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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提出应用
\-V.

设计
-1;

数据输出控制
0-

核的思路%该
0-

核执行输出数据相关命令时&在内部时序脉冲控制下按照
e

编

号地址自主完成数据在存储单元的寻址和读写操作$论述了控制器的工作原理和电路设计&应用
<BC5J8

?

语言实现硬件电路的构建及

功能$测试表明(该
0-

核可以自主完成对数据处理和输出要求&使数据输出与系统其它功能模块实现并行处理&提高了
-1;

运行

速度%

关键词!

\-V.

$数据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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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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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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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提高
-1;

的数据存储-处理能力与运行速度&是目前

-1;

研究的重点+

$"

,

%

-1;

输出刷新过程中将输出映像存储器

的每个位单元的内容传输给输出锁存器相对应的位单元中+

(

,

%

-1;

用户程序执行过程中处理多个软件为一组的信息时&需

要频繁的对输出映像存储器进行写入或读出数据的操作+

%

,

%而

在具有数据存储区域的微处理器中&需要将输出映像存储器中

需要处理的数据读入存储区域&读出或写入多组数据&对于写

入处理还需要将多组数据传输给输出映像存储器$没有数据存

储区域的微处理器处理数据的读写步骤更多+

)*

,

%

应用
\-V.

并行处理的特点&设计
\-V.

数据输出控制

0-

核&该
0-

核接收到
-1;

主机发来的数据处理命令后&在

控制器内部时序脉冲控制下&自主完成数据在存储单元的寻

址和读写操作%减少
-1;

系统在输出和读取数据时的读写处

理程序操作&自主操作可减少对数据总线的占用时间&从而

减少
-1;

执行数据输出相关指令时的时钟消耗&便于与系统

其它功能模块实现并行操作&缩短
-1;

程序执行的扫描周

期&提高
-1;

运行速度%硬件逻辑电路实现输出控制器&能

够以并行运算的方式工作&速度快&运行可靠&并且可以作

为
0-

核被随时调用&在性能和应用的灵活性上都有极大的

优势+

'

,

%

D

!

控制器总体设计

DFD

!

1/

核基本功能

-1;

数据输出控制
0-

核的主要功能包括(!

$

"复位控制(

包括命令寄存器-输出映像存储器和输出锁存器的复位$!

"

"

控制写入数据信息(将
("

位数据转换为
%

位一组&通过存储

单元的寻址将
%

位一组数据顺序存入输出映像存储器中相对应

的位存储单元中$!

(

"控制输出数据(通过存储单元的寻址将

数据存入输出映像寄存器中相对应的数据存储单元中$!

%

"控

制数据的输出刷新(将输出映像存储器中的
*%

位数据传输到

输出锁存器予以锁存并输出到
-1;

输出端口$ !

)

"控制数据

读取(通过数据存储单元的寻址从输出映像寄存器读出对应
%

位一组数据&转换为
("

位数据后传输到数据总线%

DFE

!

总体方案设计

对应上述基本功能&设计控制器硬连接电路框图如图
$

所

示&控制器由命令和地址控制模块-数据转换存储器模块-数

据传送控制模块-

-1;

输出映像存储器模块-数据锁存器与

输出端口模块-脉冲发生器模块等组成&主要完成数据信息写

入-模块复位-输出刷新-数据信息读取四条操作命令%命令

字格式见表
$

所示%

0-

核根据输出
e

编号高
%

位和
e

组值地

址控制数据在输出映像寄存器中的读写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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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设计
#

"'&)

!

#

图
$

!

系统电路连接框图

控制器与
-1;

系统总线连接的信号包括(数据总线(

("

位 !

D($

!

D#

"$地址总线(使用系统地址总线的高
)

位&用

于选中控制器$

4Z

(写信号&将命令和数据从数据总线写入

0-

核$

ZD

(读信号&从
0-

核读取
("

位数据传输到数据总线%

读出请求信号(通知外部总控制器发送
ZD

信号$此外还有系

统时钟和系统复位控制线&

-1;

输出端口(

*%

个输出端口的

编号为
e*(

!

e##

%

表
$

!

命令字格式

D($

!

D"& D"+

!

D$# D&

!

D* D)

!

D#

操作特征编码 无关数据项
e

元件组数
e

元件编码

表
$

给出了
("

位命令字的格式&

%

条命令的操作特征编

码为高
(

位数据%

图
"

!

系统时序设计图

0-

核运行时的时序设计如图
"

所示%当
-1;

执行数据输

出相关的系统复位-数据信息写入-数据信息读取-输出刷新

%

条命令时&可调用该
0-

核完成命令操作%调用时只需对
0-

核赋有效地址值&

0-

核即被选中&当
4Z

信号有效时
0-

核开

始工作%

"

个
4Z

信号在
(

个时钟周期内完成各命令及数据写

入
0-

核的操作%执行复位命令时写入数据的同时完成
0-

核各

存储器清零的操作$执行数据信息写入命令时数据写入
0-

核

后在内部时序脉冲的作用下完成
%

位
$

组数据的处理-传送与

存储操作$执行数据信息读取命令时数据写入
0-

核后在内部

时序脉冲的作用下完成数据的寻址读取-传送与读出操作$执

行数据刷新命令时在写入数据的同时完成数据传送到输出端口

的操作%

E

!

模块电路设计

EFD

!

命令%地址控制模块

命令-地址控制模块电路如图
(

所示%该模块通过模块地

址识别被
-1;

系统选中时+

+&

,

&

;K

置
#

&命令寄存器和
c$

计

时器被使能&在
-1;

系统连续
"

个
4Z

信号的作用下&加
$

计数器进行加
$

操作&顺序输出
4Z$

和
4Z"

脉冲&

4Z$

使

得命令寄存器存储的命令字经译码输出命令信号&存储并输出

e

组值和
e

编号高
%

位&命令输出低电平有效%

4Z"

将数据

总线上的数据信息写入到数据转换存储模块中&并启动内部时

序%数据传送控制模块复位信号到来时&模块向
-1;

总控制

器发出数据读出请求信号&等待
ZD

信号到来%复位时命令寄

存器输出全为
#

&不执行任何操作%

图
(

!

命令-地址控制模块电路图

EFE

!

数据转换存储器模块

数据转换存储器模块主要执行数据信息读取-数据信息写

入两条命令&由
%

入
("

位出存储器和
("

位入
%

位出存储器两

部分构成%图
%

给出了模块的电路框图&图
)

给出了模块
%

入

("

位出存储器的门级电路图%

图
%

!

数据转换存储器模块电路图

("

位入
%

位出存储器在数据信息写入信号
4Z"

有效时将

数据总线上的
("

位数据一次写入该存储器&数据传送控制模

块的三位地址到来时&寻址将该存储器中
("

位数据按四位一

组读出并传输到
-1;

输出映像寄存器%执行数据信息读取命

令或
0

号脉冲到来时&输出映像寄存器多个
%

位一组输出数据

按照数据传送控制模块的三位地址寻址存入
%

位入
("

位出存

储器&数据信息读信号
ZD

有效时将该存储器中的
("

位数据

写入数据总线%

EFG

!

数据传送控制模块

数据传送控制模块主要为数据转换存储器模块和输出映像

存储器提供数据写入脉冲&为数据寻址存储提供地址&控制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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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

!

%

入
("

位存储器出门级电路图

据流的有序传输%如图
*

所示&模块由预置地址加
$

计数器&

预置地址减
$

计数器&地址加
$

计数器和逻辑门等构成%

执行数据信息写入命令时&脉冲分配器
1

号脉冲作为预置

脉冲&将
e

编号高
%

位写入地址计数器
2

作为计数初值&与

门
3

输出结果与
4

号脉冲相或所得信号作为地址计数器
2

-地

址计数器
&

-减一计数器的计数脉冲&

e

组值作为计数个数&

数据转换存储模块按照地址计数器
&

产生的
(

位地址寻址输出

多个
%

位一组输出&数据信息写入命令和
0

号脉冲相或作为在

数据写入脉冲&在该写入脉冲作用下&输出映像存储器按照地

址计数器
2

产生的
%

位地址将多个
%

位一组数据写入该模块对

应存储单元%执行数据信息读取命令时&根据地址计数器
2

产

生的
%

位地址寻址输出输出映像存储器中相应多个
%

位一组数

据&数据信息读取命令和
0

号脉冲相或作为在数据写入脉冲&

在该写入脉冲作用下&按照地址计数器
&

产生的
(

位地址将多

个
%

位一组数据存入数据转换存储模块%执行数据信息写入或

读取命令时&减一计数器控制数据读写操作完成时产生复位信

号停止产生地址值%

1

号脉冲作为预置脉冲将
e

组值写入减

一计数器作为计数初值&计数为零时产生的借位信号和系统复

位信号相与&结果作为地址计数器
2

-地址计数器
&

-命令地

址模块的复位信号%

图
*

!

数据传送控制模块电路图

EFH

!

/S!

输出映像存储器

-1;

输出映像存储器由用于写入数据的
%

入
*%

位出存储

器和用于读出数据的
*%

入
%

位出存储器组成%执行数据信息

写入命令时&数据传送控制模块提供
%

位地址值&在
%

位数据

写入脉冲作用下&将数据转换控制模块输出的数据按照
%

位一

组存入
%

入
*%

位出存储器相应存储单元%

*%

入
%

位出存储器

的输入端与
%

入
*%

位出存储器的输出端相连接&两存储器具

有相同地址线&命令执行结束时&在
*%

位数据写入脉冲作用

下&将
%

入
*%

位出存储器的
*%

位输出数据写入
*%

入
%

位出

存储器&使两个
*%

位存储器存储中的数据完全一致%

执行数据读取命令时&

*%

入
%

位出存储器按照与
%

入
*%

位出存储器写入存储相同的地址值&将数据传送到数据转换存

储模块的
%

入
("

位出存储器%执行复位命令时&

"

个存储器

的所有存储单元清零%

EFI

!

数据锁存器与输出端口模块

设计的
-1;

有
*%

位输出端口&

\-V.

输出端口与输出锁

存器的输出端连接&并连接
-1;

输出驱动电路%输出映像存

储器输出的
*%

位数据在输出刷新命令有效时直接写入
-1;

输

出锁存器%锁存器数据经
\-V.

输出端口输出&经
-1;

驱动

电路驱动
-1;

输出端口%复位时
-1;

输出锁存器所有存储单

元清零%

EFO

!

脉冲分配器的程序设计

脉冲分配器作为
0-

核内部时序控制模块&用于产生内部

脉冲保证各命令有序执行%复位命令或数据写入或数据读取命

令有效时启动脉冲分配器工作&延时半个时钟周期输出脉冲

1

&然后顺序循环发出脉冲
0

-

4

-

5

&直到被复位时停止%

图
'

显示了脉冲分配器的门级电路图%

0-

核工作时&

1

号脉冲作为数据传输控制模块地址计数

器
2

-

&

的预置脉冲&

0

号脉冲与数据信息读取信号相或结果

作为
%

入
("

位出存储器的写使能信号&

0

号脉冲与数据信息

写入信号相或结果作为
%

入
*%

出存储器的写使能信号%

4

号

脉冲作为数据传输控制模块各计数器的计数脉冲%

5

号脉冲作

为脉冲分配器的循环启动脉冲%

图
'

!

脉冲分配器门级电路图

G

!

仿真综合验证

\-V.

程序通过
153BC80DIP+Y(

自带的仿真软件
[87BJR

:5F

进行仿真验证%仿真时&需编写一个相应的
AB:A3B6H>YP

文件用于模拟外部输入&经
0-

核运算后可观察输出状态%

数据输出
0-

核执行
%

条命令仿真结果如图
+

所示&

DW

.

56

和
DW

.

8@A

分别表示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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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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