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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

四位微计算机的功能及其应用

第二讲 国产四位微计算机的硬件结构

温州电子技术研究所 缪 晓 胜

筑术讲座

一
、

OG OO4 0系列四位微计算机

D G O4 0 0系列是北京八七八厂生产的四位机电路
,

采用硅栅 N 沟道 E / D M O S 工艺
,

单电源 S V
,

可直接

与 T T L
、

C M O S
、

N M O S 等电路相匹配
,

使用十分

方便
。

最小系统由三片构成
:

D G 00 40( c P u + R A M )
,

D G o o 4 1 (显示振荡 )
,

D G o 0 42 ( R o M )或 E P R O M
。

在

此基础上可采用配套的通用 1/ 0 接口电路片 D G Oo 46

成其它中小规模电路加以扩充
,

以适应不同应用对象

的要求
。

00 40的内部 R A M 为 2 56 K 4位
,

R O M 直接

寻址范围达 S K字节
,

是功能较强的所谓
“

计算型
”

四位

机
。

图 2
一 1为该机的逻辑框图

。

由于 R O M 一般常用

E P R O M 来代替
,

如 2 7 1 6
、

2 7 3 2等通用芯片
,

大家均

已熟悉
,

不再赞述
,

下面叙述 。04。 和 。。 41 的主要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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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一

1 D G OO4 O整机逻辑框图

图 2
一

2 程序计数器低部 P L的计数方式

能
。

,
.

程序计数器 户 C
,

堆找及预里寄存 器 S p S
、

S P U

程序是人们按应用要求设计的指令序列
,

存在程

序存贮器 R O M中
,

由程序计数器 P C来
“

寻址
”

(即给
_

出每条指令在 R O M 中的
“

地址
”
)

。

计算机工作时在时

序电路配合下每次从 P C所指出的 R O M单元中取出一

条指令
,

经指令译码器译码后组成各种微操作条件控

制全机各部分的操作
。

因此程序亡也称之为
“

软件
”

)是

计算机的灵魂
。

004 0机的 P C一共 13 位
,

由三部分组成
:

高部 P S

(3 位 )
,

称之为区地址
,

中部 P U (4 位 )
,

称之为页面

地址 , 低部 P L (6 位 )
,

称之为页内地址
。

P L部分采

用异或移位计数方式 (如图 2一 2所示 ) ,

即在按正常次

序执行时 P L 的各位依次右移一位
,

而最高位 P L
. =

不厄诬可五兀
一
这种计数方式从全 。 开始只能计满 63 个

状态
,

全 1状态不会出现
,

所以每页的地 址 只 有 63

个
。

P S
、

P U 的值只能由指令指定
,

无连续计数功能
,

因此程序是分页连续执行的
。

在作区 间
、

页 间 转 移

(或子程序调用 )时
,

必须先用预置指令 sS P和 L T s P u

预置要转移的区地址 (预置在 S P S 寄存器 ) 和页地址

(预置在S P U寄存器 )
,

在随后执行转移指令 JM P (或

调子指令 C人 L L )时将其送至 P S和 P U
,

从而转至相应

的区
、

页
、

地址
。

显然
,

区间转移指令需三字节
,

页 ,

间转移需二字节
,

而页内转移则仅需单字节
。

本机的最大寻址空 间 为 2
5 x Z` x 63 = s (区 ) 火 26

(页 ) K 63 (字节 ) = 8
·

36 4字节
。

由于 P L采用特殊计数方式
,

而人们在编写程序时

又是按正常计数次序
,

所以在将程序写入 E P R O M时

必须逐页进行地址转换 (参见表 2
一 1 )

。

四位机通常采用硬件堆栈的方式来提供子程序调

用的功能
。

该机有五级堆栈
:

s A
、

S B
、

s C
、

s D
、

s E
,

均为 13 位的寄存器
。

在执行子程序调用指令时
,

P C

的下一拍内容 ( P C 月
一

l) 被
“

压人
”

堆栈第一级 s A寄存

器
,

同时各级堆栈内容依次向下传递
:

P c + 1* s A 、

S B ” S C ” SD 叶 S E
,

S E的内容丢失
。

当子程序执行完

毕返回时
,

堆栈的内容依次反向传 递
: S E ” S D 一 ,

SC

、 S B * SA , P C
,

把栈顶 SA 的内容
“

弹回
”

P C ,
从而

一 4 0 一

DOI : 10. 16157 /j . i ssn. 0258 -7998. 1985. 06. 013



表 2一 1 P L 计数序号与实际地址码关来

计计计计计计计计计计计计计计数数
000 0 00 0000

一赢
一

{……
序号号

……………………………………二二
0 0 0 1 1 111

1110 0 0 0 000 2 。

{一一!
” 333333333333333

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0 0 0 1 111

111 10 0 0 000 0 3

111111111111111111111 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144410 0 0 111

111 1 10 0 000 38

111
555555555555555 3

666 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0 1 1 00 000

111 1 1 10 000 e 3

}}}}}}}}}}}}}}}}} 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 0 1 10 000

111 11 1 1000

丁
一

……………………………}}}}}}}}}}}}}}}}}}}}}}}}}}}
777 1 1 30 1 1000

OOO! ] 1 1 111 , F

{……………………………}}}}}}}}}}}}}}}}}}}}}}}}}}}
3 888 0 1 10 1 111

111 0 1 1 1 111 Z F

}」」」」」」」」」」」 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o l l o lll

111 10 1 1 111 3了

{{{{{{{{{{{{{{{{{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1 0 11 000

111 1 10 1 111 3 B

}………………………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0 10 1 111

111 1 1 10 111 3 0

{……………………… 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0 0 10 111

000 11 11 000 , E

{………………………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1 00 1000

000 0 1 11 111 一丽怡
~

}………………………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10 0 111

1110 0 1 1111 2 7

1………………………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0 10 000

111 1 00 1 111 3 3

{……………………… 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0 0 0 1 000

111! 10 0 111 3。

}}}}}}}}}}}}}}}}}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10 0 0 111

000 1 1 10 000
一石-

{}}}}}}}}}}}}}}}}}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0 1 0 0000

JJJ0 1 11 000 Z E

}}}}}}}}}}}}}}}}}} 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 0 0 1 0000

000 10 11 111 , 7

{{{{{{{{{{{{{{{{{ 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 10 0 1000

1110 10 1 111 Z B

!!!!!!!!!!!!!!!!!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1 10 0 111

111 10 10 111 3 5

1………………………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0 1 10 000

000 1 10 1000

下万
`

{……………………… 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0 0 1 1 000

0000 1 10 111 。。

{{{{{{{{{{{{{{{{{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10 0 1 111

000 0 0 1 1000
-丽洲洲洲洲洲洲洲洲洲 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 0 10 0 111

000 0 0 0 1 111 。 3

{{{{{{{{{{{{{{{{{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10 10 000

1110 0 0 0 111 2 1

!}}}}}}}}}}}}}}}}} 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0 10 1000

000 10 0 0 000 ;。

{」」」」」」」」」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10 10 111

1110 10 0 000 2 8

{}}}}}}}}}}}}}}}}}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0 10 1000

111 10 10 000 3`

}}}}}}}}}}}}}}}}}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0 0 1 0 111

111 1 10 1000
, 获-

}………………………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0 0 0 1000

000 1 1 10 111 , D

}{{{{{{{{{{{{{{{{{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00 0 0 111
}}}}}

000 0 0 00 000

至本区第 15 页
,

因此每区的第 15 页又称为子程序 日录

页
。

2
.

数据存贮器 R A M及 R A M地址寄存器日

R A M 用来存贮待处理的各种随机数据
。

0 040 的

R A M硬件结构方式决定了它的数据结构特点
。

该机的

R A M容量为 25 6 x 4位
,

即由25 6个字长 4 位的单元组

成
,

其基本硬件结构为 6 管静态双稳态触发器
。

R A M

的地址由 B 寄存器给出
,

分为 B s
、

B U 和 B L三部分
。

高部 B S 字长 2 位
,

译码后有 4 种状态 (0 ~ 3)
,

确定

R A M的
“

区
”

号 , 中部 B U也是 2位
,

译码后也得到 4

种状态
,

确定 R人M的寄存器号 , 低部 B L是 4位
,

译

码后有 16 种状态
,

确定 R人 M单元号
。

对 B S 和 B U只能

置数设定或作异或修改
,

而 B L 则具有置数设定
、

正向

计数
、

反向计数及判跳等多种功能
。

根据 R A M 地址

寄存器 B的功能我们可作出 R A M 配置示意图 (见图

2书 )
。

{
。。

田 2 0 1

, 存`

{;:
F E D C B人 9 8 7 6 5 4 3 2 1 0

砚 (单力

继续执行原来的程序
。

为了提高调子指令的效率
,

硬

件的设计使得在执行单字节调子指令C人 L L时自动转

图 2
一
3 R A M配置图

由于 B L有正逆计数功能
,

因此通常把数据按 B
·

L

方向 (即图中的横向 )的顺序存放在 R A M 中
。

这样在处

理完一个单元的数据时能立即转向相邻的单元
,

程序

的效率很高
。

B L 在作正向 (加 l) 计数时的判跳条件是

B L = B ( 10 1 1
,

即十进制的 1 1 )
,

反向 (减一)计数 ((J 少11

跳条件是 B L = O
,

一般所处理的数据最长是 12 位十迸

制数
,

放在 B ~ O这 12 个单元中
。

在一般应用中
,

数据的位数不会太多
,

为了提高

R A M 存储空间的效率
,

该机还没计了一个数据格 式

选择触发器 R
,

它可用指令来设定状 态
,

当 R
= 。 时

R人 M为长格式
,

即上面所介绍的那样 , 当 R 二 1时
,

R人 M为短格式
,

正向计数时的判跳条件为 B L 二 E 和

B L = 6
,

反向为 B L = 8和 B L 二 O
。

这样把一个 lG位的

寄存器分为二个 8 位的寄存器
,

适用于大批量短字
一

决

数据的处理
。

另设有一个W寄存器
,

用来控制短数据格式时数

据交换方向
,

当 W = o 时是高位与高位
、

低位与低位

交换
,

当W = 1时是交叉交换
,

参见图 2
一
o4

3
.

莱加器A C C和算术逻辑运算单元 A L U

如同所有的微机一样
,

累加器是该机中最重要的

寄存器
,

用来暂存各种数据
。

可把 人 C C 的内容送至

一 4 1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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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

W
二

附

过门管送至反相器 3的输人端
。

劝
:

’

过去后
,

反相器3

由于其栅极电容的作用能短暂保持原状态不变
。

从而

在叻
:

到来时将原状态送回至 Q
,

这时触发器处于自保

状态
。

当H 二 1时
,

与门 2 被封死
,

触发器无法自保
,

外部信号可通过与门 1
、

或非门
,

在 价: 、 叻:

的 顺序

作用下送至 Q端
。

除这种 P 一H 触发器外
,

机内还使用

了各种 D 型触发器
、

R S触发器
、

Rss 触发器等
。

b
、
W

二 l时

图 2
一
4 短数据格式时数据交换方向

R A M 中保存起来或通过 A L U接收 R A M 中的数据
。

一

条立即数指令 L A M
,

X允许从 R O M (即指令 )中直接

往人 C C 中置数
,

累加器的内容还能直接送至 G
、

L寄存

器输出到外部
,

或接收从 K端口
、

G 端口来的外部数

据
。

由此可知
, 人 C C 是机内数据传送的主要中间 寄

存器
,

也是算术运算的
“

源
”

寄存器之一 (另一个
“

源
”

是 R A M单元 )和结果寄存器
。

A L U是四位二进制全加器
,

完成本机的加法和减

法运算
。

进位触发器 C 用来保存加 (减 ) 法运算的进

(借 )位
,

还能用指令来置位
、

复位或测试
。

4
.

时钟电路及时序

00 41 内含时钟振荡电路
,

由五级反相器构成的移

相振荡器产生基本时钟脉冲
,

后跟几组门电路组合成

二相主时钟信号功
, 、

功
:

和辅助时钟信号价
; : 。

它们被

送往机内各处
,

以同步全机的操作
。

芯片还有一个控制振荡器工作的输人端T e : t ,

当

丁 e o t外接高电平时
,

移相振荡器门管打开
,

从而起振

工作
。

当 T e s t外接低电平时
,

振荡器停振
。

这时可在

S Y N C 端输入外部方波信号
,

即用外部时钟源工作
。

时钟颇率调整输入端v ,

可串接一个电位器至 v DD
,

工

作频率可调范围为 80 K H z
~ 1 50 K H z 。

s

下习
we

} 。 竺
。
广

”

协世兰竺丁
Q

图 2
一
6 准静态取样维持 触发器

要注意的是
,

由于 价
:

门管处于 价:

门管的后部
,

O的输出是和 协
:
的前沿同步的 (当然要加上门管的延

时时间约0
.

1拼 s)
。

该机所有电路
,

除 P C
、

R A M外
,

全都采用这样的处置方式
,

因而其状态的变化是和 价:

的前沿同步的
。

特别是 R O M 中指令码的读出也受到

叻
:
的控制

,

这决定了该机的指令周期是从 功:
前沿到

下一个 叻
:
的前沿 (注意

,

R O M指令 R
。 ~ R ,

是在进入

0 04 0 后才用 叻:

同 步的
,

因此在示波器上 观 察时
,

E p R O M的数据输出端 D
, ~ D

。 (即 R :
~ R

: ) 是和地址

线同步的
。

)
。

在从 R O M 中读取指令码时
,

要经过多级地址译码

和门管的选通 (见图2一 7)
,

有较长的延迟时间
,

因此

R O M 地址的送出应有一个提前量
,

在地址线信号 稳

定后再进行指令的读取
。

为此
,

程序计数器 P C 的引出

端是在 价
:

门管的后面
、

功:

门管之前
,

即 P C 的信号

同步于 功: ,

这是本机的地址周期
,

它提前于指令周期
。

{{{ !!!出
·

……日日
1 1 1 1 1 111

,,, { } }}}}}
书 `

…
lll

片片片片片片片 险险出出卜卜卜卜卜卜卜卜卜卜卜卜卜卜卜卜
卜卜卜卜卜卜卜卜斗汗汗叫叫叫叫叫汗汗汗卜卜卜卜卜卜卜卜卜卜卜卜 洲洲洲洲洲纽纽 1 11111

LLL匕匕} !
`̀̀̀ }}}

图 2
一
5 时钟波形图

叻. 、

叻
:

这二相时钟在时序上是交叉 的
,

当价
:

工

作时
,

功:
不起作用 ; 功:

工作时
,

叻 ,

休止
。

这种时序

在微机中是常用的
。

时钟波形图见图2一 5o

0 04 0机中大部分电路采用淮静态方式
,

靠时钟来

保持触发器的状态
,

时钟一停止即陷于混 乱
。

图 2
一
6

表示一个取样维持触发器 ( p 一H触发器 )
,

H 为控制端
,

S为输入端
。

当H 二 0 时
,

与门 1 封死
,

与门 2 打开
,

在功
:

到来时 (上跳沿 )
,

Q径与门 2 和或非门反相后通

EEEEEEEEE巧OL MMM

指指指指指指指指指 刀 3222令令令令 习 七七七

译译译译 ;
,

:
.

飞飞飞
码码码码码码码码码码 刁刁刁刁刁 `̀̀

111111111场 人“““

国国国国
, rrrrr

圃圃圃圃圃

图 -2 .7 指令读出示意图

R A M作为数据存贮器
,

既要进行读的操作
,

也要

进行写的操作 (参见图2
一
8)

。

有时在一条指令中要同时

完成读
、

写的操作
。

这样
,

读
、

写在时序 上 必 须 分

开
。
R A M 地址 B u

、
B L 的形成及译码同样需要一个稳

定时间
,

由此提供了辅助时钟 叻
: ; ,

它的前沿 (下挑

一 4 2一



铅) 和 功
2

的后沿同步
,

其后沿和 功
,

的后沿同步
,

在苏
1,

有效期间 (低电平 )内完成本指令中的读写操作
。

其中

当 价, = O时为读周期
,

功
: 二 l 时为写周期

,

它们包含

在指令周期之中
。

D G O040时序图见图2一 o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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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一
8 R A M 读写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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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一 9 D G 00 4 0时序图

5
.

标志触发器 Z及位操作功能
一

该机有一个一位的触发器 Z
,

它的置位
,

复位和

侧试都是由指令完成的
,

因而可用来做为程序运行过

程中的状态标志
。

除此之外
,

该机还具有另二种位操

作功能
:

对 R人 M当前单元 (由 B指定地址 ) 的每一位

和 G 锁存器的每一位均能用指令进行置位
、

复位和测

试的操作
。

这种丰富的位操作功能也是四位机的特点

之一
,

可构成各种复杂的程控逻辑
,

记住并处理各种

事件之间的先后次序
、

与
、

或
、

非等任意组合逻辑关

系
,

从而提供了极大的灵活性
。

6
.

跳控功能

计算机最重要的特点之一是它能根据处理的中间

结果自动选择程序运行的途径
,

这就使得它能脱离人

的千预而自动操作
。

这一功能是由分枝程序实现的
。

0 04 0机的分枝程序基本上是采用
“

跳控指令
”

的办

法
,

这些指令在执行时各有特定的跳控条件
,

如 C 触

发器是否为 0
,

R A M 地址 B L 计数器是否已到 B或 0,

等等
。

当满足这些条件时
,

跳控电路将在下一拍输出

跳控信号
:

丽
= o

,

哀下封死 R O M指令的输人
,

使其

为全。 ,

从而在下一拍强迫执行一条空操作 ( N O P )指

令
,

实际上等于跳过了这一条指令
。

7
.

翰人轴出通道

输人输出通道是计算机和外部交换各种信息
、

数

据
、

控制命令的端口与途径
。

0 04 0机中含有三个通用

并行通道 (在 00 4。片中)和显示驱动通道 (在 Oo 4) 中 )
,

下面逐一介绍
。

( l ) 四位并行输人端口 K :
~ K

一 : K ;
~ K

、
的状态

可用指令直接读入至累加器 人 C C ,

一般常作为键盘
、

开关等触点信号的输人端口
。

也可用来输 人 其 它 信

号
。

(2 ) L 锁存器及输出端口砚一瓦
:

L 锁 存 器 的

功能比较复杂
,

包括以下方面
: ①它的数据源是 A c C

,

即可用指令实现 A 、 L 的操作
。

L 的内容经反相驱动

后直接送至片外
,

即瓦一瓦 端口
。

这种传送是 不 受

控制的
,

即在任何时候
,

L 的内容都反映在瓦一瓦
。

②它的内容可送至 S P U寄存器
,

由此可实现另一种程

序分枝
。

⑧ L 的低二位 L
Z 、

L
:

还是数据交换 指 令 中

R A M 高部地址 B s 的异或修改条件
,

从而能影响数据

交换与运算程序的执行结果
,

这一点在使用时须引起

特别注意
。

( 3 ) 双 l句通道 G
: ~ G

` :

其结构见图2一 。 。

th G锁

存器和三态输出驱动器构成
。

所谓
“

三态
” ,

就是作为

输出端口使用时具有低电平和高电平二种输出驱动状

态
,

而作为输入端口时应处于高阻浮置态
,

这时端口

状态可跟随外部状态的变化而变化
,

以正确输入外部

数据
。

该机的双向特性是由 F触发器控制的
。

当 F = 0

时
,

G锁存器接向 G驱动器
,

这样机中数据可通过 A C C

送至G 予以锁存并输出
。

G 锁存器的内容也可重新读

进 A c c
。

当 F = l时
,

G驱动器和 G锁存器脱开成为高

阻态
,

这时外部状态可通过 G端口直接读进 A c c
。

G

锁存器虽然还能接收人C C来的数据
,

但已不能读出或

输出
。

由于具有三

态结构
,

使 G 端口

可挂到外部数据总

线上
,

和其它智能

终端或上级计算机

进行数据通信
。

此 F

外
,

前面已说及 G

端口还具有位操作

功能
,

当然
,

置位

和复位均是对 G 锁

转出

二二丁1

至人CC

及位侧试

·

告 }

、
, 动

{
O` 镇存器

图 2一沁 双向通 道 G , ~ G
`
结构

存器进行
,

而位测试
,

当 F 二 O时是对 G锁存器
,

当 F

= 1时则是对外部状态进行的
。

( 4 ) D 移位寄存器及输出端

D 是一个 15 位的串行输人并行输出移位寄存器
。

每当执行 SH D O指令或S H D I指令时
,

译码后产生移位

脉冲信号 D G
,

使 D寄存器依次右移一位
。

其第 1位 D
,

的状态由于指令的不同分别送入 0 或 1
。

D的输出还受

一 4 3 一



到 N
p

触发器信号的控制
:

执行 SN P指令后
,

N p 二 1 ,

打开或非门
,

D各位寄存器内容送往片外
。

执行 R N P

指令后
,

N
P 二 0

,

封死或非门
, D 、

~ D , 。

输出全 0
。

需

说明的是
,

由于 D G o o 4。引脚不够
,

因此在该片内是先

组合成两百信号
,

送入 D G o 04 1片后再和 R O M 指令信

号 R : 、

R
:
组成 N

P

触发器置位
、

复位脉冲及D G移位脉冲

鲍
.

御泪
(

a )

图 2
一

12 复位信号

~ -

…
~ - . 十

布

只林鲜
图 2

一
11 扫描输出通道 D ,~ D

, .

D ,
~ D : 。

通常作为键盘和数码管显示的扫描驱 动

信号
,

但也可用于其它目的
,

如某种外设控制器的选

通信号等
。

扫描输出通道 D
:
~ D

l 。

示于图 2
一 1 1

。

( 5) 笔段译码显示电路

。04 0 的 人 c c 内容可通过瓦一瓦 端口直接送 至

D G O04 1
,

经 p L 人译码矩阵译码后变为笔段信号
a 、

bt

。 、

d
、 e 、

f
、

g
、

d
p ,

能直接驱动荧光数码管的 段控

制 (阳极 )端
。

L值和段信号显示值之间关系见表2
一
2o

表 2一 2 段译码信号和 L 位的对应关泉

CCC氏】:::::::::::::::::::::::::::::::

矍矍才才才
R OM休休休休休

郭郭郭郭
16 x 6 1 x 888 尸 ,,

习习习桐不111111111

尸尸~ ..... R月从从

国国国国国国母母
RRRRRRRRRRRRRRRRRRRRR人M体体体

WWW寄存 .......
`4 x 1 6 x 44444

((( W
一, W . ,

)))))))))))

「「「「「
段段译脚 ..... 「「厂,, 门门

动动电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 卜卜卜卜卜卜卜卜 门门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巨喂粤攀攀攀攀
习肉肉片片

侧侧侧侧侧侧侧侧侧侧侧侧侧侧纽纽

为为为为为为为为为为为为为为为亡亡
,,,,,,,,,,,

!!!
一一一一

时钟岌生..... 鑫鑫摆摆口口口口口 别别〔公公

匆匆匆匆匆匆匆匆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 作控创麟 lllllll
!!! , 心 f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IIIII

上述 D :
~ D : 。

和笔段输出端均为开漏形式
,

使用时

要加上负载电阻
。

8
.

友位电路 (开机自淆电路 )

计算机通电开机时
,

机内各触发器的状态是随机

的
。

为了进入预定的初始状态
,

要施加复位信号
。

在

该机的 人 C L 端施加低电平信号
,

进片后整形为和 功
:

同步的清除信号石U
,

该信号完成如下操作
:

①将 P c

清除为O
,

从而在复位信号撤消后自动执行第 O区 。 页

O 条指令 , ②将 F触发器清除为 O
,

G端口处于输出工

作方式 , ⑧将 R触发器清除为。
,

使 R A M 工作于长数据

格式 ;④将N
P

触发器清除为0
,

封死 D :
~ D : 。 ,

输出全 o0

复位信号的提供可采取各种形式
。

图2一 12一。是开

机自清形式
,

通电时产生一负跳变送人人 c L , 图 2一 12

一 b是由按键送入
,

用千人工控制场合
,

图 2
一 1 2

一 c
是由

外部电路送人
,

用于联机操作的场合
。

图 2
一

13 D JS
一
。2 。整机逻辑框图

D JS
一 0 20

O J S一 020系列四位微计算机

是上无十四厂生产的四位机电路
,

采用

硅栅 P沟道 E / D M o S工艺
,

由五片电路构成
:

C P U : 、

C P u
: 、

R人 M
、

R O M 及 e G o
。

在和 T T L
、

N M o S
-

C M 0 s等电路匹配时
,

必须加上电平转换电路
。

为了和 ’

这些采用正逻辑的电路相统一
,

020 机 在片外也采用

正逻辑
,

即 一 1 2 v 为
“

护
,

地电平为
“

1
” 。

而在片内采

用负逻辑
。

这一点在观看电路图时须加以注意
。

0 20 机

虽然片数较多
,

但它有十分丰富 的 1/ 0 通 道
,

并 且

R O M
、

R人 M的地址线
、

数据线均引出片外
,

扩充十

分方便
,

所以在工业控制和智能仪表中得到了广泛的

应用
。

其整机逻辑框图见图 2一 13
。

除上述划片及工艺上的差别外
,

该机和 D G。。` 0

由于同出一源
,

所以
.

在功能上基本是大同小异
,

主要

的不同点如下
:

1
.

RO M及 P C

020 机的 P C为 10位
,

由页面地址 P U (4 位 )和页内

地址 P L (6 位 )二部分构成
,

因此直接寻址范围为 1I’ 宇

一 44 一



节 ( 16 x 63 = 100 8 字节 )
,

但是利用 I / O通道能方便垃

加以扩充
。

有一级硬件堆栈寄存器 S R
,

只能一级转子
。

但是

巧妙的设计使子程序的利用效率很高
。

其硬件结构决

定了 O~ 3页为子程序区
,

4 ~ 15 页为主程序区
。

处于主

程序区时程序标志触发器 R = O
,

当执 行 转 子 指令

T R
: ,

X时
,

将下一条指令的地址从 P C 送至 S R保存
,

然

后将指令中后 6位立即数X送至 P L
,

将全 0 送至 P U
,

于是转至 O 页X条执行
。

与此同时将 R置 1
,

表明已处

于子程序区
。

从 O 页可再跳转至 l ~ 3页
,

以执行较长

的子程序
。

所有的调子指令均为单字节指令
,

频繁使

用时效率很高
。

2
.

R A M 及R A M地址寄存器日
”

该机的 R A M为 64 x 4
,

单独做成一片
。

R A M 地

址寄存器 B 分为二段
:

B U (2 位 )和 B L (4 位 )
。

由于地

址线和数据线均已外引
,

因此除了可挂上多 片 R A M

外
,

还可加上电平转换电路扩充 2 1 14 ( IK x 4) 等通用

R人 M
o

3
.

A LU

。 20 机没有减法指令
,

但含有一条累加器取反 指

令
:

了 、 A
。

在 c 的配合下同样可完成减法运算
。

取

反指令还能提供其它灵活的功能
。

4
.

输人输出功能

D J s
一。 20 机的 I / 0 通道较为丰富

,

某些通道的专
_ 业性很强

,

使用得当
,

可发挥意外的效果
。

和 D G O0 40

相比
,

二者有一些基本相同的 I / O 通道
:

①显示扫描

输出W
:
~ W

: 。
即 00 40的D :

~ D : 5。 。

@ 段译码输出
a 、

b
、 C 、

d
、 e 、

f
, 、 g

、

d
P

除译码值少了二个 ( D
、

E )外
,

其余完全一样
。

对照框图
,

可知 。20 机的显示振荡片

c G D和 D G o04 1是十分接近的
,

差别仅在于前者的移

位脉冲 W
。
是在 C P U

:

中形成直接输入
。

⑧ F触发器

相当于0 04 0的 L 寄存器
,

但是它具有位控功能
,

可用

A c c 里的
“

屏蔽码
”

对它的任意位作置位或复位的操

作
,

从而使 F输出端可作为分离独立的控制端
。

但另

一方面
,

F 是个单纯的输出通道
,

没有

址 P S
、

P U预置及对 R A M 高部地址 B

S 修改的功能
。

④ K 输入通道的功能也

完全一样
。

在其它 I / O 功能方面
。

二机完全不

同
,

02 0机没有功能较强的双向 I / O G端

口 , 但是有丰富的其它专用和通用 I /O

通道
:

( l ) 同步信号输入端 K N
: 、

K N
Z、

K F
、

A K
、

T A B

这是 5 个分离的输入端
,

输人信号

直接送至 C P U 由指令判别其逻辑电 平

R O M 高部地

的高低
,

常用作为键盘扫描的输人端
。

( 2 ) 非同步输人端 a 、

刀
、

V (见图 2
一
14 ) 及 I D F

输出端

这些输入输出端原设计用于微型打印机的操作控

制
,

它们之间有密切的制约关系
,

使用得当
,

能发挥

巧妙的功能
。

所有输入端均用 D 型触发器予以同步
。 a 输人信

号经 U 工

触发器同步延时后再经U
:

触发器反相并延时一

个指令周期
。

这样 U :

和 U
Z
的相与信号 U

, U :

把 a 端任

意宽度的脉冲截断成为一个指令周期宽的同步脉冲
,

以打入 a ;

触发器
。 a ;

触发器的状态可由T 人指令来测

试并复位
。

刀输入信号经刀触发器同步后得到刀
。

和刀
。

信号
,

刀
。

和 U : U :

再相与作为 K触发器的计数 脉 冲
,

其 输 出

(实际上是 a 轴入脉冲的分频 )再送至 K 计数器进行计

数
,

即 a 端来二个脉冲
,

K计数器加 1
。

因此
,

K 计数

器的计数条件是
:

①刀端 = 。 ; ⑧ a 端出现计数脉冲
。

当刀 = 1时
,

封死计数脉冲
,

并通过 刀
。

清除 K计数器
。

须注意的是
, a 输入脉冲的有效时间和间隔时间

的宽度都必须大于一个指令周期
,

才能保证正确的打

人 a F

触发器和对 K计数器进行计数
。

ID F触发器的状态可由指令来设置
,

但同时受到

瓦 信号的控制
:

当刀= 1时
,

清除 I D F触发器
。

I D F

的状态又控制 a F

触发器的状态
,

当 I D F 二 O时
,

能强

迫 a ;

复位 (但此时如 a 输入端有脉冲信号
,

则 a ;

能打

人并保持一个指令周期的时间 )
。

V 输入信号也用 V 触发器予以同步并用指令来测

试
。

( 3 ) S输出端 口 S
:
~ S

,

B
L

译码后形成 R A M 的位线
,

其中高 7 位线 ( B
:

= F
、

E
、

o
、

e
、

B
、

A
、

9 )在 e 不师
: ,
的 控 制下 输

出机外
,

即 S , ~ s
:

信号
。

当 C 二 一时
,

通过或非门强迫

s
; ~ 5

7

输出全 l :

当 C = 0时
,

由 B L

译码值决定 S的某一

位为 1
,

并且其输出信号是和砚
:
的前沿同步的

。

s
: 一 s’

通常作为键盘扫描的选通信号
。

(待续 )

冈冈冈
l }}}

国国国

图 2一 14 非同步输人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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