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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计算机组成原理”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的一门核心专业基础课程。
从课程地位来说，它在先导课和后续课之间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
“计算机组成原理”讲授单处理机系统的组成和工作原理，课程教学具有知识面广、内容多、难度大
、更新快等特点。
另一方面，体现课程特点的教材对于提高教学水平，培养人才质量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作者认为，一本好的“计算机组成原理”教材主要应具备：(1)基础性强，知识结构合理，为学生建立
终生知识体系打下良好基础；(2)系统性强，知识模块彼此交互，使学生能清晰地建立计算机整机概念
；(3)时代性强，及时反映前沿方向，以适应计算机科学技术快速发展的需要；(4)实践性强，理论教
学与实践教学结合，注重学生的智力开发和能力培养；(6)启发性强，结合计算机科学技术的重大进展
，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和创新意识。
《计算机组成原理》第三版于2002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全国有390多所院校用作本科生教材，也
有不少省市用作成人教育教材。
回首消逝岁月，本书第三版在人才培养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同行们给予了充分肯定，这是作者感到
聊以自慰的。
根据作者们多年从事“计算机组成原理”课程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的经验，从传授知识和培养能力的
目标出发，并结合本课程教学的特点、难点和要点，这次新版教材编写中又进行了课程体系、教学内
容、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的改革，使文字教材、多媒体CAI软件、教学课件、习题库、试题库、教学
仪器、实验设计、课程设计综合配套，力求形成“理论、实验、设计”三个过程相统一的立体化教学
体系。
理论教学计划64学时，实践教学学时单独安排。
成人教育中采用本教材的院校、非计算机专业教学中采用本教材替代“微机原理”课程的院校，可根
据各校情况调整学时或删减教学内容。
理论授课学时建议：第一章3（学时，下同），第二章10，第三章10，第四章4，第五章12，第六章5，
第七章4，第八章6．第九章4，第十章6。
杨春武、靳秀国、杨秦、于艳丽、冯一兵、祁之力、王军德、覃健诚、倪辉、刘俊荣、张振华、宗华
丽、李娇娇、王晓梅、胡文发、李贞、王坤山、肖炜、崔洪浚、高明、常培、张果桃、赵玉霞、郝静
、苏飞、昊璇、杨光辉、杨孟柯等参与了第四版文字教材、CAI软件、教学课件、习题库、试题库、
教学仪器、实验设计、课程设计等的编写和研制工作，限于版面，未能在封面上一一署名。
本书由清华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杨士强教授主审。
清华大学科教仪器厂李鸿儒教授、深圳艾雷斯科技有限公司张盛容总工为本书的出版给予了大力帮助
。
科学出版社陆新民责编为本书的出版付出了心血。
在此，作者一并向他们表示衷心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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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讲授计算机单处理机系统的组成和工作原理。
内容分12章：（1）计算机系统概论，（2）运算方法和运算器，（3）存储系统，（4）指令系统，（5
）中央处理机，（6）总线系统，（7）外围设备，（8）输入输出系统，（9）操作系统支持，（10）
安腾高性能处理机体系结构，（11）教学实验设计，（12）课程综合设计。
    本书是作者对“计算机组成原理”课程体系、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手段进行综合改革的具体
成果。
     本书特色在于将基础性、时代性、系统性、实践性、实用性融为一体，文字教材、多媒体CAI软件
、教学课件、习题答案库、自测试题库、教学仪器、实验设计、课程设计综合配套，形成“理论、实
验、设计”三个过程相统一的立体化教学体系。
全书文字流畅，通俗易懂，有广泛的适应面，是大专院校计算机系的教材，也可作为成人自学考试和
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NCRE（四级）用书。
 　　本书第三版获2002年教育部全国优秀教材一等奖，2005年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
第四版是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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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白中英，甘肃省永靖县人。
现任北京邮电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教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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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项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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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计算机系统概论计算机系统不同于一般的电子设备，它是一个由硬件、软件组成的复杂的自
动化设备。
本章先说明计算机的分类，然后采用自上而下的方法，简要地介绍硬件、软件的概念和组成，目的在
于使读者先有一个粗略的总体概念，以便于展开后续各章内容。
1.1　计算机的分类电子计算机从总体上来说分为两大类。
一类是电子模拟计算机。
“模拟”就是相似的意思，例如计算尺是用长度来标示数值；时钟是用指针在表盘上转动来表示时间
；电表是用角度来反映电量大小，这些都是模拟计算装置。
模拟计算机的特点是数值由连续量来表示，运算过程也是连续的。
另一类是电子数字计算机，它是在算盘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用数目字来表示数量的大小。
数字计算机的主要特点是按位运算，并且不连续地跳动计算。
表1.1列出了电子数字计算机与电子模拟计算机的主要区别。
电子模拟计算机由于精度和解题能力都有限，所以应用范围较小。
电子数字计算机则与模拟计算机不同，它是以近似于人类的“思维过程”来进行工作的，所以有人把
它叫做电脑。
它的发明和发展是20世纪人类最伟大的科学技术成就之一，也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水平的主要标志。
习惯上所称的电子计算机，一般是指现在广泛应用的电子数字计算机。
数字计算机进一步又可分为专用计算机和通用计算机。
专用和通用是根据计算机的效率、速度、价格、运行的经济性和适应性来划分的。
专用机是最有效、最经济和最快速的计算机，但是它的适应性很差。
通用计算机适应性很大，但是牺牲了效率、速度和经济性。
通用计算机可分超级计算机、大型机、服务器、工作站、微型机和单片机六类，它们的区别在于体积
、简易性、功率损耗、性能指标、数据存储容量、指令系统规模和机器价格，见图1.1。
一般来说，超级计算机主要用于科学计算，其运算速度在每秒万亿次以上，数据存储容量很大，结构
复杂，价格昂贵。
而单片计算机是只用一片集成电路做成的计算机，体积小，结构简单，性能指标较低，价格便宜。
介于超级计算机和单片机之间的是大型机、服务器、工作站和微型机，它们的结构规模和性能指标依
次递减。
但是随着超大规模集成电路的迅速发展，微型机、工作站等彼此之间的概念也在发生变化，因为今天
的工作站可能就是明天的微型机，而今天的微型机可能就是明天的单片机。
专用计算机是针对某一任务设计的计算机，一般来说，其结构要比通用机简单。
目前已经出现了多种型号的单片专用机及嵌人式单片机，用于测试或控制。
1.2　计算机的发展简史1.2.1　计算机的五代变化世界上第一台电子数字计算机是1946年在美国宾夕法
尼亚大学制成的。
这台机器用了18000多个电子管，占用长度超过30米的房间，重量达30吨，而运算速度只有5000次/秒。
从今天的眼光来看，这台计算机耗费既大又不完善，但却是科学史上一次划时代的创新，它奠定了电
子计算机的基础。
自从这台计算机问世60多年来，从使用的器件角度来说，计算机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五代的变化：第一
代为1946—1957年，电子管计算机。
计算机运算速度为每秒几千次至几万次，体积庞大，成本很高，可靠性较低。
在此期间，形成了计算机的基本体系，确定了程序设计的基本方法，数据处理机开始得到应用。
第二代为1958—1964年，晶体管计算机。
运算速度提高到几万次至几十万次，可靠性提高，体积缩小，成本降低。
在此期间，工业控制机开始得到应用。
第三代为1965—1971年，中小规模集成电路计算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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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靠性进一步提高，体积进一步缩小，成本进一步下降，运算速度提高到几十万次至几百万次。
在此期间形成机种多样化，生产系列化，使用系统化，小型计算机开始出现。
第四代为1972—1990年，大规模和超大规模集成电路计算机，可靠性更进一步提高，体积更进一步缩
小，成本更进一步降低，速度提高到每秒1000万次至1亿次。
由几片大规模集成电路组成的微型计算机开始出现。
第五代为1991年开始的巨大规模集成电路计算机，运算速度提高到每秒10亿次。
由一片巨大规模集成电路实现的单片计算机开始出现。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计算机组成原理>>

编辑推荐

《计算机组成原理》(第4版·立体化教材)特色：基础性、时代性、系统性、实践性、实用性、启发性
融为一体，文字教材、多媒体CAI软件、教学课件、习题答案库、自测试题库、教学仪器、实验设计
、课程设计综合配套，形成"理论、实验、设计"三个过程相统一的立体化教学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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