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微机系统及应用

电工电子实验中心



微机接口技术实验简介
♦ 微机接口技术实验系统能够和任意一台PC机相连
构成一套完整的实验系统，如下图所示：

♦ 微机接口技术实验系统由ISA-PCI转接卡和微机实
验箱组成，使用时先将转接卡插入PC机的PCI插
槽内，由DB-62和DB-37插头通过电缆与实验台相
连。下面分别介绍其基本原理、功能及具体实
验。



一、ISA-PCI转接卡

♦ ISA-PCI转接卡是由PCI9052桥芯片、部分
译码电路和驱动电路构成，下图是ISA-PCI
转接卡的外观图，DB62接头提供PC总线，
20Pin插座引出可用的扩展总线。



二、微机实验箱

♦微机实验箱是由总线驱动电路、译码电路
和基本的实验电路模块构成，如图所示：



二、微机实验箱

♦微机实验箱通过DB-62和DB-37接头与ISA-
PCI转接卡相连。

♦实验箱上的POWER模块的+12V和-12V，
+5V和-5V插线孔可提供电源接线。实验
时，PC机的总线信号可由实验台上模块ISA
插线孔提供标准PC-ISA总线信号。



三、系统配置及要求

♦微机接口技术实验箱 一个

♦ ISA-PCI转接卡 一块

♦连接电缆 三条

♦微机接口技术实验讲义 一本

♦开发技术光盘 一张

♦电源线 一条

♦计算机 一台



四、微机应用实验
♦ 简单I/O实验

♦ 静态存储器扩展实验

♦ LCD实验

♦ 并行接口8255实验

♦ 键盘与显示器

♦ 中断特性及8259应用实验

♦ 计数/定时器实验

♦ AD转换实验

♦ DA转换实验

♦ 微机系统课程设计



简单I/O实验

♦实验目的：

– 掌握简单并行接口的工作原理和使用方法。

♦实验内容：
– 简单并行输出接口电路，选择I/O地址连到DRV
的JS6，用于CPU对74LS273进行读写操作。



简单I/O实验

♦ 实验内容(续)：
– 存储器的输出端Q0-Q7通过JS5连到LCD电路模块上。
在CPU对74LS273进行写操作时，若正确锁存数据，即
送“FF”时发光二极管全灭，送“00”时，发光二极管全
亮。

– 从微机键盘输入字符或数字，将其ASCII码值通过这个
输出接口输出。

– 可将74LS243换成74LS245，修改部分电路连线，做I/O
实验。

– 用逻辑电平预置某个字母的ASCII码，编程输入这个代
码，然后显示。



简单I/O实验

♦ 实验原理
– 微机接口技术实验系统采用了一块PCI转ISA卡来译码
来自CPU的地址，并把来自CPU的数据直接传送给局部
总线。

– 局部总线的地址是和PCI总线的地址一一对应的。由于
操作系统对PCI卡上的资源请求是动态分配的，所以每
次重新启动计算机分配给PCI的地址可能不同，故每次
实验时，都要先读出操作系统分配的资源的基地址。

– 对于通过内存方式访问局部总线上的存储空间，地址
映射道理是一样的。



简单I/O实验

♦实验步骤：
– 设计实验线路并连接，并将PCI总线扩展卡上
的连接线与ISA总线进行连接，完成线路连

接。

– 根据实验内容编写相应的实验程序。

– 编译、连接实验程序，对错误进行调试。

– 观察实验结果是否是期待的结果。

返回



静态存储器扩展实验

♦实验目的：
– 了解静态存储器6264的特性。

– 学习和掌握存储器扩展方法和存储器读/写。

– 熟悉通过扩展模式访问扩展存储器的方法。

♦实验内容：

– 编写一个保护模式下的实验程序，对实验装置
上的两片6264进行读/写操作。



静态存储器扩展实验

♦ 实验原理：
– SRAM6264介绍：存储

器是用来存储信息的器
件，我们选用6264芯
片，它工作稳定，不要
外加刷新电路，使用方
便。6264共有8192个存
储单元，每个单元8位
字长，管脚如右图所
示：



静态存储器扩展实验

♦ 实验原理（续）
– 访问地址大于1MB的扩展存储器：实验装置中映射的
存储器地址空间大于DOS应用程序可以访问的1MB空
间地址，因此必须进入保护模式才可以访问大于1MB
的存储器空间地址。

– 实验说明：为了实现对6264的读/写，实验中需要安排
两个数据段描述符；第一个描述源数据段，为1MB以
内空间的某个存储区域；第二个描述目标数据段，指
向实验系统中6264扩展的存储区域。



静态存储器扩展实验

♦实验步骤：
– 设计实验线路图并连接，并将PCI总线扩展卡
上的连接线与ISA总线进行连接，完成线路连

接。

– 根据实验内容及说明编写程序。

– 编译、连接实验程序，对错误进行调试。

– 观察实验结果是否正确。

返回



LCD实验

♦实验目的：了解字符型液晶的使用方法。

♦实验内容：编制程序在LCD上显示字符。

♦实验原理：控制器控制下，模块通过8条数

据线按照时序控制使显示屏显示一定的数
据。连接电路如下图所示：



LCD实验

♦实验步骤：
– 设计实验线路图并连接，并将PCI总线扩展卡
上的连接线与ISA总线进行连接，完成线路连

接。

– 根据实验内容编写相应的实验程序。

– 编译、连接实验程序，对错误进行调试。

– 观察LCD输出实验结果是否是期待的结果。

返回



并行接口8255实验

♦ 实验目的：
– 掌握并行接口8255的工作原理及使用方法。

♦ 实验内容：
– 以8255的B口为输入，A口为输出，输入与输出仍用逻
辑电平开关和二极管，要求当输入不是全“0”时，输出
与输入保持一致。当输入为全“0”时，A口输出发光二

极管闪烁告警信号。

– 使用8255的A口和B口模拟十字路交通灯的闪烁情况。



并行接口8255实验

♦ 实验原理
– 8255简介：8255是一个通用

可编程并行接口电路。它具
有A、B、C三个8位并行
口。其中C口也可用作A、B
口的联络信号及中断申请信
号。通过编程，它可以被设
置为基本输入输出、选通输
入输出以及双向传送方式。
8255引脚如右图所示：

– 8255工作方式和编程：8255
的编程通过向控制寄存器写
入方式控制字来进行。根据
此控制字，8255可设定为基
本输入输出方式，选通输
入。



并行接口8255实验

♦实验步骤：
– 设计实验线路图并连接，并将PCI总线扩展卡
上的连接线与ISA总线进行连接，完成线路连

接。

– 根据实验内容编写相应的实验程序。

– 编译、连接实验程序，对错误进行调试。

– 观察实验结果是否正确。

返回



键盘与显示器

♦ 实验目的：
– 了解动态显示及键盘扫描原理。

♦ 实验内容：
– 使用8255在4位数码管上显示4个字符。

– 使用8255扫描4*4键盘，将健值显示在显示器或LCD
上。

♦ 实验原理：
– 键盘介绍：键盘模块提供按键电路。它是一个4*4的键
盘，有4*4条行线和4条列线。4条行线和4条列线经电
阻和正电源相连。没有键按下时，行线和列线均为高
电平。当有一个键按下时，与此键对应的行线和列线
接通。



键盘与显示器

♦实验原理（续）

– 按键电路如下图所示：



键盘与显示器

♦实验原理(续)：
– 数码管介绍：数码管按其连接方式分为共阳数
码管和共阴数码管。实验系统采用共阴极数码
管，用动态显示方法显示，电路如下：



键盘与显示器

♦实验步骤：
– 设计实验线路图并连接，并将PCI总线扩展卡
上的连接线与ISA总线进行连接，完成线路连

接。

– 根据实验内容编写相应的实验程序。

– 编译、连接实验程序，对错误进行调试。

– 观察实验结果是否正确。

返回



中断特性及8259应用实验

♦实验目的：
– 掌握8259中断控制器的工作原理及使用方法。

♦实验内容：

– 编写一键盘中断处理程序技术键盘中断次数，
并用该程序替换系统键盘中断处理程序。使当
键盘中断产生10次以后，显示按键次数并结束

应用。



中断特性及8259应用实验

♦ 实验原理：
– 8259介绍：8259中断控

制器管脚如右图所示：

– PC机硬件中断系统：

微机系统中包含两片
8259中断控制器，经级
连可以管理16级硬件中

断。



中断特性及8259应用实验

♦实验步骤：
– 设计实验线路图并连接，并将PCI总线扩展卡
上的连接线与ISA总线进行连接，完成线路连

接。

– 根据实验内容编写相应的实验程序。

– 编译、连接实验程序，对错误进行调试。

– 观察实验结果是否正确。

返回



计数/定时器实验

♦实验目的：
– 掌握8253的使用方法

♦实验内容：
– 以1MHZ的信号为时钟信号，利用8253产生一
个周期为1ms的脉冲和一个周期为1ms，占空比
为1：10的波形。

– 利用8253定时器，设计一个用“分”和“秒”显示
的电子钟。



计数/定时器实验

♦ 实验原理：
– 8253介绍：8253是通用

的可编程计数定时器。
它有三个独立的16位计

数器。通过编程，可以
设置为六种工作方式,
输入信号 高频率为
2MHZ。如右图所示：



计数/定时器实验

♦实验原理（续）
– 实验电路：实验台上T/C模块提供了8253的实

验电路，如下图所示：



计数/定时器实验

♦实验步骤：
– 设计实验线路图并连接，并将PCI总线扩展卡
上的连接线与ISA总线进行连接，完成线路连

接。

– 根据实验内容编写相应的实验程序。

– 编译、连接实验程序，对错误进行调试。

– 观察实验结果是否正确。

返回



AD转换实验

♦实验目的：
– 了解A/D转换器的工作原理及使用方法。

♦实验内容：
– 利用ADC0809测量外部模拟输入电压值，将结
果用发光二极管LED输出，并在显示器显示采

样的值。



AD转换实验

♦ 实验原理：
– A/D转换器
（ADC0809）：模数转

换器用于模拟量到数字
量的转换。从接口方面
看，A/D转换器的输出

有带三态输出锁存器和
不带三态输出锁存器。
一般的接口如右图所
示：



AD转换实验

♦ 实验原理（续）：
– ADC0809为一个带8路
模拟输入的8位逐次比
较的A/D转换器。在电

路内有三态输出锁存
器。转换时间为
100ms。 ADC0809的管

脚如右图所示：



AD转换实验

♦实验原理（续）：
– A/D0809实验电路如下图所示：



AD转换实验

♦实验步骤：
– 设计实验线路图并连接，并将PCI总线扩展卡
上的连接线与ISA总线进行连接，完成线路连

接。

– 根据实验内容编写相应的实验程序。

– 编译、连接实验程序，对错误进行调试。

– 观察实验结果是否正确。

返回



DA转换实验

♦实验目的：
– 了解D/A转换器的工作原理及使用方法。

♦实验内容：
– 利用DAC0832产生方波、锯齿波、正弦波，并

在示波器上观察。



DA转换实验

♦实验原理：
– 数模（D/A）转换用于数字量到模拟量的转
换。通常的D/A转换器包括了受数字控制的开
关及电阻网络。

– D/A转换分为带锁存器的D/A转换器和不带锁存
器的D/A转换器

– D/A转换器主要性能通过分辨率、精度、建立

时间、线性误差、输出极性范围来描述。



DA转换实验

♦ 实验原理（续）：
– 具有锁存器的D/A转换
器可以直接与CPU总线

相连。实验中我们选用
DAC0832是一个带双缓
冲所存器的8位D/A转
换器。其精度是8位，
建立时间是1ns，电流

输出。如右图所示：



DA转换实验

♦实验原理（续）：
– A/D实验电路：实验台上提供了D/A转换器

DAC0832的实验电路，如图所示：



DA转换实验

♦实验步骤：
– 设计实验线路图并连接，并将PCI总线扩展卡
上的连接线与ISA总线进行连接，完成线路连

接。

– 根据实验内容编写相应的实验程序。

– 编译、连接实验程序，对错误进行调试。

– 观察实验结果是否正确。

返回



微机系统课程设计

♦闭环控制系统概论

– 自动控制技术：是指没有人直接参与的情况
下，利用控制器操纵被控对象，使被控制量自
动地按预先规定的规律运动。分为反馈控制系

统和开环控制系统。常用反馈系统如下图所
示：

比较元件 控制装置 被控制对象

反馈装置/
测量元件

输入量

反馈量

输出量



微机系统课程设计

♦闭环控制系统（续）：

– 计算机控制：是以自动控制理论与计算机技术
为基础产生的一种新的控制技术，可以是单个
回路参数的简单控制，也可以是复杂控制规律
的多变解耦控制、 优控制、自适应控制乃至
智能控制。衡量指标主要有：稳定性、能控性
和能观性、动态指标、稳态指标。

数字
调节
器

执行器 被控对象

测量电路 传感器

给定值

反馈量

测量环节

PWM



微机系统课程设计

♦电机转速测量及其控制基本原理

– 转速是工程上一个参数。以单位时间内转速来
衡量，在变换过程中多数是有规律的重复运
动。我们用脉冲宽度调节方法（PWM）来测电

机转速。电路图如下所示：

3013T

Q1
TIP110

＋５

ＶＣＣ
R2
4.7K

OUT

PORT2
GND

R1

1K

IN

PORT1

MG1
MOTOR DC

HOER



直流电机转速闭环控制系统

♦课程设计目的：

– 了解以微机为核心的闭环控制系统的组成原
理。掌握电机转速闭环调制系统的构成方法。

– 了解霍尔器件工作原理；电机转速测量与控制
的基本原理；掌握PWM调速原理和应用方法。

– 提高实时控制系统的设计与调试的综合能力。



直流电机转速闭环控制系统

♦课程设计内容
– 设计一个对直流电机转速测量与转速控制的闭
环控制系统。微机控制中心在监控界面上设置
电机转速。电机转速测量利用霍尔传感器电路
产生转速脉冲，定时/计数电路通过脉冲计数获
得转速参量。电机转速调整采用PWM方法，控
制中心采样到电机转速参量，算的转速值同预
定转速设置值进行比较，若不相同，则调整控
制转速脉冲的占空比，来达到调速的目的。



直流电机转速闭环控制系统

♦控制系统功能要求与设计要求

– 系统监控界面设计

• 监控系统具有转速参数设置窗口、采样的电机转速
数据显示窗口、转速动态曲线显示窗口及强行干预
系统运行的按钮功能或相应功能选择菜单。

– 监控程序设计要求

• 监控程序用查询方式获取转速数据。

• 监控程序用终端方式获取转速数据。



直流电机转速闭环控制系统

♦控制系统功能要求与设计要求（续）

– 硬件设计要求

• 充分利用现有实验系统资源设计一个性能较好的直
流电机转速闭环控制系统。利用带锁存的I/O接口电

路输出控制电机转速的脉冲。采样转速用霍尔传感
器件提供电机转速脉冲。利用定时/计数电路对电机
转速脉冲计数。微机可从定时/计数电路中获得电机
转速数值，并产生控制电机转速的PWM脉冲。



直流电机转速闭环控制系统

♦闭环控制系统

– 电机转速测量与控制闭环控制系统基本功能框
图如下：

微机
控制
台

脉冲驱动电路 直流电机

定时／计数 霍尔传感器

ＰＷＭ

反馈量



直流电机转速闭环控制系统

♦课程设计操作步骤：

– 提交设计方案

• 按课程设计题目的功能要求提出闭环控制系统的控
制功能实现方案，监控界面结构图，编程语言种
类，硬件设计方案及硬件连接原理图，提出硬件支
持和软件支持的环境要求等文档。

– 系统设计方案审核

• 设计方案经课程设计的老师审核合格后，方可实现
操作。



直流电机转速闭环控制系统

♦ 课程设计操作步骤（续）：

– 硬件设计方案及硬件连线图连接：
• 审核原理图的正确性。仔细按设计的原理图联线，认真检查连
线，加电并观察线路是否正确。

– 按题目功能编程、运行程序、调试：
• 编制利用带锁存功能I/O端口产生PWM脉冲的程序，运行并调

试。

• 编制利用定时/计数器测速的程序。

• 合并上述两步，实现电机转速测量与控制。

• 编制控制系统控制参数设置。依据采集的转速数值，编制转速
动态曲线显示程序，运行并调试。

• 电机转速测量与闭环控制系统的连调。



直流电机转速闭环控制系统

♦课程设计操作步骤（续）：

– 验收

• 电机转速测量控制系统实现后，验收的项目有转速
测控情况、动态曲线的有效性和控制按钮功能的有
效性。

– 撰写课程设计报告及其内容

• 控制系统设计方案

• 系统测试结果

• 课程设计中遇到的问题及解决方法

• 写出体会与建议
返回



附录（实验台）

♦微机系统实验台如下图所示：



谢谢大家！


	微机系统及应用
	微机接口技术实验简介
	一、ISA-PCI转接卡
	二、微机实验箱
	二、微机实验箱
	三、系统配置及要求
	四、微机应用实验
	简单I/O实验
	简单I/O实验
	简单I/O实验
	简单I/O实验
	静态存储器扩展实验
	静态存储器扩展实验
	静态存储器扩展实验
	静态存储器扩展实验
	LCD实验
	LCD实验
	并行接口8255实验
	并行接口8255实验
	并行接口8255实验
	键盘与显示器
	键盘与显示器
	键盘与显示器
	键盘与显示器
	中断特性及8259应用实验
	中断特性及8259应用实验
	中断特性及8259应用实验
	计数/定时器实验
	计数/定时器实验
	计数/定时器实验
	计数/定时器实验
	AD转换实验
	AD转换实验
	AD转换实验
	AD转换实验
	AD转换实验
	DA转换实验
	DA转换实验
	DA转换实验
	DA转换实验
	DA转换实验
	微机系统课程设计
	微机系统课程设计
	微机系统课程设计
	直流电机转速闭环控制系统
	直流电机转速闭环控制系统
	直流电机转速闭环控制系统
	直流电机转速闭环控制系统
	直流电机转速闭环控制系统
	直流电机转速闭环控制系统
	直流电机转速闭环控制系统
	直流电机转速闭环控制系统
	附录（实验台）
	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