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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组成与结构》

内容概要

《清华大学计算机系列教材:计算机组成与结构(第5版)》共分12章。第1章—第10章主要论述计算机的
基本组成原理和结构，内容包括数制和码制，基本逻辑部件，构成计算机系统的中央处理器（CPU）
、存储器系统以及输入输出（I/O）系统等。第11章讨论了计算机系统和基于互联网的应用。第12章介
绍了计算机硬件技术的发展及其实施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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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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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运算 3.5.2 浮点数的乘除法运算 3.6 运算部件 3.7 数据校验码 3.7.1 奇偶校验码 3.7.2 海明校验码 3.7.3 循
环冗余校验（CRC）码 习题 第4章 主存储器 4.1 主存储器分类、技术指标和基本操作 4.2 读／写存储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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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精简指令系统计算机（RISC）和复杂指令系统计算机（CISC） 5.5.1 CISC的特点 5.5.2 RISC的产生
与发展 5.5.3 RISC的特点 5.6 指令系统举例 5.6.1 SPARC的指令系统 5.6.2 Pentium微处理器指令系统 5.7机
器语言、汇编语言和高级语言 习题 第6章中央处理器 6.1控制器的组成 6.1.1控制器的功能 6.1.2控制器的
组成 6.1.3指令执行过程（运算器与控制器配合） 6.2微程序控制计算机的基本工作原理 6.2.1微程序控
制的基本概念 6.2.2实现微程序控制的基本原理 6.3微程序设计技术 6.3.1微指令控制字段的编译法 6.3.2
微程序流的控制 6.3.3微指令格式 6.3.4微程序控制存储器和动态微程序设计 6.3.5微程序设计语言 6.4硬
布线控制的计算机 6.4.1时序与节拍 6.4.2操作控制信号的产生 6.4.3硬布线控制器的组成 6.4.4硬布线控制
逻辑设计中的若干问题 6.4.5控制器的控制方式 6.5流水线工作原理 6.6 CPU举例 6.6.1 RISC的CPU  6.6.2
Pentium微处理器 6.7计算机的供电 习题 第7章存储系统 7.1存储系统的层次结构 7.2高速缓冲存储器
（cache） 7.2.1 cache工作原理 7.2.2 cache组织 7.2.3多层次cache 7.3虚拟存储器 7.3.1 主存一辅存层次信息
传送单位和存储管理 7.3.2页式虚拟存储器 7.3.3段页式虚拟存储器 7.3.4虚拟存储器工作的全过程 7.3.5存
储管理部件（MMU） 7.4相联存储器 7.5存储保护 习题 第8章辅助存储器 8.1磁表面存储器的种类与技
术指标 8.2磁记录原理与记录方式 8.2.1磁记录原理 8.2.2磁记录介质与磁头 8.2.3磁记录方式 8.3磁盘存储
器 8.3.1磁盘存储器的种类及基本结构 8.3.2硬磁盘驱动器（HDD）及硬磁盘控制器（HDC） 8.3.3磁
盘cache 8.3.4磁盘阵列存储器 8.4磁带存储器 8.4.1磁带机的结构 8.4.2循环冗余校验码（CRC） 8.4.3磁带
机的进展情况 8.5光盘存储器 8.5.1光盘存储器种类 8.5.2光盘存储器的组成和读写原理 8.6 固态盘 习题 
第9章输入输出（I/O）设备 9.1外部设备概述 9.2输入设备 9.2.1键盘 9.2.2光笔、图形板和画笔（或游动
标）输入 9.2.3 鼠标、跟踪球和操作杆输入 9.2.4触摸屏 9.2.5图像输入设备（摄像机、摄像头和数码相
机） 9.2.6条形码 9.2.7光学字符识别（OCR）技术和语音文字输入系统 9.3输出设备——显示器 ⋯⋯ 
第10章 输入输出（I/O）系统 第11章 计算机系统和基于互联网的应用 第12章 计算机系统硬件技术的发
展及其实施基础 习题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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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1）与μPC的位数相等。可以从控制存储器的任一单元取微指令。 （2）比μPC
短。考虑到转移点在μPC附近，或者在控制存储器的某区域内，所以由原来的>PC的若干位与BAF组
合成转移微地址。BAF的值称为增量。 第一种情况，转移灵活，但增加了微指令的长度；第二种情况
，转移地址受到限制，但可缩短微指令长度。 2.多路转移方式 一条微指令存在多个转移分支的情况称
为多路转移。 在执行某条微指令时，可能会遇到在若干个微地址中选择一个作为后继微地址的情况，
最明显的例子是根据操作码产生不同的后继微地址。实现此功能的电路通常是由PROM（可编程序只
读存储器）组成的，也有把它称为MAPROM（映像只读存储器）的。该存储器的特点是以指令的操
作码作为地址输入，而相应的存储单元内容即为该指令的第一条微指令的入口地址。该存储器的容量
等于或略大于机器的指令数，所以容量小，速度快。 另外，在计算机中，有时要根据某些硬件状态来
决定后继微地址，属于这些状态的可以是根据运算结果所置的标志位（N、Z、V、C）、计数器状态
、数据通路状态等。根据一种状态（非0即1）来决定微地址可以有两种情况，即两路转移；而根据两
种状态来决定微地址可以有4种情况，即四路转移。微程序设计实践表明，实现两路转移的情况居多
，其次是四路转移，向更多路方向转移的情况就比较少见。两路转移只涉及微地址的一位；四路转移
涉及微地址的两位，一般就定在微地址的最后两位，也就是说当执行转移微指令时，根据条件可转移
到四个微地址中的一个，这4个微地址的高位部分相等，仅是最低两位不同。实现多路转移可减少微
程序的长度，对于一般条件转移微指令（相当于两路转移）来说，需要两条微指令来完成上述四路转
移的功能。 3.微中断 微中断与程序中断的概念相似，在微程序执行过程中，一旦出现微中断请求信号
，通常在完成现行指令的微程序后响应该微中断请求，这时中止当前正在执行的程序，而转去执行微
中断处理程序，微中断请求信号是由程序中断请求信号引起的。 设计人员在进行微程序设计时，已安
排好微中断处理程序在控制存储器的位置，因此该微程序段的入口地址是已知的。当CPU响应微中断
请求时，由硬件产生微中断程序的入口地址。当中断处理完毕后，再返回到原来被中断的程序。这也
是产生后继微地址的一种情况。 6.3.3微指令格式 微指令的格式大体上可分成两类，一是水平型微指令
；二是垂直型微指令。 微指令的编译法是决定微指令格式的主要因素，在设计计算机时考虑到速度和
价格等因素采用不同的编译法，即使在一台计算机中，也有几种编译法并存的局面存在。 1.水平型微
指令 在6.2节中所介绍的例子即是采用直接控制法进行编码的，属于水平型微指令的典型例子，其基本
特点是在一条微指令中定义并执行多个并行操作微命令。在实际应用中，直接控制法、字段编译法（
直接、间接编译法）经常应用在同一条水平型微指令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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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清华大学计算机系列教材:计算机组成与结构(第5版)》可作为理工科大学生学习“计算机组成与结
构”课程或“计算机组成原理”课程的教材，也可供计算机研发和应用领域的工程技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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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因为一直喜欢自学，能看书解决都看书。但是这本书给我的印象并不好，出错的比较多，有时候
看着看着一直弄不懂很生气（有些书上并没阐明，有些好像是打字时的错误），百度了才知道并不是
自己理解能力有问题。作为教材，而且是第5版了，实在有点失望。
2、内容还不错，书是正版。值得购买，价格有点高。
3、是教材，很好。学习要用的。很实用。
4、上课用到的教材,基本没翻过
5、不好
6、书确实是好书，但一没电子技术基础，二没老师导读，实在看不懂，在网上找组成原理的视频吧
。
7、质量很好，讲解详细。
8、帮朋友买的书，具体咋样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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