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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8086的 SRAM读写控制仿真实现
吴殿红

（山东滨州学院计算机科学技术系，山东滨州 256600）

摘要：设计了基于 INTEL微处理器 8086的 SRAM读写控制系统，采用 74LS373芯片构建地址锁存器，以静态随机访问
存储器 62256为内存芯片，并通过 8255A驱动共阳极 8位数码管实时显示内存值。在 PROTEUS环境下进行了仿真，实
现了内存读写访问控制，并验证了 8086下特有的奇偶存储体读写访问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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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储器是电子计算机中具有存储记忆功能的元器件，如

何组建合理的内存系统在微处理器读写访问控制中起着至

关重要的作用。[1]本文以 INTEL8086微处理器为主控 CPU，
8位锁存器 74LS373作为地址锁存器，静态随机访问存储器
62256为内存芯片搭建了一个内存访问控制系统，并用PRO-
TEUS软件进行了仿真，从 8086微处理器特有的奇偶存储体
访问特性出发，说明了如何在仿真模式下搭建分体存储器控

制系统。

1 PROTEUS+ 8086+EMU8086模式
PROTEUS是一个功能强大的电路设计，仿真，PCB开

发软件，并且可以和多种 IDE环境结合。EMU8086是一个
可视化的汇编语言开发软件环境，且具有强大的调试功能。

8086是 INTEL 公司开发设计的典型 16位微处理器控制芯
片，且其访问存储器时采用奇偶存储体分体访问控制方式。

本文利用 PROTEUS强大的仿真功能，与 EMU8086软件相
结合，开发了一个基于 8086微处理器的存储器访问控制系
统。

2 8086CPU外扩 128K存储器系统
2.1 8086特有的奇偶存储体体选系统

8086芯片是 INTEL公司开发设计的典型 16位微处理器
控制芯片，封装方式为双列直插DIP模式，共有 40根引脚，其
中的 BHE / S7引脚是地址状态复用引脚（S7状态未定义），

AD0是地址数据复用引脚，这两个引脚在 8086的存储系统访
问过程中，起着奇偶地址存储体区分的作用。当进行存储器

访问时，如若 BHE / S7为低电平，表示奇地址有效，即选中奇
存储体中的数据，若A0为低电平，表示偶地址有效，即选中偶
存储体中的数据。本文中利用 8086微处理器的这一特性，外
部扩展了 128K的内存空间。

在常用的微型计算机系统中，内存主要由两种功能芯片

构成，随机访问存储器 RAM和只读存储器 ROM，一般 ROM
主要用来存放系统固件信息，RAM主要用来进行内存读写操
作。[3]RAM又分为静态随机访问存储器 SRAM和动态随机访
问存储器 DRAM，由于 DRAM需要定期动态刷新，所以电路
设计相对复杂，在本文中选择SRAM作为存储体芯片，可以简
化相应设计，便于调试跟踪。[4]

2.2 硬件电路设计
本文硬件电路设计：主控芯片采用 1片 8086，地址锁存器

采用 3片 74LS373，数据缓冲器采用 2片 74LS245，外扩存储
器采用 4片 62256，地址译码器采用 1片 74LS138，两个 8位
共阳极数码管驱动电路（驱动采用 1片 8255）及其他逻辑门电
路搭建。

由于要搭建 128K存储体系统，本文中选择了存储容量为
32K×8的 62256芯片，奇偶存储体各占用 64KB空间，每个存
储体由 2片 62256芯片组成。外扩 128K 存储体占用的地址
空间为 20000H-3FFFFH，奇偶存储芯片分别由体选信号和译

4 结语
本文在考虑了 SOA的光谱烧孔、载流子加热等非线性效

应，以及增益谱分布和增益峰漂移等物理机制的情况下，对

SOA 的载流子速率方程进行数值求解，详细地分析了注入
SOA 的偏置电流对谐波锁模光纤激光器输出锁模脉冲的影
响，且与实验现象进行了比较。适当调节两个 SOA的偏置电
流，可以得到高功率的超短锁模光脉冲；调节注入脉冲，可获

得高达 25GHz的高重复频率脉冲。由于 SOA具有响应速度
快等优点，所以此类型激光器还可以输出重复频率更高的锁

模脉冲，这对未来探索高重复频率的光脉冲源具有重要的指

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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码器译码信号驱动。8255A 接口电路芯片端口地址设定为
8000H-8006H，通过地址线 A15连接非门驱动，端口 B驱动 8
位数码管段码端，端口 A驱动两个 8位数码管的位码端。电
路图如下图 1所示：

图 1 8086CPU外扩 128K存储器系统硬件电路图
2.3 软件设计
软件设计采用了模块化[5]的程序设计方法，主要由 8255初

始化模块，内存写入模块，内存读取和写入模块，显示子程序

模块，显存相关定义模块几部分构成。重点为内存读写和写

入模块，下面是部分程序源代码。

2.4 仿真调试结果
利用PROTEUS7.8进行仿真调试，运行前注意设置 8086

芯片的属性，本文中内部内存的开始地址和本程序一致，从

0x0000地址开始；本文内部存储器大小为 0x10000，不能超
过外扩存储器芯片地址，否则不能实现内存的正常读写；及

允许断点中断。运行电路后，首先向外扩内存 20000H开始
地址处依次写入 01H-64H，程序运行到 INT 3断点中断后显
示内存写入结果。如图所示：然后点击 PROTEUS中继续运
行按钮，读取内存 20000H开始地址的内容，依次写入外扩内
存 30000H地址处，每读写一个字节，内存显示缓冲区数据更
新，同时数码管更新显示数据内容。例如下图所示，当读取

到内存的内容为 1EH时，U11奇存储体内存单元中写入 1E，
显存中数据更新为 010EH，数码管中显示为 1E，如下图 2、图
3所示。

图 2 写内存仿真结果图

图 3 读取并写入内存仿真结果图

3 结语
通过以上的仿真调试结果充分证明了 8086 微处理器在

访问存储器系统时是通过/S7和AD0引脚进行奇偶存储体区
分的，并将奇偶地址内容分别读写入奇偶存储地址空间。结

合PROTEUS仿真软件可以直观地看出内存的读写结果，且减
少了实物实验的芯片损耗，是一种非常直观的方式，并且，本

文中采用的数码管显示方式来验证内存写入结果的正确性，

不仅更加直观，这一方法还可以扩展到存储器读操作等其他

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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