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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本丈介绍 了 Z8 0 - PIO的非中断使用
,

列举一些榆入输 出的特 珠 用法
,

使

2 8 0一 PI O 的使用更为完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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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80
一

IP O 是 2 80 系统中最重要的接 口
,

它具有 2个独立的八位二进制平行 输入 /输 出 口
,

即口 A 与 口 B
,

如图 1 所示
。

口 A或口 B可作输入
、

输出寸双向 (仅口 A有 )和位控 4个 用 途
。

每个口又分为控制口与数据 口 , 2 8 0
一

IP O是众个软硬结合的可编程芯片
,

可编程的意 思 是

使用该芯片的口 A 或口 B之前要对其控制口写入控制字以规定该口的用途
,

然 后才能使用相

应的数据 口
,

以实现规定其用途
`
数据口每个口均有 8根输入 /输出线

,
·

它们与 T T L 兼 容
。

以

最常用的单板机 T P 80 1 A 中的 2 8石
一

lP o 为例
,

其 口 A
、

口 B的控制 口地址 分 别 为 82 H
、

83 H
,

数据口地址分别为 80 H
、

81 H
。

目前现有的 微 机 类 书 籍
,

讲 到 2 8 0
_

P IO 时
,

几乎未提及在非中断情况下的使用
,

因为
“ Z 8-0 P I O 有 , 个突 出的特性竺

,

外

部设备与 C P U 之 间的全部数据传送 是在中

断控制之下实现的
。

因 而 使 用 2 8于 PI O

时常要写入 3或 5个控制字
。

笔者认为
’

:
2 8。

-

P IO 在中断情况下使用是由于中断服务程序

占用 C P U 时间外
,

其他 时间 C P U 可干另外

的 事
。

但在简单控 制 输入 /输出场合
,

、 ·

2 80

; P l己非中断使用也是完全可 能 的
。

可省去

2个控制字 ,
` 一

郎中断矢量字与中断 允 许字
。

仅需写 1个或 3个撞制字到控制 口
,

又能使相

应数据 口实现同样的功能
。

因 而 2 8 0
~
P I O

的使用
,

即可在中断情况下进行
,

又可在非

中断的情况下进行
。

以下是 28 0
一

PI O 的 非

数据总线

控制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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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中断输入输出用法
。

. 一

。

1 非中断输出

假使要求口 B的 P B o呈高电平
,

即 P B o = 1 ,

其程序如下
:

O R G 2 0 0 0 H

3 E o F L D A
, 0 F H , 输出控制字` A

D 3 8 3 O U T ( 8 3 H )
,

A
’

; A ~ 口 B控制口

3 E o i L D A
, o 1H , o 1 H` A

D 3 8 1 O U T ( 8 1 H )
,

A ; A , 口 B数据口

7 6 H A L T ; 暂停
`

POB
= 1意味着经晶体三极管驱动可点亮一盏灯如图 Z A所示

,

或经光电隔离使某继 电

器线圈 J通电如图 Z B所示
,

从而使 J的触点闭合或断开
,

去控制电动机或其他用电设备的启

动或停止
。

改变上述 01 的内容
,

可 以在不同的位进行类似的控制
。

同理
,
口 A 的使用基本上

同口 B
,

仅将上述程序的口地址改变一下
, 即可实现

。

石丫

3乃K度

扣 K福

图 2 非中断所输 出

使口咖尸B
一

众一 P B 78 根线间隔
`

1 m i n 轮换出现高电平
,

程序如下
:

3 E O F

D 3 8 3

3 E 0 1

D 3 8 1

C D 2 0 2 0

0 7

1 8 F B

Q R G 2 0 1 0H

L D A
, O F H

O U T ( 8 3H )
,

A

L D
’

A
, o 1H

L O O P
:
O U T ( 8 1H )

,
A

C A L L D E L A Y

R L C A

J R
· _

L O O P

, 调用延时 1 m in 子程序
, A循环左移一位

.

, 转 L O O P
_

0 6 3 C

C 5

0 6 3 2

O R G 2 0 2 0H

D E L A Y
:

L D B
, 3 C H

L O O P Z :
P U S H B C

L D B
, 3 2H

, B , 6 0

, B C进线保护

, B“ 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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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D 4 F 0 6 L O O P I : C A L L

1灯 F B
,

D JN Z

C l
、

P O P

1 0 F 5 D JN Z

C g
.

R E T

D 2 0m s

L O O P I

B C

L O O P Z

调用 ZOm
s
子程序

B
一 1今 0转 L O O P I

出栈
,

恢复B C原值

B
一
1今 0转 L O O P Z

返回

子程序延时时间为 1 m in
,

因为内循环 L O O P I 是 50 次调用 20 m s ,
花 去 1 5 ,

外循环

L O O P Z是 60 次做内循环
,

因而完成 D E L A Y的时间约 1 m in
。

本主程序 口 B S根可作顺序控制器的 8 道工序驱动源
,

如图 3 所示
, n
根 垂直线连接被

驱动 电路
,
口 B的 8 根线

,

按工艺控制要求
,

经二极管连接垂直线 (即为矩阵译码 电路 》 就可

实现顺序控制
。

如图中第 1 道工序 nJ 动作
,

第 2 道工序 lJ
、

nJ 动作
,

第 3道工序 J: 动作
,

.

第
、

二
. , 、

,

4 道工序 J
: 、

J 3动作… … ,

延时时间的快慢由内循环次数与外循环次数决定
。

夕夕夕夕了了
创创

沙 ///
-

一—
~

一一州州州
户 /////一一一一一一一

了了了 `犬 /////
J己 二一 一一~ .阳 , , . 侧. . . . . . , . ...

力力力力力力力

乡乡乡
/

、、 r

衬尸尸尸尸
___
_ 二匕生 ___

`

尸 /// 几z 刁
’’’’

了了 zzzzzzzzzzz

一一了竺
- ___ .

尸六六六六
.

一一 - -一 ~ ~ ~ 一~ ~ ~ -扣扣

声声声 洲尸尸尸尸尸

之之之杯杯杯杯
. . , . 月州` 创一

目 曰̀ . . . . . .
州州

{{{{{111

厂
,,

`
一一月月月

广广广广门门

图 3 顺序控制驱动电路图

这里工序仅 8 道
,

若 口 A
、

口 B同时使用
,

则工序可以多达 16 道
。

假使控制对象不多
,

如 8 个被控对象
,

但工序很多如有 50 道工序
,

这时 口 B S根线
,
可以直接连驱动电路 , 而 每

道工序的要求分别放入内存如 2 5 0 0 H一 2 5 3 l H的话
,
程序可以改为如下

3 E OF

D 3 8 3

2 1 0 0 2 5

0 6 3 2

C 5

E 5

7 E

D 3 8 1

O R G 2 0 3 0 H
-

L D A
,

OF H

O U T ( 8 3H ) , A

L o o P 4
`

: L D H L圣: 2 5 0 0H

L D B
, 3 2H

L O O P 3 : P U S H B C

P U S H H L

L D
_

A
,

(H L )

O U T ( 8 1H ) s
A

九

H L 指向工序要求首址

50 道工序送 B
卜

保护 B C

保护 H L

A ~ 工序要求

A , 数据口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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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AL L

O P P

INC

O P P

J D N Z

J R

DL EAY

HL

HL

BC

L O O P3

L O O P 4

调延时子程序

恢复 HL

HL, r I L + ]
.

恢复 B C

B一 1今 O转 L O O P 3

转 L O O P 4

. J几11工
卜,.n-or气一卜人心口r、

本程序工序控制可多达 25 6道
,

只要将指令 L D B
,

32 H改为 L D B
,

00 H即可
,

因为

动流 毛。 oP
3
剔先减 1后判断B是否为。 ,

而十六进制数 o o H 一 o 1H = F F H故 为 25 6道工

俘
` 当然若要多手

2 5 6道土序的话
,

可用指令 L D B c
, 。 n

代 L D B
, 3 2H

, 。 n

为工字节十六

概
,I教、

ha
D J N Z L O o p 3要改为D E C B C , L D A , C ; O R A

,

B , J R N Z
,

L O o p 3

4 条指令
。

2 非中断输入

从口 A取数
,

并存 2 5 0 0H单元程序如下
:

O R G 2 0 5 0H

3 E 4 F L及 A
, 4H

D 3 8 2 O U T ( 8 2 H )
,

A

D B 8 0 H I N A
,

( 8 0 H )

3 2 0 0 2 5 L D ( 2 5 0 0 H )
,

A

7 6 H A L T

输入控制字送 A

A 、 控制口 A

从 口 A 取数

存数在 2 5 0 0H

与输出一样仅写入 1个控制字
,

即可使用其数据 口
,

采进来的数存入 2 5 0 0 H单元
, 2 50 0H

单元 内 容 或八位数代表了 口 A数据线P A 7一 P A o 的高
、

低电平
。
同理口 B的使用基本同 口

A
,

仅将上述程序的口地址改变为口 B的口地址即可
。

用口 A的 P A o 线对外界发生的脉冲进行计数
,

结果存入 2 5 o 0H一 2 5 0 2H
,

一

并显示其结某
。

连接如图 4 所示
,

用了 R S触发器组成消除按钮抖动的电子电路作为模拟脉冲发生
。

公外界发生脉冲引到 P A . 线 上要满足外

界脉冲寨度大于采样间隔时间
、 否则会漏计

,

同时按外界脉冲唯卜的上升沿或下降沿进

行计数
,

否则会多计
。

一般情况下外界脉冲

宽度大于采样间隔时间
,

用上升沿或下降沿

计数是一样的
,

我们采用上升沿计数
,

将上

次然梦乡尹
.

十本次界终为斗
,

表示有了上升

沿育以计数示俄们让上次信息放在 E 中
,

本
图 4 口 A 输入 P OI

次信息在
肺

,
_ 、

姗砷是邹恻套
移二今: 竺

其分别
娜

C Y位
,

决定是否上升沿 ;程序流程如图 5 所不
,

程序如 卜
.

q

再判断是否 1或 O,
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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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2 0 0 5

3 0 0 6

23

3 60 0

23

3 0 0 6

I E0 0

3 E4 F

D3 8 2

B D8 0

57

O F

3 0 1D

C B 3B

3 8 19

2 2 0 0 5 1

3 4

7 E

2 7

7 7

F E0 0

2 0 0 E

3 2

3 4

7 E

2 7

7 7

F E0 0

2 0 0 5

23

3 4

7 E

2 7

7 7

5A

C DB 02 0

18 D 7

O G R2 0 0 6H

L D
·

HL
,

2 5 0 0 H ;

L D
`

J

( H L ) 、 00 H

I N C H L

L D ( H L )
,

0 0H

1 N C H L

L D ( H L )
, 0 0H

L D E
,

0 0H ,

L D A
, 4 F H

刃 ,

O U T
、

( 8 2H )萝 A

L O O P s : I N A ,
( s o H ) ,

L D D
,
A ,

R R C A ,

J R N C s D O N E 多

S R L
`

E
一

;

J R C , D O N E
一

,

L D H L , 2 5 0 0H
一

,

1 N C
’

( H L ) ,

L D A
,

( H L )

D A A

L D ( H L )
,

A

C P 0 0H 多

J R N Z
,
D ON E 多

I N C H L 多

1 N C ( H L ) : ,

L D A ,
( H L )

D A A

L D ( H L )
,

A

C P
`

气 0 0 H
?

J R N Z一 D O N E

IN C H L

IN C ( H L )

L D A
,

( H L )

D A A
·

: :

L D ( H L ) ,
.

A

计数单元 2 5 0 0 H

2 5 0 2 H清 0 丈

上次信息存放 E清 0

输入控制字送控制 口 A

口 A取数

存 D
’

A循环右移一位

本次信息为 0, 转
一

本次为 1则 E右移一 位

上次为 l 转

上升沿计数

并调整成十进制数

计计数单元清 OOO

军军蹄今
`

于于
口口六输入

...

图 5 程序计数流程 图

与。比较
、 ,

`

。勺

非。转 ”

为 0, 则进位 : }
,

:

·

加 1 ,

并调整成十 进制数 一
’

:

D O N E : L D E -

C A L L D I S U P

J R
` ·

L O O P S

保存本次信息

调用显示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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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R G 2 0B 0H

D 牙

2 1 0 02 5

D D 2 1 F B ZF

0 6 0 3

7 E
.

C D 2 1 0 0

1乃F A “

2 1 F 7 2 F

02 6 0

S E

,

1 6 0 0

3 E p众
-

D 3 8 C

D D 2 1A 6 0 7

D D 1 9
.

D母7 E 0 0

D 3息8

7 9
` ;

D 3 8C

I E ZD

1D

3 E 0 0

B B

2 0 F A

3E 0 1

B 8

2 8 0 5

2 3

C B 3 8

1 8 D 9

A F

D 3 8C

D 9

C 9

D I S U P

L O 0 P 6

D I S I

D I S Z

E X X

L D

L D

L D

L D

C A L L

D JN Z

L D

L D

L D

L D

L D

O U T

L D

A D D

L D

O U T

L D

O U T

L D

D E C

L D

C P

J R

L D

C P

J R

I N C

S R L

J R

X O R

O U T

E X X

R E T

岁 保护现场

H L
, 2 5 0 o H , 计数单元内容送显示缓冲器

IX
,

Z F F B H

B
, O3 H

4 、
. 4 一

几

A
,

( H L )
·

、
.

U F I

L O O P 6
:

.

H L
,

ZF 7F H ; H L指良显示缓冲器首址
.

B
,

20 H 、 B指向左端灯位

E
,

( H L )
。 卜

: 挤

D
, 0 0

`

’

A
, 0 0 : 户

(8 C H )
,

A , 送显示

I X
,

07 夺6H ,
ix 指向字形表首址

以
,

D E 。 求 得字删弋码地址
· ,

一

A
,

( I x + 0 0 ) , 获得字形代码

(8 S H ) ,
A

_

, 送字形 口

A
,

B , 灯位代码送灯位口
` ·

( SC H )
,

A
_ ,

.

。

名

E
,

ZD H ,
,

延时 1 m s
。

E
。

D I S 3

A
, 0 0

E

N Z一 D IS Z

A
, 0 1H

B

Z
,

D I S 3

H L

B

D I S I

A

( S C H )
,

A

显示延时工二
s

B 二 1码

是转
.

否
,

.

指向下一位

灯位右移一位
、

转显示下一位
-

关显示
,

恢复现场

C D 3C 0 6

O R G

U F I t C A L L

2 1 C OH

U F O R I ; 调用将 A高 4 位中 ( IX + 00 )
;

低 4 位 , (I X + 0 1) 子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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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X
ù .几了

.占

D D ZB

D D ZB

2 3

C9

D E C

D E C

IN C

RE T

H L

本程序执行后
,
一旦有外界脉冲输入

,

就有计数并显示功能
,

输入脉冲由光
、

电
、

机械

等转换而成均可
,

程序计数为 3 个单元
,

采用十进制数显示
,

故要进行十进制数调整
,

每次

采样后由于调用显示程序需要花去 6m s ,

这约为采样间隔时间
,

若不甩显示
,

则也需要延时
,

否则采样间隔太快
,
甚至小于外界脉冲的上升沿

,

结果反而无法捕捉上升沿
。

因此一般需要

采样间隔时间大于上升沿时间才行
。

下面例子可同时计 8 个外界脉冲源的数
,

并将结果存入 2 5 0 0 H一 2 5 0 7H 单元
,

程序流程

如图 6所示
。

程序如下
:

.

2 1 0 0 2 5

0 6 0 8

A F

7 7 L l :

2 3

1 0 F C

5 F

3 E 4 F

D 3 8 2

D B 8 0
声

2 10 0 2 5

0 6 0 8
`

OF

3 0 0 E

C B3 B

3 8 0 1

3 4

2 3

1 0 F 5

5 F

D 9

C D 4 F 0 6

D 9

1 8 E 6

O R G 2 1 10 H

L D H L
, 2 5 0 0 H , 计数单元 2 5 0 0一

2 5 0 7H清。
’

L D B
,

0 8 H , 清 0

X O R A

L D ( H L )
,

A

I N C H L

D J N Z L l

L D E
,

A 多 E清 0

L D A
,

4 F H 多 口 A 作输入

O U T ( 8 2H )
,

A

L O O P s : IN A
,

( 8 0H ) , 取 口 A的数

I
J

D
一

H L
, 2 5 0 0H

L D B
,

0 8 H , 循环 8次

L O O P 7 : R R C A , A循环右移一位

J R N C
, D O N E i , C Y = o转

、

S R L E , C Y = 1 ,

E右移一位

J R C
,

D O N E Z , C Y = 1转

I N C ( H L ) , 上升沿计数

D O N E Z: I N C H L , 地址 + 1

D JN Z L O O P 7 , B 一 1斗 。转
七

L D E
,

A , 保存本次信息

E X X
`

C A L L D 2 0m s , 延时

E X X

J R L O O P S

计计数单元借 OOO

EEE 清 000

口口A 蛤 入入

材材百环右币行谁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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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程序基本上类似于 P AO计数程序
,

由于 P A 7一 P A ” 均计数
,

故要解决每界样一次需
要循环 8 次判断是否上升沿

,

而且要确保本次信息 A 与上次信息 E的位要一一对 应
。

为 此
,

本次信息右移一位判定为 。时
,

尽管不用再判上次信息的位
,

但上次信息存放的 E则要右移一

位
。

目的确保位的对应
。

当然右移或左移都是一样的
。

由于本次信息在 A中
,

A 内容循环右
移 8 次又恢复原内容

,

故采样后 A 内容不作保护
。

为了方便
,

本程序采样间隔调用 20 m ,
延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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