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计算机组成原理》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计算机组成原理》

13位ISBN编号：9787111267447

10位ISBN编号：7111267443

出版时间：2009-6

出版社：机械工业出版社

页数：276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111.com

Page 1



《计算机组成原理》

前言

　　作为一个工科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的教育工作者，本书的主要作者教过许多门硬件方面的课程
，用过许多教材，在获益匪浅的同时，总感到有些不足，那就是许多教材存在的冗余较多。随着近年
来新课程的进一步增多，每门课所给的课时也越来越少，使这个问题显得尤为突出。除此之外，就是
教材与本门课程的相关课程呼应较少，造成教材的不必要重复。为此，编写一本适用于计算机科学与
技术专业和相近专业大学本科生的“计算机组成原理”教材，是编者们多年的夙愿。　　本教材注意
到了相关课程的设置，前导课程“数字电路”的内容这里不再讲授。后续课程“计算机系统结构”的
内容这里不重点讲授。第1～6章是基本内容，第7～9章是取舍内容，第10章是阅读内容。后续课不开
“微机原理与接口”课的学校可讲第8章和第9章；要求高的学校可以讲授第7章。第7章讲述一个模型
计算机的设计实例，是本教材的特色，这是作者所在学校教师多年来进行计算机组成原理实践教学的
成果总结，是学生实验的实用电路。读者可以在所学知识的基础上，自己动手组成一台教学模型计算
机进行实验，更加深入地理解计算机组成原理。　　为了使读者更好、更快地学懂计算机组成原理，
本教材精选了与教材内容配套的习题，供读者练习。　　参加本教材编写的都是讲授本课程的一线教
师，其中，第6章、第8～10章由耿恒山编写；第1章、第5章由张军编写；第2章、第3章由田红丽编写
；第7章由刘肃编写；第4章由董永峰编写；第6章、第8章、第9章的插图由翟艳东绘制，并编写了附录
；全书由耿恒山统稿。　　本书参照2009年全国硕士研究生入学统一考试计算机学科专业基础课综合
考试大纲编写，可以作为考研参考书。　　由于编者的学识水平有限，教材中总会有一些缺憾与不足
，诚挚地期望广大读者提出宝贵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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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计算机组成原理》共10章，第1～6章主要讲述计算机组成的基本原理，包括计算机系统概述、计算
机中的数据表示、运算方法与运算器、存储系统、指令系统、中央处理器等计算机组成的基本知识。
第8章、第9章讲述总线和输入输出系统，是计算机系统与外部的接口部分。第10章讲述计算机外部设
备。第7章讲述一个模型计算机的设计实例。这一章的内容是作者所在学校教师多年来进行计算机组
成原理实践教学的成果总结，是学生实验的实用电路。读者可以根据教材内容搭建一台教学模型计算
机进行实验，更加深入地理解计算机组成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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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计算机系统概述　　科学技术的发展，导致了计算机的诞生。计算机系统是一个由软件
和硬件组成的复杂的自动化设备。本章从计算机的基本概念、发展历程，计算机系统的层次结构，计
算机的工作过程等几个方面，简要地介绍计算机的概貌及工作原理。　　1.1　计算机的基本概念　
　1.1.1　电子数字计算机的基本含义　　电子数字计算机是一种不需要人的干预，能够自动连续地、
快速地、准确地完成信息存储、数值计算、数据处理和过程控制等多种功能的电子机器。电子逻辑器
件是它的物质基础，其基本功能是进行数字化信息处理，人们常称其为电子计算机或计算机。　　计
算机自问世以来，发展异常迅速，应用十分广泛。从尖端科学领域到人类社会生活，到处都可看到由
计算机所带来的深刻变化和深远的影响。不少科学家认为：计算机的发明和应用，在人类文明史中像
蒸汽机的发明一样，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　　1.1.2　计算机的特点　　快速性：由于计算机中使
用了具有高速开关性能的电子逻辑元件和“存储程序”（StoredProgram）结构原理，这两者相结合从
而获得了快速性和自动连续性。　　准确性：被计算机程序加工处理的对象，除了数值量之外，还有
语言、文字、图形、符号和音乐等各种各样的信息。这些信息在计算机中都是用数字化信息编码来表
示的，而数字化编码技术可以用增加数位的方法来保证运算和控制的极高准确性。　　逻辑性：由于
计算机中常用的数字化编码是二进制编码，便于采用逻辑函数，具有逻辑判断和处理的能力。因此，
它能把各种运算有机地组成复杂多变的计算机控制流程。　　记忆性：计算机能够自动连续地进行工
作，是因为它具有存储器。存储器能够记忆各种程序和数据，可以根据不同任务的需要，方便、灵活
地进行调用：“记忆”是实现自动化工作的关键。　　通用性：任何复杂而繁重的信息处理任务，计
算机都能把它分解为大量的基本算术运算和逻辑操作，并通过相应的指令，按先后执行的次序组成各
种程序来完成。这些程序中既有由用户编写、利用输入设备随时输入的用户程序，又有大量事先编好
的由厂商提供的常驻计算机内部的系统程序和应用程序包。这些存储于计算机中的程序，可以根据不
同任务的需要从存储器中调出来运行，而且非常灵活，易于变更，具有极大的通用性。

Page 6



《计算机组成原理》

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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