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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为了适应计算机技术的快速发展，“计算机组成与体系结构”课程将“计算机组成原理”与“计算机
体系结构”两门重要课程合并，作为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科的重要核心课程之一。
从课程地位来说，它在先导课和后续课之间起着承上启下和继往开来的作用。
“计算机组成与体系结构”课程的教学，具有知识面广、内容多、难度大、更新快等特点，尤其是多
核技术和并行处理技术的快速发展与应用，对本课程的内容设置提出了新的要求。
另外，体现新特点、新要求的教材对于提高课程教学水平，促进计算机学科的发展起着十分重要的作
用。
为此，我们结合多年的课程教学经验和教学需求编写了此教材，期望能为课程建设做一点工作。
在编写过程中，力争体现出如下特色：1）内容全面准确，基本概念清楚；2）注重知识的系统性，使
学生能建立计算机整机结构概念；3）注重知识结构的合理性，为进一步深入学习有关计算机后续课
程打下良好的基础；4）加强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相结合，注意学生的综合能力启发与培养；5）力图
反映新技术、新理念，以适应计算机技术快速发展的需要。
计算机科学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新思维、新技术、新器件不断问世，因而，课程教材的部分内容不
可避免会出现过时、老化，需要及时更新。
同时，学科专业教学体系和课程内容的组合与调整，也在客观上对课程教材提出了新的要求。
为此，我们决定编写适应新的课程教学的《计算机组成与体系结构》教材。
本书内容安排与中国计算机学会教育委员会、全国高等学校计算机教育研究会联合推荐的《计算机学
科教学计划1993》和《2008全国计算机专业综合考试大纲》要求是相一致的。
从传授基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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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在教材编写过
程中坚持“厚基础、宽专业、重能力”的九字方针。
所谓“厚基础”，是指教材必须具有合理的知识结构，学生必须掌握宽厚的硬件基础知识和整机概念
；所谓“宽专业”，是指拓宽专业知识的覆盖面，学生要了解相关技术的基本内容；所谓“重能力”
，是指培养学生的硬件分析、设计和调试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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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计算机组成与体系结构》系统介绍计算机组成与体系结构的基本知识。
主要内容包括：计算机中的运算方法和运算器组成、指令系统、CPU、存储系统、输入输出设备和系
统、流水线技术、并行处理技术和多核技术等。
《计算机组成与体系结构》依据课程教学的特点、难点和要点，着重“厚基础、宽专业、重能力”的
编写方针，加强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相结合，力图反映计算机组成与体系结构中的新技术、新理念，
以适应计算机技术快速发展的需要。
　　《计算机组成与体系结构》适合作为高等院校计算机及相关专业的本科生教材，也适合广大读者
学习计算机组成和体系结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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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1章 绪论本章首先从结构层次的观点，对计算机系统的基本组成进行概述，粗略地介绍硬件
、软件的概念和组成，使读者初步认识完整计算机的基本组成，并从层次结构的角度出发，对计算机
体系结构概况给出了介绍。
1.1 计算机发展与应用什么是计算机？
从其本质含义来说，就是能够协助人类完成各类数值处理的工具。
例如，人们非常熟悉的算盘，就是一种简便而优良的计算工具。
在电子计算器或者电子计算机普及之前，计算尺也是工程界广泛使用的计算工具之一。
计算尺是在木制的尺子状的材料上，印上各种刻度和数字标记，通过拉动中间可移动的部分，找出不
同位置上刻度的对应关系，来完成一次计算过程。
计算尺在科学研究、工程设计等数值计算领域曾被广泛应用，发挥了重要作用。
然而，其计算功能的专用性和较大的误差却限制了它的应用范围。
早期还有通过齿轮和拉动杆等做成的机械式计算机，也被广泛地用于完成加、减、乘、除等算术运算
，通用性较好，但运算效率仍然比较低。
现代的计算机，通常指的都是电子数字计算机，与传统的计算工具相比，从通用性、计算速度、计算
精度、数据处理的能力、实现计算的自动化程度等各个方面来看，都有了本质性的变化。
计算机是20世纪人类最重要的发明之一，它凝聚着人类长期研究和发展计算机工具与计算机技术的心
血。
其功能性能提高之快、应用领域拓展之宽、对社会发展影响之深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大大促进和提高
了人类社会发展与进步的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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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计算机组成与体系结构》是由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版发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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