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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原理》 教 案

学

科

计算机

应用
课 题

第 八 章 输入/输出系统
课次

8.3 程序中断方式

授课时间 课的类型 新授课

授课方法 讲授法、启发、指导 授课时数 2

教 具 计算机一台、多媒体幻灯片演示 授课班级

教学目标

1. 了解中断的基本概念

2. 掌握中断系统的组成

3. 掌握中断的处理过程

4. 了解多重中断

审

批

意

见

教学重点

1. 中断的基本概念

2. 中断系统的组成

3. 中断的处理过程，多重中断

教学难点

教 学 设 计 附 记

教师讲解，学生思考、记忆；教与学对应的全链式教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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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学 内 容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导入：提问：程序查询方式缺点：采用程序查询

方式，当外设速度较低时，CPU 大量的时间花在查询

上，不能处理其它事务，也不能对突发事件作出反应。

可以举例：一个学生家长来校需要学生去车站接，

有两种方式 ：一种方式 学生不断询问家长来了没有

另一种方式，学生听课，家长到了通知学

生去接，学生暂停听课，去接，接回再继续听课。

8.3 程序中断方式

8.3.1 中断的基本概念

1．定义

中断是由 I/O 设备或其它非预期的急需处理的事

件引起的。它使 CPU 暂时中断当前正在执行的程序，

而转去执行另一个 中断服务程序去处理这些事件（为

中断源服务）。

处理完后再返回原来的程序断点继续执行原来的

程序。

由于处理突发事件是以 CPU 执行中断处理程序的

方式进行的，因此这种控制方式称为“程序中断控制

方式”，简称为“中断”。

中断请求：外部事件对 CPU 执行程序所提出服务

请求。

中断响应：CPU 对中断请求认可

断点：原程序被告中断的位置

中断服务程序：用于处理中断事件的程序

现场：原程序中各种通用寄存器内容

现场保护：中断程序开始时首先要保存原程序中

各通用寄存器内容

现场恢复：中断程序结束前恢复保存的寄存器内

容

中断返回：从中断程序返回到被告中断的位置

提问：

总结:归纳程

序查询方式，进

入教学课题。

讲授:新课（多

媒体幻灯片演

示和板书）

提问：程序查

询方式的缺点。

总结：采用程

序查询方式，当

外设速度较低

时，CPU 大量的

时间用于无效

的查询，不能处

理其他事务，也

不能对其他突

发事件及时作

出反应。

思考、回答并

相互补充。

思考、回答并

相互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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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断在两个重要特征：程序切换（主程序切换到

中断程序），随机性。

2．向量中断和非向量中断

(1)向量中断 外部设备在提出中断请求的同时，

通过硬件向主机提供中断服务程序的入口地址，这叫

做向量地址。主机响应中断后，就根据向量地址直接

转入相应的中断服务程序。这种具有产生向量地址的

中断功能，称为向量中断。（由硬件产生向量地址）

(2)非向量中断 非向量中断不能直接提供中断

服务程序的入口地址，而要采用软件查询措施，最后

找到服务程序的入口地址。（同软件和生向量地址）

8.3.2 程序中断方式接口

程序中断方式基本接口如图所示，程序控制由外

设接口的状态和 CPU 两方面来控制。在接口方面，有

决定是否向 CPU 发出中断请求的机构，主要是接中中

的“准备就绪”标志（RD）和“允许中断”标志（EI）

两个触发器。在 CPU方面，有决定是否受理中断请求

的机构，主要是“中断请求”标志（IR）和“中断屏

蔽”标志（IM）两个触发器。

8.3.3 中断系统的组成

1．中断源及分类

中断源是指能够引起中断的事件或能够发生中断

请求的来源称为中断源。

提问：简述中

断的分类。

提问：简述中

断信号的传送

过程。

提问：简述如

何完成中断的

禁止和开放。

提问：简述中

断响应的条件

及过程。

思考、回答并

相互补充。

思考、回答并

相互补充。

思考、回答并

相互补充

思考、回答并

相互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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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输出设备中断

数据通道中断

实时时钟中断

故障中断

系统中断

2．中断请求的提出

①中断源的建立

用触发器记录中断事件发生。

②中断信号的传送

外设中断请求通过中断请求线向 CPU 提出，有单

线，多线，多线多级中断。

如图 8-6

3．中断排队

中断排队，也就是中断的优先权问题。当多个中

断源同时向 CPU 发出中断请求时，CPU 就要根据设备

的轻重缓急，把各个设备或说是将各个中断源排队，

先响应紧迫程度高的设备的请求。如图 8-7 所示。

判别各设备优先权级别的方法有：硬件判优或软

件判优。

4．中断的禁止（屏蔽）和开放

中断开放：中断源有中断请求，其对应的中断触

发器置 1，参加排与排队判优，等待处理机为它服务。

中断的禁止（屏蔽）中断触发器置 0，不参加排

与排队判优

中断屏蔽高一级中断能打断低级中断子程序。

8.3.4 中断的处理过程

中断的处理过程可分为中断请求、中断响应、中

断处理、中断返回四个阶段。下面将分别

1．中断请求

由中断源提出中断请求。中断源向中央处理器发

提问：实现一

次完整的中断

处理过程，需要

几个步骤。

思考、回答并

相互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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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中断请求需要有两个条件，即：

外设本身工作完毕；系统允许外设发中断请求。

2．中断响应

中断响应是指处理机从发现中断请求，中止现行

程序到引出中断服务程序这一过程，即完成由现行程

序状态切换到中断服务程序状态的转换过程。

3．中断处理

中央处理器执行中断服务程序。中断服务程序的

处理功能，由中断处理的任务来决定。

4．中断返回

由事先放在中断服务程序末尾的一条中断返回指

令实现。当服务程序完成处理任务即将返回原程序时，

应使 CPU 的有关状态恢复到被中断之前，为此应当恢

复现场与打开允许中断触发器。

在恢复现场时不允许被打扰，CPU 应处于关中断

的状态。对于多重中断方式，此时应暂时关中断，再

恢复现场。对于单级中断方式，处理过程本来就处于

关中断状态。

当完成恢复现场之后，执行开中断指令，然后执

行返回主程序指令。开中断指令一般在完成开中断指

令后，立即转入下一条指令。

实现一次完整的中断处理过程，一般要经过以下

几个步骤：中断源提出中断请求；当现行指令执行完

毕处理机响应中断，即由硬件直接形成一条隐指令，

由隐指令来完成对关键硬件状态的保护，并转入中断

服务程序；中断服务程序在完成其他必要的现场保护

后，便对中断源进行具体的服务处理；中断处理完成

后，中断服务程序把原来保存的现场恢复；最后返回

中断点。中断返回可以在中断服务程序的最后安排一

条专用的中断返回指令来实现，该指令的功能就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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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恢复关键的硬件状态，返回到中断点。

8.3.4 多重中断

多重中断是指在处理某一中断过程中又有比该中

断优先级别高的中断请求，于是中断原中断服务程序

的执行，而又去执行新的中断处理。这种多重中断又

被称为中断嵌套。

1．特点

（1）有相当数量的中断源；

（2）每个中断被分配给一个优先级别；

（3）优先级别高者可打断优先级别低的中断服务

程序。

总

结
1. 中断的基本概念

2. 中断系统的组成

3. 中断的处理过程

4. 多重中断

作

业

教材：（P136） 1~9 （P142）5，6

课

后

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