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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算机组成实验 专栏收录该内容
1 篇文章 0 订阅
订阅专栏

本文章主要是为了通俗的解释计算机组成实验的微程序汇编的实现方法：

实验目的实验目的

在掌握部件单元电路实验的基础上，初步了解如何基于微程序控制进行CPU设计。

实验软件实验软件

Dais-CMStudio

实验要求实验要求

1、学习教材3.1，3.2节，熟悉联机方式下的开发环境。

2、完成以下内容：

任务任务1：：用汇编语言编写一个源程序，完成以下功能：

从I/O输入56h，并存入内存的18号单元；

从I/O输入78h，存入寄存器R0；

将两者相加，存入19号单元；

将19号单元的内容输出到I/O显示。

任务任务2：：增加一条减法指令，指令格式如下：

指令格式：SUB  R0, [addr]

机器指令码：11000000  XXXXXXXX  XXXXXXXX

说明：R0 - [addr]→R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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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任务3：：增加一条寄存器加法指令，指令格式如下：

指令格式：ADR  Rd, Rs

机器指令码：1110RdRs  

说明：Rd + Rs→Rd

任务实现任务实现

任务1：因为软件内已经含有了5条基本指令助记符等的内容了，我们直接使用进行汇编即可（打开CMX16文件
的MXJ6.ASM）

            具体实现的汇编代码如下：                                                

            IN  R0,IOL          （将IO低位的数据存入R0通用寄存器）

            STA 0018h,R0    （将R0中的数据存入内存的18号单元）

            IN  R0,IOL          

            ADD R0,0018h   （将0018h号单元的内存数据与R0相加存入R0）

            STA 0019h,R0    （将R0中的数据存入内存的19号单元）

            OUT IOH ,0019  （在IO高位地址输出0019h号单元的内存数据）

            JMP  START

任务2：我们需要在指令系统中先模仿ADD助记符添加一条SUB的助记符，由机器指令码11000000转化为16进
制得到C0，因此的到SUB的助记符为：SUB         R0,*        C0        3             ;R0 - [addr]→R0

接下来就是计算该机器指令码对应的微程序的微地址：

每条指令的微程序入口地址怎样确定？

位号：10 9   8     7     6      5 4 3 2 1 0

内容：1   1  IR7  IR6 IR5    0 0 0 0 0 0    （红色即为上面的机器指令码，将其带入即可）

因此计算的SUB给出的这个机器指令码要求的入口地址为0780（这是上面内容从后开始4位4位的转换为16进制
的结果。入口地址就是当程序运行到这条指令时会根据你的助记符中的机器指令码结合这个计算方法自动跳到

微地址为780的地方继续运行）

那么接下来就容易了，在程序本身存在ADD指令的情况下，我们只需要照抄就行，将ADD微地址入口为0680开
始的微指令照抄到SUB的微地址入口0780，然后将最后一条微指令的CPU加法运算改为减法运算就行。(即
M=0,S2=1,S1=0,S0=1）



（第一条微指令的微地址为0780，这样应该明白了吧~）

然后只需要把任务1的ADD改成SUB进行操作就可以验证你写的对不对了~

任务3：

思考：首先要将Rd作为源寄存器将数据放入AXL中，再将Rs作为源寄存器源寄存器将数据放入BXL中，将
（AX+BX）L的结果存入Rd中即可。现在在问题是如何处理将Rd和Rs分别作为源寄存器，然而对于Rd和Rs寄
存器，我们只要写好指令系统里的助记符就行。（如果用C++来解释就类似一个函数入口吧）

这里需要补充知识点：通用寄存器就是实验箱上面的DX（R3,R2）和CX（R1，R0）  

因此查看R0通用寄存器的数据就是看CX的后2位就行，其他同理。

然后根据题目要求的机械指令码为1110RdRs

Rs或Rd 选定的寄存器

00

01

10

11

R0

R1

R2

R3

具体实现见下：（如果上面看不懂请先继续看下去，在回来看估计会恍然大悟，我也是摸了挺久的~）

首先是添加指令系统的助记符：

                                  助记符  操作数    指令码    指令长度

通过编码规则可得到    ADR    R0 ,R0     E0          1      ;

                                  ADR    R0 ,R1      E1          1      ;

                                  ADR    R0 ,R2      E2          1      ;

                                  ADR     R0 ,R3     E3          1      ;

                                  …（以下省略12条，类比上面写下去即可）

至于IN的助记符也需要修改为   IN    R0,IOL    20      1；

                                               IN   R1,IOL    21       1；

                                               IN    R2,IOL   22       1；

                                               IN   R3,IOL    23       1；

（上面的助记符很多，但是他们单纯只是2条指令而已，不要误会~）



他们的指令码如何计算呢，下面举个李子就知道了：

下面详细解说一下指令码如何计算还有通过指令码如何得到该“函数”的微指令入口地址：

机器是通过计算机器指令码去到相应的微指令入口地址的，具体实现就是

位号：10 9    8      7    6      5 4 3 2 1 0

内容：1   1   IR7  IR6 IR5    0 0 0 0 0 0 =>   07C0 

(标彩色的部分就是机器指令码，而4，3组成Rs，2，1组成Rd，可以参考上面通用寄存器的表)

这个就是ADR  R0 ,R0  E0     1   ；这条助记符的微指令入口位置。

那么我们只需要从7C0这个位置开始修改就行。 

至于ADR的其他助记符的微指令入口地址就不用计算了，机器会自动根据你的助记符R0~R3翻译得到相应的通
用寄存器进行操作。（具体我也不清楚，看到他微指令是那么跑的，期初我修改了微指令4处想要实现IN的操
作，可是写了发现它并不运行我写的后面三条，数据却是正确的存入了对应的通用寄存器）

至于微指令怎么写，这里先要提醒一点就是我们是通过XP来确定你的Rs和Rd的，因此在读通用寄存器数据时根
据XP的0和1来改变你使用的是哪个通用寄存器（Rs或Rd）

注意：下面这个任务三的微指令表中目录行的第二个S2应该为S1（即M12下面那个是S1）

大致是上面这样吧，反正我实验成功了，若是Rs或者Rd反了可以修改的是它们的Xp的0，1值（至于溢出测试也
没有测，实验时间有限，心有余而力不足）

具体实现我懒的在写一次，增加一条指令无非就是修改2处，1：指令系统的助记符；2：计算出对应微地址然后
写微指令即可！

如果有错误请指出，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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