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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国高等学校长期开设的“计算机文化基础”课程的内容，目前已不适应新形势下人才培养的教
学要求，亟待进行改革。
教育部非计算机专业计算机基础课程教学指导分委员会在《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校计算机基础教学的意
见》中提出了在高等学校设置“大学计算机基础”课程，将其作为非计算机专业学生计算机入门课的
指导意见。
从“计算机文化基础”到“大学计算机基础”，不是简单的课程更名，而是一项高等学校计算机基础
教育课程体系改革的重要举措。
　　根据社会信息化进程不断加速的新形势以及非计算机专业学生在计算机应用能力方面的基本要求
，计算机基础的知识结构可划分为以下四个领域：计算机系统与平台、计算机程序设计、数据分析与
信息处理、信息系统开发。
“大学计算机基础”是大学计算机基础教学的最基本课程，是大学各类非计算机专业学生必修的公共
基础课。
该课程内容涉及上面四个领域的概念性基础层次的内容，重点是计算机体系与平台（包括计算机硬／
软件系统、操作系统、网络等方面的基础知识和应用技能）的大部分内容。
根据这一改革思想，我们在原来编写的《计算机文化基础》（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一版）一
书的基础上，按照新的教学要求，对原书的结构及内容做了重大调整，编写了《大学计算机基础》一
书，作为综合性大学不同类别专业本科生的通用教材。
　　关于本书的内容及特点，有以下几点说明：　　1.根据课程教学目标的要求，本书的编写宗旨是
：强调了对计算机科学技术中的基本概念、核心概念的理解，突出了对计算机系统与平台及信息处理
能力的要求。
本书在编写上，对各部分内容的选择及安排贯穿了“讲清楚基本概念及基本思想”这条主线。
在行文上力求做到深入浅出，通俗易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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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大学计算机基础（第2版）》是根据教育部高等学校非计算机专业计算机基础课程教学指导分
委员会制订的《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校计算机基础教学的意见》的精神编写的，主要内容包括计算机系
统基础、信息的表示与计算机的运算基础、操作系统基础、计算机网络基础、数据库及信息管理技术
基础、程序设计与软件开发基础、多媒体技术基础、信息系统安全与防护技术等。
《大学计算机基础（第2版）》适用于高等学校本、专科非计算机专业学生使用，对于那些需要学习
计算机基础知识及其应用、计算机网络和Internet的读者来说，《大学计算机基础（第2版）》也是一
本很好的读物。
《大学计算机基础（第2版）》有配套的上机实习指导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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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分页存储管理方式允许进程的逻辑地址空间可以是非连续的，即把用户的逻辑地址空间分成许多
大小相等的片，称为页面或页。
相应地，将内存空间也分成若干个与页面同样大小的块，称为物理块。
内存的分配以块为单位，并允许将一个进程的若干页分别装入到多个不相邻接的物理块中。
在内存分配时，只要在内存中找到空闲的块，把相应页的内容放进去即可，每个程序可以放在不连续
的块中。
这种方法也有可能在进程的最后一页出现装不满一块的情况，而形成不可利用的碎片，这部分被浪费
的空间被称为“页内碎片”。
　　在进程运行时，为了能在内存中找到每个页面所对应的物理块，系统为每个进程建立一张页面映
射表，简称页表。
它记录了每一页在内存中所对应的物理块号，以实现从进程的逻辑页号到内存的物理块号的地址映射
。
　　页式存储管理系统中，逻辑地址到物理地址的转换是在进程执行的过程中，由硬件地址变换机构
借助于页表自动进行的。
　　由于页表是存放在内存中的，CPu每存取一条指令或一个数据，都要访问两次内存：第一次访问
内存中的页表，以得到指令或数据所在页对应的物理块号：第二次才可根据物理地址存取指令或数据
。
这使得计算机的处理速度降低近1／2。
为了提高存取速度，可在地址变换机构中，增设一个具有并行查找能力的高速缓冲寄存器，又称为“
联想存储器”或“快表”，用以存放当前被频繁访问的页面的页号和对应的页表项。
　　页的共享是将各自页表的有关表项指向同一个物理块。
页的共享可以节省内存空间。
在多道程序设计系统中，编译程序、编辑程序、解释程序、公共子程序、公用数据等都属于可共享的
内容。
　　存储保护是在页表中加上各页的访问权限，满足访问权限者才可访问。
　　（2）分段式与段页式存储管理　　往往用户在编写程序时，会分别编写主程序、子程序、过程
函数或模块，以及各种数据结构，如符号、表结构、常量、堆栈等。
在页式存储管理系统中，程序按逻辑地址空间被划分为页，完全不考虑程序内在的逻辑关系。
因此，页式存储管理会发生程序的一个逻辑段被生硬地拆开放在不同的页，而不同的逻辑段却在同一
页的情形。
从根本上说，分页管理技术完全不让用户操心，又完全不考虑用户在程序中表示的逻辑意义。
这种处理方法影响了对内存的有效管理，例如，很难处理程序运行中数据结构的动态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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