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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计算机硬件基础实验教程(第2版)》第2版是在《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
精神鼓舞下诞生的。两位作者积40余年从事计算机硬件科研与教学的亲身体验，并总结多年实验设备
研制和实践教学的经验，完成了《计算机硬件基础实验教程(第2版)》第2版的写作。全书共15章，内
容是: (1)实践教学理念的再认识;(2)教学实验设备与测量仪器；(3)大容量可编程逻辑器件；(4)硬件描
述语言VHDL; (5)EDA工具软件；(6)TEC-5/8数字逻辑基本实验设计；(7)TEC-5数字逻辑综合实验设计
；(8)TEC-8数字逻辑综合实验设计；(9)TEC-5计算机组成原理基本实验设计；(10)TEC-5计算机组成原
理综合实验设计；(11)TEC-8计算机组成原理基本实验设计；(12)TEC-8计算机组成原理综合实验设计
；(13)TEC-8计算机系统结构综合实验设计；(14)TEC-6计算机硬件基础基本实验设计；(15)TEC-SOC
片上系统单片机基本实验设计。
《计算机硬件基础实验教程(第2版)》教学理念阐述透彻，引人入胜；基础性与时代性结合，应对五门
课程；实验设备均为国家专利产品；多种教学方案切实可行，可供不同类型学校或专业学生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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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白中英，甘肃省永靖县人。北京邮电大学计算机学院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在工程和科学研究中，
“622小型通用计算机”获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重大成果奖。1项成果获国家级科技进步三等奖.1 项成
果获全国发明展银质奖，5项成果获部级科技进步一、二等奖，2项成果获国家发明专利。近几年主持
完成国家863项目2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2项、省部级项目2项。在教育和教学研究中，《计算机
组成原理教程》获国家级优秀教材特等奖。“CNCC网络型计算机辅助教学系统”等4项成果分别
获1989年、1993年、1997年、2005年国家级教学成果一、二等奖，6项成果获省部级教学成果、教材一
等奖。2003年获首届北京市“教学名师奖”，2008年获“国家级优秀教学团队”。出版著作22部，发
表学术论文60余篇。研究方向：计算机系统结构、网络安全。杨春武，山东省淄博市人，工学硕士、
研究员。1970年毕业于清华大学自动控制系，从事教学仪器研究30余年，获得5项国家发明专利。与他
人合作出版教材6部。获得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1项、国家级精品教材奖1项、北京市教学成果奖2项
、北京市精品教材奖1项、省部级科技进步奖2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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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计算机
　2.2 教学实验设备
　2.2.1 tec-5数字逻辑与计算机组成实验系统
　2.2.2 tec-8计算机硬件综合实验系统
　2.2.3 tec-6计算机硬件基础实验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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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2 示波器的使用
第3章 大容量可编程逻辑器件
　3.1 fpga器件和isp器件
　3.2 isp1032器件
　3.2.1 内部结构
　3.2.2 isp1032e的引脚
　3.3 epm7128s器件
　3.3.1 epm7128s内部结构
　3.3.2 epm7128s引脚
第4章 硬件描述语言vhdl
　4.1 硬件描述的创新方法
　4.2 vhdl的基本知识点和命名规则
　4.2.1 vhdl需要掌握的5个基本知识点
　4.2.2 命名规则和注释
　4.3 对象及其说明、运算和赋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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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 格雷码计数器设计示例
　5.4 仿真
　5.4.1 生成仿真波形文件
　5.4.2 设置仿真参数
　5.4.3 启动仿真且观察波形
　5.5 下载
　5.6 使用嵌入式逻辑分析仪进行实时测试
　5.7 原理图和vhdl语言程序的层次结构设计
第6章 tec-5/8数字逻辑基本实验设计
　6.1 tec-5/8数字逻辑实验资源
　6.1.1 tec-5数字逻辑实验资源
　6.1.2 tec-8数字逻辑实验资源
　6.2 基本逻辑门和三态门实验
　6.3 数据选择器、译码器、全加器实验
　6.4 触发器、移位寄存器实验
　6.5 计数器实验
　6.6 四相时钟分配器实验
　6.7 e?2prom实验
　6.8 可编程器件的原理图方式设计实验
　6.9 可编程器件的vhdl文本方式设计实验
第7章 tec-5数字逻辑综合实验设计
　7.1 简易频率计设计
　7.2 交通灯控制器设计
　7.3 电子钟设计
　7.4 药片装瓶系统设计
第8章 tec-8数字逻辑综合实验设计
　8.1 设计指导思想
　8.2 简易电子琴设计
　8.3 简易频率计设计
　8.4 交通灯控制器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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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 tec-5实验系统平台
　9.2 tec-5实验系统的模块结构
　9.2.1 教学实验设计的基本理念
　9.2.2 运算器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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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 tec-8实验系统结构和操作
　11.2.1 模型计算机时序信号
　11.2.2 模型计算机组成
　11.2.3 模型计算机指令系统
　11.2.4 开关、按钮、指示灯
　11.2.5 e?2prom中微代码的修改
　11.3 运算器组成实验
　11.4 双端口存储器实验
　11.5 数据通路实验
　11.6 微程序控制器实验
　11.7 cpu组成与机器指令的执行实验
　11.8 中断原理实验
第12章 tec-8计算机组成综合实验设计
　12.1 采用硬连线控制器的常规cpu设计
　12.2 含有阵列乘法器的alu设计
第13章 tec-8计算机系统结构综合实验设计
　13.1 采用微程序控制器的流水cpu设计
　13.2 采用硬连线控制器的流水cpu设计
第14章 tec-6计算机硬件基础基本实验设计
　14.1 tec-6模型计算机实验系统
　14.1.1 tec-6实验系统平台
　14.1.2 tec-6数据通路总框图
　14.1.3 开关、按钮、指示灯
　14.2 运算器实验
　14.3 存储器读写实验
　14.4 数据通路实验
　14.5 微程序控制器实验
　14.6 tec-6模型计算机的测试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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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章 tec-soc片上系统单片机基本实验设计
　15.1 soc单片机c8051f020实验平台
　15.1.1 tec-soc片上系统单片机实验装置总框图
　15.1.2 soc单片机实验装置能够完成的基本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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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Page 7



《计算机硬件基础实验教程》

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教学实验中使用的计算机通常是个人计算机（PC）。在计算机上通过电子设计自动化
（Electronic Design Automation，EDA）工具，编写实验方案，然后通过编译、连接等步骤将实验方案
变成代码，最后下载到实验台上的可编程逻辑器件中，将可编程逻辑器件变成一个能完成设计功能实
验部件。比如在控制器设计实验中，首先在计算机上编写控制器设计方案，经过编译、连接后下载到
实验台上的可编程逻辑器件中，这时该可编程逻辑器件就变成了一个能完成控制器功能的部件。计算
机在实验中还有其他一些功能，如在线改变实验台上Ez PROM中的代码，通过和实验台进行通信对实
验过程进行监测、显示实验结果等。教学实验中使用的计算机主要是台式机，也有的使用笔记本电脑
。现在市面上出售的个人计算机，比如联想、戴尔（Dell）等公司生产的计算机，都能满足实验要求
。2.2教学实验设备国内外有许多厂家生产用于大学计算机硬件教学实验的设备。这些教学实验设备各
有特点，能满足目前国内计算机硬件教学实验的要求。本章介绍的4种教学实验设备其共同特点是模
型计算机采用了8位模型机，简单而实用。判断一个设备的优劣不是根据实验设备的复杂程度，而是
看是否满足教学实验的需求。不能认为16位模型机就一定比8位模型机先进。我们知道，商用的PC比
国内的任何一款实验设备的模型计算机技术指标都先进，但是直接用PC做计算机硬件教学实验设备显
然是不合适的。在计算机组成原理课程的教学中，最重要的是让学生通过实验真正了解计算机的整机
工作过程，掌握计算机工作原理。从这一点考虑，选用一个比较简单但是功能齐全的模型计算机是合
适的，它有助于学生对计算机整机工作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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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计算机硬件基础实验教程(第2版)》为北京市高等教育精品教材重点立项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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