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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简要介绍了 >!?9@5 系列单片机中的位寻址区和位操作指令。位寻址区和位操作

指令构成了 >!?9@5 系列单片机独具的布尔处理机。布尔处理机实际上是一个完整的一位微计

算机，在开关决策、逻辑电路仿真和实时控制方面非常有效。位寻址区和位操作指令的一个

最重要的应用就是用于设置标志位。这一特点使得单片机系统在开关决策、逻辑电路仿真、

智能检测和实时控制方面的到了非常广泛的应用。通过一个实例给出了利用标志位来判断按

键是否被按下的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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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 言

随着微电子技术的不断发展，微处理器芯片的

集成度越来越高，已经可以在一块芯片上同时集成

!BL、存储器、定时器T计数器、并行和串行接口，

甚至 DTU 转换器等。人们把这种超大规模集成电路

芯片 称 作“单 片 微 控 制 器”（?)#(&* !,)E >)F%"F"#9
$%"&&*%），简称单片机。

单片机的出现引起了仪器仪表结构的根本性变

革。以单片机为主体取代传统仪器仪表的常规电子

线路可以容易地将计算技术与测量控制技术结合在

一起，组成新一代的所谓“智能化测量控制仪表”。

在测量控制仪表中采用单片机技术使之成为智

能仪表后能够解决许多传统仪表不能或不易解决的

难题，同时还能简化仪表电路，提高仪表的可靠

性，降低仪表的成本以及加快新产品的开发速度。

因此以单片机为核心的智能化测量控制仪表得到了

越来越广泛的应用。

/ 01234. 系列单片机简介

>!?9@5 系列单片机是上世纪 :2 年代由美国 N#9
$*& 公司推出的一种高性能的 : 位单片机。其片内集

成了 并 行 NTV 口、58 位 定 时 器T计 数 器、片 内 有

1@8G 的 WD> 和 6 X : <G 的 WV>，尤其适合于低成

本、大批量生产的场合。目前 >!?9@5 系列单片机

已有许多品种，典型的为 :2@5 和 :235 等。

单片机的应用特点是“面向测控”。>!?9@5 系

列单片机共有 3 种寻址方式，可寻址 86 <G 的程序

存储器空间和 86 <G 的数据存储器空间，特别是在

>!?9@5 系列单片机还集成了一个由直接可寻址位

组成的布尔处理机（位处理机），并且提供了 51: G)$
的位寻址区以及可进行位寻址的特殊功能寄存器

（?YW），结合其指令系统中的位处理指令可对各位

进行布尔处理，能够实现置位、清零、求反、传

送、判跳和逻辑运算等操作。特别是对逻辑表达式

直接转换成程序软件提供了极为简便的方法，不需



要大范围地传送数据，屏蔽某些字节或位、检测和

转移的树形网络就可解决复杂的逻辑运算问题。位

处理指令为测控系统的应用提供了最佳代码和速

度，大大增强了实时性。特别适用于测控领域和解

决各种逻辑问题。本文主要针对单片机中的位寻址

区和位操作指令，结合作者多年从事单片机系统开

发的经验，介绍位操作指令在单片机中的应用，并

且给出了一个工程实例。

! "#$%&’ 系列单片机的可位寻址特殊功能

寄存器及可位寻址区

!"#$%& 系列单片机的存储器结构如图 & 所示。

图 ’ 单片机内部存储器结构

()*+’ ,-. /./012 34156451. 07 /65

由图可见，!"#$%& 系列单片机的内部 ’(! 有

两个可直接位寻址的区域：

!)*+$),+，共 &- 个内部 ’(! 单元中的每一

位都可单独寻址，共 &). 位。"某些特殊功能寄存

器（#,’），其特点是它们的单元地址能够被 . 整除

（其地址尾数为 * 或 .）。

在 !"#$%& 系列单片机中，这样的特殊功能寄

存器有 && 个。.*%& 单片机中可位寻址的特殊功能

寄存器，见表 &。

表 ’ 可以位寻址的特殊功能寄存器

,89:. ’ ;)4 8<<1.3389:. $(=

寄存器 名称 单元地址 符号 位地址

/* 012 端口 * .*+ /*3*$/*34 .*+$.4+
5"26 定时1计数器 ..+ 5"263*$5"2634 ..+$.,+

控制寄存器

/& 012 端口 & 7*+ /&3*$/&34 7*+$74+
#"26 串行控制 7.+ #"263*$#"2634 7.+$7,+

寄存器

/) 012 端口 ) (*+ /)3*$/)34 (*+$(4+
08 中断允许 (.+ 083*$0834 (.+$(,+

控制寄存器

/9 012 端口 9 :*+ /93*$/934 :*+$:4+
0/ 中断优先级 :.+ 0/3*$0/$4 :.+$:,+

控制寄存器

/#; 程序状态字 <*+ /#;3*$/#;34 <*+$<4+
("" 累加器 8*+ (""3*$(""34 8*+$84+
: 累加器 : ,*+ :3*$:34 ,*+$,4+

对于 )*+$),+ 的位寻址区，除了可作为一般的

’(!单元进行读写之外，还可对各个字节的每一

位进行操作，并且对这些位都规定了相应的位地

址，见表 )。

表 > 内部 =?" 中 >@A%>(A 的位地址

,89:. > ;)4 8<<1.33 07 >@A%>(A )B =?"

字节

地址
<4 位地址 <*

), 4, 48 4< 4" 4: 4( 47 4.

)8 44 4- 4% 4= 49 4) 4& 4*

)< -, -8 -< -" -: -( -7 -.

)" -4 -- -% -= -9 -) -& -*

): %, %8 %< %" %: %( %7 %.

)( %4 %- %% %= %9 %) %& %*

)7 =, =8 =< =" =: =( =7 =.

). =4 =- =% == =9 =) =& =*

)4 9, 98 9< 9" 9: 9( 97 9.

)- 94 9- 9% 9= 99 9) 9& 9*

)% ), )8 )< )" ): )( )7 ).

)= )4 )- )% )= )9 )) )& )*

)9 &, &8 &< &" &: &( &7 &.

)) &4 &- &% &= &9 &) && &*

)& *, *8 *< *" *: *( *7 *.

)* *4 *- *% *= *9 *) *& **

对于需要进行按位操作的数据即可存放在这个

区域。单片机系统正是由于有了这些可寻址位与寄

存器才具有了通用计算机系统所不具备的特殊优

势，从而成为了测控领域的一支奇葩。

C 位地址的表示方式

!"#$%& 系列单片机从硬件到软件都设有完整

而独立的按位操作的位处理器，位处理器同样由

"/>、程序存储器、累加器、特殊功能寄存器和012
口等组成。

片内 ’(! 区和特殊功能寄存器中的位地址可

用下列方式表示：

!直接用位地址（**+ ? ,,+）来表示，如 )*+
单元的 * ? 4 位可表示为 **+ ? *4+。

"采用第 ! 单元第 ! 位（即字节地址加位数）

的表示方法，二者之间用“ 3”分隔。如 )%+ 单元

的第 % 位可表示为 )%+3%。

#对于可进行位寻址的特殊功能寄存器，可用

该寄存器名称加位数来表示，二者之间也用“ 3”
分隔。如 /&3=，/#;3- 等。

$由用户自己用汇编语言中的 伪 指 令 定 义。

如：

"@A :05 /&3%
#85: "@A
上述这些表示方式均可被汇编程序所识别。

& 位操作指令

在 !"#$%& 系列单片机的位处理器中以进位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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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位 !" 作累加器用，共有 #$ 条位处理指令，指令

的格式同字节处理指令，介绍如下：

#）布尔（位）数据传送指令

%&’ !，()*
%&’ ()*，!
以上两条为互为对应的位数据传送指令，! 为

位处理器的累加器，()* 为位直接地址。

+）布尔（位）操作指令

!布尔（位）清 , 指令

!-. !
!-. ()*
这两条指令实现对累加器 ! 或指定位地址内容

的清 , 操作，不影响其他标志位。

"布尔（位）置 # 指令

/012 !
/012 ()*
这两条指令实现对累加器 ! 或指定位地址内容

的置 # 操作，不影响其他标志位。

#布尔（位）取反指令

!3- !
!3- ()*
上述两条指令对累加器 ! 或指定位地址内容取

反，不影响其他标志位。

4）布尔（位）逻辑运算指令

!布尔（位）逻辑“与”指令

56- ! ，()*
56- ! ，7()*
前一条指令实现对累加器 ! 内容和指定位地址

内容的逻辑“与”操作，结果存在 ! 中，位地址内

容不变。后一条指令是先将位地址内容取反，之后

再与累加器 ! 的内容相“与”，结果存于 ! 中，位

地址内容不变。

"布尔（位）逻辑“或”指令

&.- !，()*
&.- !，7()*
前一条指令实现对累加器 ! 内容和指定位地址

内容的逻辑“或”操作，结果存在 ! 中，位地址内

容不变。后一条指令则是先将位地址内容取反，之

后再与累加器 ! 的内容相“或”，结果存于 ! 中，

位地址内容不变。

8）布尔（位）条件转移指令

!判位（()*）变量转移指令

92 ()* ，:;<
962 ()* ，:;<
这两条互为补充的指令对指定位地址内容进行

检测，若条件成立则程序转移，否则程序顺序执

行。

"判位（()*）变量并清 , 转移指令

92! ()* ，:;<

该条指令对指定位地址内容进行检测，若为

#，则将该位清 , 后程序转向（3!）= :;< 目标地址去

执行；否则程序顺序执行。

这条指令常用于对某一标志位需要进行多次检

测的场合，并且当执行完本指令后自动复位该标志

位，恢复原始状态，等待下一次的条件设置和检

测，从而可以节省一条清 , 指令。

! 单片机中标志位的使用

在 %!/>?# 系列单片机中，标志位的使用主要

有两种方式：

!使用由特殊功能寄存器提供的标志位。"利

用系统提供的可位寻址区，由用户自己设置和定义

的标志位。

对于第一种方式，使用起来比较简单，用户只

需要根据需要读取或设置相应的标志位即可。如在

串行通讯中，用户可以通过置位串口控制寄存器

/!&6 的 .06 位（/!&6@8）来确定是否允许单片机串

口接收数据。

而对于利用位寻址区来设置标志位，则是仁者

见仁，智者见智，而单片机的妙用也正在于此。一

般地，位寻址区的每一位都可以当作软件触发器，

由程序直接进行位处理，程序设计时通常把各种状

态标志位、位控制变量设在此区域。下面以作者研

制的“智能电热熔焊机”中的按键处理子程序为例

进行说明。

该子程序通过定时器中断方式对“电流设置”、

“时间设置”和“开始工作”三个按键进行扫描，

若检测出某键被按下，则置位相应的标志位：,AB，

,$B 或 ,CB。而主程序则可以通过循环检测 ,AB，

,$B 或 ,CB 这三个标志位的值是否为 # 来决定是否

执行相应的子程序。

这里对于每一个按键均采用了“原态 56D 现

态”的算法，也就是说，将每一个按键的状态分为

“现态”和“原态”，分别存在两个位寻址单元中，

如 ,,B 和 ,#B 中，设其值为 , 时表示该键被按下，

则其状态真值见表 4。

表 " 按键状态真值表

#$%&’ " ()$)’ *$&+’ ,- .’/012’33

,,B（现态） , , # #

,#B（原态） , # , #

,,B（现态） # # , ,

原态 56D 现态 , # , ,

由表 4 可见，只有当该键原来处于未按下状态

（其值为 #），且现在处于按下状态（其值为 ,）时，

才表示该键被按下。根据这一思想编制的按键扫描

中断服务程序如下： （下转第 888 页）

·#+8·第 8 期 杨晓玲等：单片机系统中标志位的应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