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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997年，《计算科学导论》正式出版前，曾在内部印刷了几百册作为试用讲义。
其中，有几十本赠送给了一些学校和好友。
那一年，全国有若干所高等学校计算机科学系（专业）采用这本讲义作教材、教学参考书或供教师讨
论。
1998年初，《计算科学导论》由科学出版社正式出版。
两年以后，《计算科学导论（第二版）》出版发行。
这次的修改本将成为《计算科学导论》的第三版。
承上海交通大学侯文永教授的推荐，该校姚天防副教授采用了本书并承担了授课任务。
姚老师是一个认真、严谨的学者，他花了很多时间备课，增加了一：一些本书没有的内容，一共讲
了18个学时，完成了预定的教学任务。
课程结束前，每一个学生就此写出一篇读书报告，内容包括对学习课程的心得和对教材的批评意见。
从姚老师的来信和寄来的8个同学的文章看，内容反映了来自不同中学、地区、家庭背景的学生对本
课程和教材的真实感受。
这些来自教学第一线的真实的试验反馈信息，无论是热情赞赏的还是中肯的批评意见，都极大地鼓舞
我并使自己坚信正在进行的教学改革方向的正确性。
我由衷地感谢侯老师、姚老师和他们的学生们为《计算科学导论》再版提供的重要修改意见。
湖南大学教授张大方博士，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孟永良教授，汕头大学于津副教授，河北石家庄经
济学院刘坤起副教授对我十分信任，他们在没有看到样书的情况下，毅然决定从1997年起使用本书作
为教材。
湖南大学甚至在暑期的计算机短训班和专科学生中也使用了本教材。
而且，据我所知，不少学校至今仍在沿用这本教材。
同样对我十分信任的还有哈尔滨工业大学（现在北京工业大学任教）的蒋宗礼教授，华侨大学的张全
伙教授和陈永红副教授，贵州大学的陈笑蓉副教授，石家庄铁道学院的梁新来教授，他们也都是在没
有看到样书而仅仅得知教材概要的情况下，就决定购买《计算科学导论》作为教学参考书或教材。
同行的信任使我深受感动，他们中一些带着对教材诚恳批评意见的来信更令我肃然起敬，中国计算机
科学教育事业和科学研究事业尤其需要一大批热心的参与者和勇于实践、探索的先锋！
本书出版后，我曾应邀回到母校贵州大学，为计算机科学系1998年入学的新生讲解了8个学时，不包括
布尔代数部分。
这次试讲使我有机会深刻反省教材中的不足之处，为今天的修改和再版写下了许多笔记。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计算科学导论>>

内容概要

　　本书是我社出版的《计算科学导论》一书的第三版。

　　本书基于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一级学科（简称计算科学）人才培养科学理论体系，按照学科系列教
材一体化设计的纲要，从科学哲学的角度出发，系统地介绍了计算机科学的定义、特点、范畴、形态
、历史渊源、发展变化、知识组织结构和分类体系，学科专业培养模式和课程体系等内容，并以学科
方法论为切入点，系统地介绍了计算科学的基本问题、学科形态、核心概念、典型方法、典型实例、
学科基本工作流程方式等科学哲学范畴内学科范型的内容，系统阐述了计算科学发展的特点、规律，
以及学科教学和人才成长的内在规律。
全书概念清楚，内容丰富，其高级科普的深度定位，通俗流畅的语言文字，深入浅出的描述和严谨的
构思设计有助于读者比较全面地了解计算科学，认识计算科学和学习计算科学。

　　本书可作为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计算机科学导论课程的教材或教学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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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利用“与”、“或”、“非”门电路进行有机的组合，可以设计出很复杂的数字逻辑电路。
这些电路可以是执行算术运算的加法器，也可以是执行控制任务的触发器，还可以是用于信号加密和
解密的通信密码电路。
各种单一功能的数字逻辑电路再进行合理的、有机的结合，就有可能形成具有多种复杂配套功能的数
字系统。
目前，电子数字计算机的设计主要采用的是这种电子技术。
一台计算机是复杂的，因为它涉及到很多功能部件。
众所周知，一台计算机有很多指令，这些指令的执行是通过电路来实现的，这就涉及到用数字电路来
进行数字系统的逻辑设计。
早期，数字系统的设计是用分离元件的某种组合来实现的，其结果是机器的体积很大，速度不快。
采用硅片作主要材料将一组数字逻辑电路做在硅片上的半导体集成电路技术是一大发明。
随着微电子技术的迅速发展和微处理器的广泛应用，数字系统的设计从应用小规模集成电路进行组合
发展到直接用大规模集成电路和超大规模集成电路来实现。
其结果是计算机体积愈来愈小，速度越来越快。
在这里，我们谈到了用电路宋实现简单的数学运算。
从图灵机与计算理论可知，实际上，一种抽象的计算机只需要很少几种基本运算指令就可以有强大的
计算能力，其他一些指令只是从使用方便的角度提出宋的，它们并不能增强机器的计算能力。
至于这种计算能力用什么技术来表现，则完全取决于当时社会的工业技术发展水平，取决于成本和效
率这两个基本因素，对用户来说也就是大家购买商品时常常考虑的性能价格比。
例如，存储程序式计算机可以用机械技术制造，也可以用电子技术制造，将来甚至可能使用其他新技
术制造。
由于电子技术在成本、效率（速度和精度）上远远超过了机械装置，因此，在发展中，机械式计算机
必然会被电子计算机所取代。
又如，一个计算过程，既可以用高级语言描述的程序来实现，也可以用电路来实现。
这就是说，电子技术和程序技术只是计算科学的两种基本的技术形式。
由此可见，真正构成计算科学基本的、核心的内容是围绕计算而展开的大量带有规律性的知识，而不
是具体的实现技术。
因为，在将来，我们完全可能发展一种能表示二进制数及其运算的新技术，它比今天的微电子技术精
度更高，生产价格更便宜。
如果真是那样，这种技术就可能取代微电子技术在计算科学中的地位。
近年来科学研究的发展已显现出一些很有希望但尚不成熟的技术，如光电子技术，金属表面处理技术
等。
当然，程序技术在可预见的将来尚不太可能被别的技术所代替，原因是它与各种应用相联系，而且在
形式上易于反映能行性这一本质的计算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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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计算科学导论(第3版)》由科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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