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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微机应用开发的实际方法

欧 阳 鄂

摘 要 在微机应用中缺乏必需的开发工具是经常会遇到的情苑
,

本文介

绍 了利 用一般的微型计算机来研 制微机应用程序的方法
,

讨论 了有关的硬 件和

软件问题
。

一 引 恺断
、 J . 仁J

目前微机的应用十分广泛
。

由于微机是一个可编程的器件
,

它的功能十分复杂
。

因

此应用程序的开发就成为经常遇到的一个课题
。

微机应用程序的开发
,

根据用户所拥有的手段
,

可以循不同的途径
。

许多的微机应用程序是由人工道接编写机器码完成的
。

这对比较短的程序来说是一

种可取的方法
。

但当程序较大时
,

人工编写所需工作量太多
,

容易出错而且不易排除错

误
。

利用专用的微机开发系统
,

这是微机生产厂家推荐的工具
。

它除了一般微计算机系

统的基本组成部份之外
,

还包含有在线仿真器和编程器等
,

并有丰富的软件支援
,

是一

种有力的开发工具
。

但它是厂家针对自己的微机系列设计的
,

所以缺乏通用性
,

而且价

格较贵
,

并不值得普遍推荐
。

另一种方法是在小型以上计算机上利用交叉汇编和仿真程序来研制微机软件
。

目前

一般用户不具备这样的手段
,

而且仿境程序难以模仿复杂的实时的 1/ 0 环境
。

目前微型计算机价格便宜
,

日趋普及
,

已达到了个人计算机的程度
。

它一般具备缝

盘
、

显示
、

打印及磁盘以及比较完整的系统软件
,

是一个相当可观的资源
。

如果能加上

适当的接 口来进行微机应用的开发
,

我们便有了一个经济的开发工具
,

而且使用自己熟

悉的计算机
,

对用户也是很大的方便
。

本文的目的就是讨论这种方法
。

二
、

开发系统的配置

图 1 中微型计算机系统 (以下简称主机 ) 包括 C P U
、

越 盘
、

显示
、

打 印及磁盘 ;

待开发的微机 (以下简称微机 ) 与主机之间通过双端口的随机存赊器来接口
,

并根据需

要可以按不同的复杂程度来配置
,

具体方法如下述
。

1
.

利用随机存赊器 M l 作为程序存赊器
,

由主机将程序写入
,

接着微机便执行这

个程序
。

M I 相当于以后要固化的程序存赊器
,

微机对 M l 是只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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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l 开发系统的配置

这样的配置利用 T R S一80 为单片微机 2 8 研制智能数传机的控制程序和信号处理程序
。

结果说明这种方法是简易可行的
。

2
.

为了进一步增强调试程序的能力
,

可以增加一个随机存贮 器 M Z
。

在调试程序

的过程中
,

微机可以将它的状态信息写入 M Z
,

然后由主机读走并以适当的形式显示在

荧光屏上
。

M Z 中还 可以装入调试用的程序 (例如后面要提到的断点服务程序 ) 让微机

执行
。

为便于程序的执 行
,

M l和 M Z 可占用同一地址空间
,

M l 和 M Z 的 转接需要相

应的控制信号
。

在图 1 中微机是与它所服务的设备直接联接的
,

这就是说应用程序是在微机的实际

工作环境中调试的
。

微机在电子仪器设备中的应用环境可能是很复杂的
。

例如在一种数

传机中采用了单片微机 2 8
,

后者有一个可编程的串行接 口
,

两个可编 程 的定时器
,

32

根 1/ 0 线和 4个优先矢量中断
,

微机控制着外部电路的动作
,

外部电路中的各种信号又

对微机程序的运行施加影响
,

在这样复杂的控制和处理的环境中
,

相互作用是十分复杂

的 ; 企图利用仿真程序或在线仿其器来研制程序是难以奏效的 ; 实际可行的办法就是如

图 1 所示意的现爆调试
。

当然
,

只有在调试不会对用户设备造成损害的条件下才可以作

现踢调试
。

还有一个微机的启动问题
,

大多数的微机
,

其程序计数器不 能 从 外 部写入
,

而是

在 R E S E T 之后从某一固定地址启动
。

一般在加电 ( P O W E R一 U P ) 过 程 中执行一次

R E S E T
,

所以可以在用户系统断电的情况下
。

由主机 将程 序写入 M l
,

然后将用户系

统加电郎启动微机
。

较方便的方法是用户系统不断电
,

而由主机来控制微机的 R E S E T
。

这时要注意 R E S E T 对微机以外的用户设备的 影 响
,

以 免 引 起不 正 常 的 情 况 或损

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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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软件支持

1
.

程序的编写

如果待开发的微机与主机的 C PU是同一类型
,

那就不成问 题
,

可以值接利用主机

的汇编程序
。

但往往会遇到所用的微机与主机的 C P U 类型不同的 情况
,

这时就需要交

叉汇编 ( C R O S S一 A S S E M B I
J

I N G )
。

厂家所提供 的交叉汇编程序多半用 F O R T R A N写

成并运行在分时系统或较大的小型机上
。

如果只限于最起码的汇编功能
,

那末在微型计

算机上用户自己编写和运行一个交叉汇编程序是可行的
,

最起码的汇编功能就是
:

( l)

为每条指令分配地址 ; (2 ) 将指令从汇编语言译成机器码
。

因为汇编语言程序所占的存

赊量可能很大 (一般比机器语言大一个数量级以上 ) 而微计算机的内存有限
,

所以要充

分利用磁盘文件功能并采取多次扫视 ( M U L T I一 S C A N )
。

具体做 法可以分下面几步
:

( l) 编写源程序 (汇编语言 ) 存入磁盘 ; ( 2) 从磁盘读出源程序
,

为每一条指令分配地址

并建立符号地址表
,

这是第一轮汇编
,

逐行进行
,

随即存入磁盘
,

结果形成中间文件 ;

(3 )再从磁盘读入 中间文件
,

将指令译为机器码
,

这是第二轮汇编
,

也是 逐 行进行
,

结

果在磁盘中得到目的程序 ; ( 4) 打印程序清单
。

一般微型计算机均配有 B A S IC 语言
,

它是一种比较容易掌握 的语言
。

只要 民备字

符串操作和文件管理功能
,

采用 B A SI C 来编写交叉汇编程序 也 是一个可行的选择
。

匀
.

程序的调试

一个应用程序经过反复的编辑和汇编之后
,

仍然难免存在错误
。

不但是程序的编写

上可能有错误
,

而且所依据的处理方法
、

数学模型也需要在运行中来加以验证和改进
。

按照图 1 的方式
,

支持调试程序的有效而易行的方法是利用断点 ( B IR 二A K P OI N T )
。

断点功能在调试程序时是很有用的
,

我们可以利用断点将程序分割成许多能分别进行测

试和易于分析处理的小段
,

检查其执行情况
。

根据用户的需要和复杂程度
,

设置断点可以用不同的方法
:

( l)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在断点处直接用断点服务程序替换 原 有的程序 (在存赊器

M l 中 )
。

断点服务程 序是一个短的程序
,

它的职务就是将断点处微机的状态信息和运

算的中间结果送到存赊器 M Z
,

以便主机和操作人 员监视
。

这个方法的 缺点是每改变一

个断点就要重写部分程序
。

( 2) 利用软件中断
,

郎利用微机 的 软件中断功能
,

在要设置断点的地址上
,

用一

条软件中断指令来代替被调试程序原来的指令
。

当程序执行到断点时便能转入断点服务

程序
。

显然
,

软件断点法受到一些限制
。

首先
,

如果在应用程序中巳经使用了软件中断
,

此法就不便于使用
。

此外
,

软件断点只能在一条指令执行完毕之后生效
,

而不可能在其

它时刻 (例如在访问存狞器的时刻 ) 设置断点
。

( 3) 硬件断点— 增加一点硬件可以使断点功能更加完善
,

其方 法 就是 没置一个

硬件地址比较器
,

由主机将断点地址写入此比较器
。

当微机地址线上的地址与断点地址

相符时
,

微机郎停止 M l 中程序的执行并转而执行 M Z 中的断点服务程序
,

M l
一

与M Z之

间的转接是由地址比较器的符合信号实现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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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结 束 语

利用个人计算机
,

配上合适的接 口和少量的软件就可以进行微机应用的开发
,

这种

方法是经济
,

有效而易行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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