜而功能较强的
“
计算

、

处理
、

控制
” 工具

。

它的出现使计算机应用日益广泛
。

但当

更多 的行业认识 到计算机的优越性
,

想将它引进 自己的行业时就发现
:

一
,

小型机对行业还

嫌太贵 ; 二
,

小型机的功能远胜于本行业的需要 (此意味着用它将有投资的浪费 )
。

由于这

些因素
,

使大量本可使用计算机的领域望洋兴叹
,

为了适应这一社会需要
,

人们提出了研制

生产性能与价格都介乎小型机和计算器之间的微型机的设想
,

以满足大批对计算机要求不高

而十分关心价格低廉的用户
。

半导体工业在六十年代里以惊人的速度发展着
,

到六十年代后期L SI 制造工艺已经成熟
,

它在计算器方百的尝试
,

导致 了单片计算器的出现
。

这 一成就大大地鼓午了半导体工作者和

计算机工作者
,

并使他们对 L SI 建立了充分的仪心
。

到六十年代末计算机已经从第一代经 第

二代进入第三代
,

长期 的实践
,

使计算机 工作者积累了丰富的系统设计技术
。

他们早 已摆脱

了计算机早期框框的束缚
,

而能根据具体情况灵活地设计计算机系统
,

以应付所迁到的各种

限制
。

(采用LSI 后
,

计算机将受到新的制约
,

如芯片面积有限
,

管壳引出线有限等
。

)

由此可见微型机的出现是 由于广泛应用计算机的需要
,

而L SI 工艺的建立和计算机 系统

设计技术的成熟
,

则提供了它出现的可能
。

微型机问世后
,

最初用在计算器嫌不够而小型机又嫌太贵的领域中
,

尤其是常被用来代

替系统和设备中所用的通用逻辑 电路
。

它特别活跃 于控制
、

测量
、

通讯
、

交通
、

外部设备
、

商业等方百
。

由于
‘

臼价廉
、

体积小和可靠
,

所 以很受用户欢迎
,

为人乐用
。

系统中采用微型机或微处理器后
,

带来的影响很大
,

有 以下两个方百
:

一
,

在计算机系统设计制造方百
:

原来所用的通用逻辑部分可用此代替之
,

代替结果使

设计者和制作者不需要从头开始先做逻辑设计再进行逻辑连接
,

而只需要编编程序
,

让微型



机配有这个程序到时候执行
,

就实现了原来所需的连接的逻辑功能
。

这使系统设计和制作者

工作 量减经
,

}可且方案易 于更改
,

所 以对系统开发的经济性灵 活性都大有好处
。

二
,

在系统性能方百
:

以往由于计算机价格高体积大
,

所 以系统中各部分所需的控制和

处理尽量要集
‘

}
“。

有了微吧机后就无此必要了
,

飞l丁让它们分散
,

特别是关键部分都装上微型

机
,

而具有独立的智能
,

它将系统各部分的功能大大加强
,

控制各部分的过程和处理各部分

的故障更为及时
,

这就使整个系统性能获得提高
。

微型机从出现到现在还不到 七年
,

然而 由于大量用户乐于使用
,

使它的应用领域不断扩

大
,

这又反过来促使新设计和生产的微型机性能不断提高
。

现 已出现性能接近小型机的微型

机
,

因而原来的设想 “微型机性能低
”

的概念已正在被打破
,

原来小型机应用的某些领域被

它所占领
。

但是微型机要完全代替小型机还是最近的将来不会发生的事
。

山于微型机是计算

机领域 中很有前途的机种
,

它的存在将会对计算领域起很大的影响
。

一
,

复 盖很大的应用而
,

而且可使用户的系统得到革新 ; 二
,

促使L SI 的工艺进一步 发

展 ; 三
,

促使计算机系统设计技术进一步发展
。

因此应予以充分注意
,

并且大力发展
。

国外最早的微处理器是 71 年发表的
,

它是美国的in te l的 4 0 0 4
。

这是一 台四位单片的微处

理器
,

用它构成的微型机型号是M c s
一 4

。

接着int e l又做了8位单片微处理器 8 0 0 8
,

用它构 成

的微型机型号是M cs 一 8
。

8 0 0 8是 比较成功的微处理器
,

它的字长8位
,

指令48 条
,

执行典 型

指令的时间为20 微秒
,

可外接 16 K 字的存贮器
,

还可外接 8 个软 入
、

24 个 软 出
,

并 有
“

中

断
”
能力

。

芯片尺寸为 3
.

15 X 4
.

39 平方毫米
,

装在一个直扩式管壳中
,

电源电压有两种
: 5

伏和 9伏
,

最大功耗为8 4 0皂瓦
,

现在看来它的性能并不高
,

但当时它的出现
,

使新生的微处

理器经受 了用户的考验
,

使微处理器站住了阵脚
,

为微型机后来的发展立 下了汗马功劳
。

在这 以后世界范围内出现了许多研制和生产微处理器和微型机的单位
,

其中最多的是美

国
。

生产微处理田和微型机的品种
、

数量
、

产位等方百美国列于首位
,

其次是 日本
。

现有的微处理器当从所用的L SI 来看
,

可分为下面两大类 型
: 1 ,

M O S型
—

P一M O S
、

n
一M O S和CM O S型

,

2
,

双极型—
S一T T L

、

E C L和I
“
L 型

。

应当指出这些工艺并非于同一

时期引入微处理 田的
,

而是有一变化和发展过程
。

(二) 微处理田

现以国外用得较多的微处理田 8 0 8 0为例
,

来介绍微处理田的概况
。

8 0 8 0是一种 单 片8位

的微处理田
,

整个电路元件封装在一个有40 个插脚的双排直扩式管壳中图 1旦示了这个 微 处

理田的电路框图
。

在这个微处理田中有一个 8 位运称 田
,

它能进行加
、

减等标术运标
,

也可执行
“

与
’夕 、

“
或

” 、 “异或 ” 、 “

比较
”
等逻辑运标

。

所有的逻辑运标均在 8 位的 累 加 田 (A ) 内 进

行
。

还有 8位的通用寄存田 B
、

C
、

D
、

E 和H
、

L
。

它们可作为 6 个数据寄存田
,

也可拼成为

成对的 (B一 C
、

D 一 E
、

H 一L ) 作为16 位的变址寄存田
。

其中H一L寄存 LIJ 还被用 来 作 为

操作码的地址指示田
,

即当要访问存贮田的地址必须首先放在H一 L中
。

在这微处理田 中 还

有 6个特征寄存田 S
、

Z
、

C
、

P
、

E 和INT E
。

前五个寄存田分别反映运赫 田刚完成的 运标所

得的结果特征
:

符
一

号如何
、

是否为 O
、

有无进位
、

奇偶如何
。

同时还可被同时存入堆栈或 从

堆栈上取数
。

IN T E 寄存田反映微处理田是否允许 中断
。



由于在此微处理田 中的地址指示田为16 位
,

所以允许外部接上的存贮 田的最大地址数为

64 K
,

相应的程序计数田也用了 16位
,

堆栈指示田也用了 16 位
,

这就表明整个存贮田都可用

作为堆栈
,

所以程序嵌套将近乎不受什么限制
。

微处理田与输入输出设备之间的仗息交换在累加田 (A ) 与外接的输入输出寄存田 之间

进行
,

并允许输入输出寄存田各为 25 6个
,

所 以可接
一

L大量的外部设备
。

在微处理田 的内部
,

讯息 以2位
、

4位
、

8位或 16 位为宽度在内部的母线上传递
。

以 8位的

微处理机为例
,

对外界数据也 以8位宽度出入
,

地址则按 1 6位宽度出入
。

这两者各有相 互 独

立的母线
,

这微处理器与外界的连接
,

除了数据地址母线外还有控制线之间的连接
,

控制线

中的W A 工T
、

R E A D Y
、

IN T
、

H OL D
、

H O L D A C K 保证了存贮器的协调
,

中断机能的实 现

和直接访问存贮器的可靠
。

微处理器 8 0 8 0的指令有 74 条
,

基本指令的时间为 2 微秒
,

使 用 时 需有三种 电源
: 十 5

伏
, 一 5 伏

, + 12 伏
,

还须加 上两种时钟脉冲 (周期为 2 微秒
,

宽 度为50 毫微秒 )
,

使用时

的功耗为 8 00 毫瓦
。

采用
n 一MO S硅栅结构

,

芯片的尺寸为 4
.

1 4 义 4
.

85 平方毫米
,

芯片上的管

子数约5 0 0 0个
。

(三 ) 微型计赫机

虽然微处理器是中心
,

但还需其他部份的配合才能组成一台微型机
。

国外的微处理器厂

一般还要生产以下一些L SI 或M SI 电路
,

以便组成微型机
:

1
.

存贮田方百有
:

a .

只读存贮器 (以下简称R O M )

b
.

随机存贮器 (以下简称R A M )

2
.

软入软出接口方百有
:

a .

软入轨出接口
。

b
.

可变外设接 口
。

c .

可变通讯接 口
。

3
.

辅助电路方石有
:

a .

时钟脉冲发生器
。

b
.

系统控制器
。

c母线驱动器
。

d 中断控制器
。

e直接访存控制器
。

图 2 画出了应用 以上部份电路与微处理器一起构成的一台微型机
。

微型机中各部分围绕着三种母线 (数据母线
、

地址母线和控制母线 ) 来组成
,

微处理器

工作时所需要的双相钟脉冲
,

由钟脉冲发生回路供给
,

微处理器
一

与数据母线之间的通路由系统

控制器管理着
,

这就左右 了微处理器与存贮器和接 口之间的通
、

断和方向
。

微处理器与母线

之间的通路由母线控制驱动器来控制着和接力着
。



存贮器可 以从地址母线上接受地址
,

并与数据母线之间进行双向数据交换
。

其中R OM

是用来存放微型机要进行的程序
,

而 R A M 是用来执行程序所用的数据
,

同时它也是执行程

序的工作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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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变外设接 口是用于在数据母线与外线之间建立几条双向通路
,

哪条通路工作
,

工作的

宽度与方向都可根据需要用程序来改变
。

可变通讯接 l
一

1是用在数据母线与外设之间建立两条

能将平行讯号变为串行发送和接收的仗迈
。

哪条通路工作
,

工作宽度等也用程序来设定
。

中

断控制器是用来处理多中断讯号轨入时排队用的
,

若在母线
_

!: 再接上直访内存控制器
,

则可

使快速外部设备与R A M之间建立交换仪息的通路
。

在形式上微型机
一

与其他类型的计算机出入不大
,

但在实际使用中
,

它的用法与其他类型

的计算机不太一样
。

例如将一台微型机作为系统中的一个部件时
,

这时一般是根据要它完成

的任务先编制程序
,

然后再检查
,

当确认无误 l讨
,

就将它写入 R OM
。

这样微型机就常备这一

程序
,

当系统要求它 工作时
,

它就按照此程序执行来完成它所规定的任务
。

若由于设计更改

或系统发展
,

要这台微型机完成的任务有所变更时
,

则需要垂编程序
,

重新写入原来的R O M

(若它是可抹去的)或写入另 一个折的R OM来代替原来的R O M (若它是不可抹去的 )
。

此后

微型机在系统中将执行这一 新程序
,

完成所规定的新任务
。

由此 可见微型机实际土是一种通用的
“专用

”

计算机
,

即它的本性可适压
一

各种应用
,

完

成各种任务
。

但一旦规定了它用在某一方百去布成某一任务时
,

则它将唯一地执行 这 一 任

务
。

当然一定要将微型机象其他类型的计算机去使用
,

如小型机那样也是可 以的
,

但这不是

人们最初开发微型机的希望
。

(四) 半导体存贮田

在现实的微型机中
,

存贮器有着不容忽视的地位
,

这是 因为它的价格
,

往往占全个微型

机价格 (不包括外部设备 ) 的 60 % 以上
。

现有的微型机中的存贮器基本上都是采用半 导体存贮器
,

因为半导体存贮器已经成熟
,

而 且商品化
,

它不但性能较好
,

使用方便
,

而且价格便宜
。

(现在半导体存贮器仃一位的价

格为磁芯存贮器每位价格的万 )

半导体存贮器的缺点是有
“

讯号挥发性
” ,

这一点只能依靠电池作为后盾来解决
。

微型

机中所用的半导体存贮器有R OM和R A M两种
。

R A M有双极型和M O S型之分
,

由于微型机对速度要求不太高
,

所 以一般都不能用 双极

型
,

而采用MO S型的
。

MO S型的R A M又有动态式和静态式之分
,

由于微型机比较简易
,

希

望外围电路不能太复杂
,

所以一般都不需要不断刷新的动态式的M O S型R 八M
。

同时由于微型机在使用中一般所要求的存贮容量不大
,

所以主要为微型机而开发的朴态

M O S型R A M的单片容量为
: 2 5 6 x 4位和 10 2 4 x l位两种

。

这种存贮器常用灼工艺为
n 一

M O S
,

读出时间约为2 50 一5 00 毫微秒
。

半导体存贮器 R O M有程序予制式和程序现制式两种
。

对于某一特定任务设计而此最生产

的微型机可用予制式
,

这种存贮器的内容在半导体器件出厂时就按
二j)定的程序做死 J

‘ 。

对 于那

些为今后多方使用而设计和生产的微型机则宜JIJ 现制式R OM (以下简称P尺O M )
。

这种P尺O M

的内容在器件厂出厂时并未做死
,

而是用户设计好程序后 自行写入
。

微型机中所用的予制式R OM都是 M O S 型
,

它与双极型相比
,

它的集成皮
: ;芍而价格低

。

主要为微型机而生产的MO S型 R OM
,

其单片容量通常为 2 5 6 x s 位
、

5 12 x 8 位
, IK x s 和

.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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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K x s位
。

通常使用的工艺有
n 一MO S与p 一 MO S两种

。

企MO S的读出时间为 25 0~ 50 0毫微

秒
,

而 p 一 MO S的读出时间为50 0 ~ 1 0 0 0毫微秒
。

PR OM 又 有 两种
:

不可抹去式和可抹去式
,

前者在用户写入程序后 R OM 的内容就 不

再可变
,

后者在用户写入的程序若需要改变时可先将它抹去 ( 如用紫外线
、

X 射线或电的方

法抹去之 )
。

然后再重新写入新程序
。

在微型机中两者都用
,

因为前者有速度快的优点
,

而

后者又有重新改写的长处
。

不可抹去式R OM
,

常用的是熔丝型R O M
,

一般容量为51 2 x s位
,

读出时 间 为 1 00 毫微

秒
。

可抹去式常用的半导体元件有F A MOS
、

M A S
、

M NO S多种
,

容量一般 为 2 56 x s 位
、

5 1 2 X S位
、

IK x s位
,

读出时间为4 5 0一 1 5 0 0毫微秒
。

向PR OM写入程序是一项烦琐
、

费时而且容易出错的过程
,

为此许多 厂 生 产 了 所 谓

PR O M的程序写入工具
,

供用户使用
。

它可将用户编制好的程序自动写入 PR OM
,

并进行核

查
。

由于微型机不断向高性能低格方 向发展
,

它所用的半导体存贮器也 自然地 向高速高集成

度方向发展
,

最近 4K 静态式和 1 6K 动态式M OS型 R A M 已生产并进入市场
。

对于PR O M 今后

除了提高容量和降低读出时间外更主要的是要降低写入 电压
,

并用 电的方式抹去
,

抹去的电

压要低
,

时间要短
。

(五) 软件和系统开发工买

微处理器器件工厂一般都向用户提供相应的软件
,

它包括
:

编辑程序
、

仿真程序
、

汇编

程序
、

编译程序等
。

以便用户 自己建立含有微处理器的系统
。

( 即微型机系统 ) 也有的工厂

还提供由用户积累起来的应用程序
。

用户在建立自己的微型机系统而编制程序时
,

最广泛应用的是汇编语 言
。

因为它编写方

便
,

而又能节约存贮容量
。

后者对微型机来说比较重要
,

因为人们给予微型机的容量往往是

不富裕的
。

在程序较大的情况下如达到超过50 0一 1 0 0 0条程序运行时
,

则编制程序还须求助于

高级语言
。

为了用户设计自己的微型机系统的方便
,

微处理器制造厂开发了专用的高级语言
。

最初

出现是 INT E L 的PL / M 语言
。

它是PL / 1的子集
,

用得比较成功
,

可得到 1
。

5 : 1 ,

甚至 1 盔 1的

结果
。

但是这种语言的汇编器要有 32 位的大型机执行
。

在这方百M oh or ol a 开 发 了 M PL 语

言
,

同样是PL八的子集
,

它以汇编语言作为中间语言
,

这对用户来说是很方便的
。

由 于 这

些语言都有一定 的局 限性
,

它只适应于 自己厂生产的微处理器
,

所以有关单位对相应的产品

开发了相应的高级语言
。

如N A T 工O N A L 的SM / PL
,

si g ne fi es 的PL / U S
,

21 10 9 的PL / E 等
。

尽管形式上有多种
,

但它们都是大同小异
。

必须指出
,

对以上的软件可有两种形式
: “

自执
”
软件和

“
交易

”
软件

。

自执软件是在

以本微处理器为中心的微型机上执行的
,

而交易软件是在另外的计算机上进行
。

它与一般的

计算机不一样
,

引入交易软件的方式是 由于用户需开发系统时不一定 已有本微处理 田为中心

的微型机
,

即使有也往往由于容量有限而放不下前述的软件
,

这时只能求助于其他机田
,

因

而软件也要予以适应
,



为了实际应用的方便
,

生产微处理田厂还向用户提供所谓微型机开发系统 ( M D S )
。

这是开发微型机系统的一种工 具
,

它由软件和硬件案巍
。

硬件部分大致都是一台微型机带上

键盘和显示田
,

打印机
。

现在还有的配上了软盘
。

软件部分则有
:

监督程序
、

编辑程序
、

汇编

程序和查错田等
。

最近的动向是在这些软件中加入了一项对系统开发十分有用的连机仿效田 ( LC E )
。

为了开发性能高而投资低的微型机
,

最好是开发开始就软件硬件同时进行
,

随时互相结

合进行检查
,

不要到硬件样机已经做出来
,

再来研究与开发结合的软件
,

这样容易发生返工

重来
。

但要一开始就软硬结合往往有困难而办不到
。

因为硬件还没有做 出来就谈不上什么软

件的间题
。

在开发系统中引入 L C E 就是为了解决这一问题
。

有了 L C E 就可在开发系统的

过程中硬件软件逐步互相结合
,

互相检查
,

互相改正
,

直至微型机系统样机全卫完成为止
。

有关这个问题的细节有专门的文章论述
。

(六) 应用举例

微型机的应用日益广泛
,

无法全面介绍
,

仅对 目前用得较多的方百举些例子加以说明
。

1
.

控制方百

在这方百微型机既被用于单机控制中
,

又被用于过程控制上
。

如应用于数控扫侧末
、

半导

体田件生产的各种自动化
,

工业控制的调节田当中
。

2
.

测蟹方百

在这方百微型机主要用来现场数据采集和及时进行数据处理
。

如用于巡回检测设备中
,

公害自动测量设备中
、

医院的监护设备中以及实验室自动化等方百
。

3
.

通讯方百

在这方百微型机主要用来进行线路控制和提高可靠性
。

如用于 电 话 交换机和数字通讯

终端机中
。

4
。

交通方百

在这方百微型机主要用来进行无人指挥和调度
,

如马路上交通讯号的控制
,

铁路轨巡的

讯号控制以及电梯的调度等
。

5
。

商业方百

在这方百主要用来进行数据处理
,

如用于现金登记机
、

售货点终端设备和加 油站 系 统

中
。

6
.

应用外下设备方百

在这方百微型机主 子用来提高外部设备的功能和灵活性
,

通用性
,

减轻主机的负担
,

简

化与主机的仗息交换
。

如用于显示终端机
、

X Y记录仪
、

磁带控制器及磁盘控制器等
。

(七) 结束语

微型机的出现
,

在计赫机领域内形成了一种新的机种
,

借助于它可提高计标机外部设备



的功能
,

减轻主机负担
,

变成了一种
“
智能

”
外设

。

同时又能反过来促使微处理器结构的发

展
,

促使多处理器系统的发展
。

进一步推进小型机的前进
。

可以使得已有的较成功的小型机

系统结构不变
,

在保持已经积累了较丰突的软件的情况下
,

使硬件尽量L SI 化
,

从而使小型

机体积小
,

价格低
,

如NO V A
、

PD P一n 等都 已在这方百作了努力
,

深受用户欢通
。

微型机是否会淘汰小型机呢 ? 这是人们所关心的一个问题
,

可予言在最近的将来还是不

可能的
。

因为已有的小型机已经有了强有力的软件支持
,

这一点在目前出现的微型机中还办

不到
,

同时小型机的性能等于或高于高档微型机
,

特别是在速度方百
。

另外在大量的外设系

统中用微型机代替小型机的意义不大
。

由于这些因素
,

小型机与微型机将共存
,

互相补充
,

互相促进
。

在我国微型机方百虽然几乎是张白纸
,

但应看到我们 己经有了良好的半导体工业和计标
〔

机工业的基础
,

同时 由于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
,

存在广大的要求使用计称机的领域
,

所以

发展我国的微型计称机时期已经到来
。

本文是根据国外的一些有关微型机的文章及评论撰写的
,

内容涉及百较多
,

由于我们的

水平很低
,

其中可能会有不少错误和不妥之处
。

希望给予指正
。

我们的目的是在今天各种领
一

域渴望使用电子计标机的技术来解决本部门的各种问题的时际
,

对现在国外微型计赫机的伶

况作一个粗略介绍
,

以供参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