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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0 2 8 6 保护地址方式下数据块传输的实现和应用

周 良柱 毛进亮 皇甫堪

(电子技术系)

摘 典 so28 6CP U 在保护地址方式下具有高达 16 M 字节的存储器寻址能力
,

通过系

统 BI O S 功能调用可以很方便地实现保护地址方式下的数据块传枪
.

将这一功能应用到 以

2 86 微机为主机的
,

要求高速
、

大容量数据采集和多个加速单元并行处理的信号处理系统设

计时
,

可明显地提高系统性能
。

作者将此方法应用于一个实际系统的设计
,

取得了很好的效

果
。

关扭词
’

信号处理系统
,

数据传输
,

保护地址方式
,

段描述符
。

分类号 T P 3 9 9

IB M PC / A T 及其兼容微型计算机的 CPU 芯片是 Int el 8 0 2 8 6 处理器
。

它可以工作在

两种不同的工作方式
:

与 8 0 8 6 和 8 0 8 8 兼容的
、

寻址范围为 IM 字节的实地址方式
,

以及

高达 1 6M 字节的保护地址方式 (又称虚地址方式 )
。

常用的 PC D O S 操作系统只限于工

作在实地址方式下
,

系统对 IM 字节以外的存储空间的访问通常是用虚盘方式或扩展存

储器管理软件来实现
。

采用前一方式时
,

数据只能以文件方式进行读写操作
,

缺乏灵活

性
。

而采用后一方式时除必需的软件支持外
,

通常还需硬件支持 ; 同时系统还只能把扩

展的存储单元作为字符设备访问
,

也缺乏灵活性
.

事实上
,

通过 PC / A T 的 BI O S 功能调

用可以很方便地实现 IM 以外的存储器访间操作
。

本文拟介绍如何采用这一方法实现

8 0 2 8 6 在保护方式下的数据块传输
,

以及这种方法在数字信号处理系统设计中的应用
。

1 8 02 86 保护方式下数据块传输的实现方法

80 2 8 6 的存储器管理采用的是分段管理方法
。

在实地址方式下
,

其 20 位物理地址是

由段寄存器中的 16 位段选择符所确定的段地址和 16 位段内偏移量按图 1a 所示的方法

形成
。

在保护方式下
,

段选择符不再表示 目标单元的段地址
,

而是指向一个称为段描述

符的 8 字节存储单元空间
。

目标单元的 24 位物理地址即由该段描述符中的 24 位段基地

址和 16 位偏移量形成
,

见图 1b
。

事实上
,

8 0 2 8 6 的四个段寄存器 C S
、

D S
、

5 5 和 E S 各

有一个对程序员透明的段描述符高速缓存器 (S D CR )
。

当一个段寄存器被加载时
,

与所加

载的段选择符相对应的段描述符被同时加载到 S D C R 中
,

并参与随后与该段寄存器有关

的存储器物理地址计算和存储器访问的保护
。

有关 8 0 2 8 6 在保护方式下的工作原理
,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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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99 1 年 6 月 2 5 日收修改稿

4 6



参阅有关资料
,

在此不做进一步的讨论
。

物理存偏器 1 5 0 1 5 0

段述描符表

00000

段段选择符符符 }
00 0 000

偏移地址

段地址
段段描述符符

(a )实地址方式 (b )保护方式

图 1 8 0 2 8 6 存储器物理地址的形成

尽管 】X )S 系统不支持保护方式
,

但通过调用系统的 BI O S 功能可以很方便地实现保

护方式下 16 M 字节范围内的数据块传输
。

该功能可通过功能代码为 87 H 的 IN T 巧H 调

用来实现
,

其具体实现步骤为
:

(1) 建立一个供保护方式

�
”�24
月01

通口Ul勺7

OHSHSHOHSHOH00
. .占,占山丹n‘下 使 用 的 全 局 描 述 符 表

(G D T )
,

该表的结构如图 2a

所示
,

共包含有 6 个段描述符
:

空白描述符
,

G D T 描述符
,

源

数据段描述符
,

目的数据段描

述符
,

虚拟代码段描述符和虚

拟堆栈段描述符
。

每个段描述

空空 白描述符符
GGG D T描述符符

像像描述符符

目目的描述符符
BBB IOS CS 描述符符

SSSS 描述符符

段段长界限 ( 1 5 ~ 0 )))

段段荃地址低 1 6 位 ( 15 ~ 0 )))

访访问权字祠段墓地址 高川立(”~ 16 )))

保保留字 ( 0)))

( a ) ( b )

图 2 ( a ) G D T 表结构
; ( b )段描述符结构

符占 8 个字节
,

其内容包括 24 位的段基地址
,

16 位的段长界限
,

8 位的访间权字节和一

个 16 位的保留字 (设成零值 )
,

见图 Zb
.

初始化时
,

用户需按数据传输的要求对 目的和

源数据段描述符进行初始化外
,

其余四个段描述符均赋零值
。

( 2) 按功能调用的要求给指定的寄存器赋以入口参数
:

E S 为 G D T 的段地址
,

SI 为

G D T 的偏移
, CX 为数据块长度的字数 (其最大值为 32 K ) ; A H 中为功能代码 8 7H

·

( 3) 利用 I N T 1 5H 指令调用该 BI O S 功能
,

即可实现 1 6M 字节范围内的数据块传翰
.

执行该调用时
,

CPU 首先进入保护方式
,

然后完成规定的数据传输任务
,

最后返 回实地

址方式
,

回到程序的中断调用点
。

作者采用汇编语言与高级语言相结合的方法
,

用 T ur b o Pas ca l 4
.

0 编写了相应的程

序
,

成功地实现 了 8 0 2 8 6 16 M 地址范围内的数据块传输
,

并将其应用到一数字信号处理

系统的设计中
。

2 保护方式下数据传输在系统设计中的应用

随着微机性能价格 比的不断提高以及基于 V LSI 技术的

目前许多数字信号处理系统都采用如图 3 所示的结构形式
:

D S P 芯片功能的不断增加
,

通用微机 + 数据采集单元 +

4 7



运算加速单元
,

以充分利用通用微机的软
、

硬件资源
,

简化系统设计工作
,

同时又可利

用 D SP 的高速运算能力来提高系统的处理速度
。

在这类系统中
,

其数据采集单元通常不

具备采样数据存储器
,

或只有小容量的缓冲存储器
,

如 FI FO
.

采样数据常用 D MA 方式

送入主机内存
,

当数据量较大时还需进一步转存到主机的硬盘
。

这种方式在系统要求高

速
、

大容量的数据采集时
,

就有很大的局限性
。

运算加速单元的处理器通常采用高性能

的 D S P 芯片
,

如 T MS 3 20 系列芯片
。

其数据存储器通常配置在主机的内存空间
,

以便于

实现两者之间的数据交换
。

由于在整个处理过程中
,

主机与运算单元之间会发生频繁的

数据交换
,

因而整个系统的处理速度不仅取决于运算单元的运算速度
,

还将取决于主机

与加速单元之间的数据交换速度
。

当数据量过大
,

系统不得不借助于硬盘等外部存储部

件时
,

主机与运算单元之间的数据交换将严重地影响到整个系统的性能
。

数数据采集单元元元 T 州呀 32碗X :2 55555 A ST 2 8 666

加加加加速板板板 徽机机

}}}. 存偏器}}}}} 卜
ZoK
畴叫}}}}}}}

,, ..... :
’

lllllll

图 3 基于通用微机的信号处理系统的典型结构 图 4 FFT 弹道分析仪结构框图

通过增大系统的内存并利用前一节所介绍的 P C / A T 机的保护方式下的数据块传输

功能
,

可以克服上述的缺点
。

作者将此方法应用于一个以 A ST 2 86 为主机的 FFT 弹道分

析系统的设计中
,

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

该系统是一个靶场测速雷达的数据采集及处理智

能终端
,

它对雷达天线头输出的多 卜勒信号进行采样和模数转换后
,

利用数字频谱分析

技术提取弹丸的速度信息
,

并完成弹道计算任务
。

它需要完成高速 (达 IM H : )
、

大容量

(达 4M 字节) 的数据采集
,

以及大量的诸如 FF T 运算的运算任务
,

图 4 给出了该系统的

结构框图
。

与图 3 给出的结构相比较
,

FFT 弹道分析系统的数据采集单元配备了一个 4M 字节

的采样数据存储单元
,

由采样控制器和主机 C PU 共享
:

采样时
,

采样控制器控制该存储

单元的访间权
,

采样数据直接写入该存储单元 ; 采样结束后
,

该存储单元成为主机的扩

展内存
,

CPU 可在保护方式下访问
。

在此
,

我们通过数据存储单元访问控制权的交换来

代替采集单元和主机间的数据传输
,

满足了高速
、

大容量数据采集任务的要求
。

除应作

为原始数据存储单元外
,

该数据存储单元也可用来存放其它数据
,

如中间结果
。

这有效

地扩大了系统的可用内存
,

减少了磁盘访间操作
,

提高了系统内部的数据传输速率
,

进

而提高了系统的性能
。

运算单元的处理器是一个高性能的 T MS 32 oC 25 处理器
,

它的 1 28 K 字节的数据存储

区也可由 C PU 直接访间
。

由于 4M 存储单元位于主机 IM 以外的存储空间
,

故两者间的

数据交换需采用前述的 8 0 2 8 6 保护方式下的数据块传输技术
。

另外
,

市售的 D S P 加速板

常将其存储器以开窗方式配置在主机 IM 以内的地址空间
,

而在高档微机上 IM 以下的

空闲地址很少
,

对于利用多个加速板进行并行处理是困难的 (在某些配置的 2 86 机上
,

甚

至单个市售加速板也无法加入 )
。

如果把加速板上的存储器也配置到 IM 以外的空间
,

可

以避免与系统配置的矛盾
,

并有利于实现多加速板的并行处理结构
。

这一思想已经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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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基于多个 T MS 32 oC 25 加速板的图像处理系统的设计
。

3 结束语

8 0 28 6 在保护方式下具有很大的寻址能力
。

尽管 D O S 操作系统并不支持这一方式
,

但可以通过调用 BI O S 功能实现 1 6M 地址空间内的数据块传输
。

充分地利用 2 86 微机的

这一特性
,

是实现以 2 86 微机为主机的
,

要求高速
、

大容量数据采集和多个运算加速单

元进行并行处理的信号处理系统的一个很好的途径
。

实际应用表明
,

这一措施是非常有

效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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