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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丛书是在全国勘察设计注册工程师管理委员会的指导下，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执业资格注册中心组
织编写的，其目的在于进一步帮助勘察设计行业广大专业技术人员更准确、更清晰地了解勘察设计注
册工程师执业资格考试对他们的科学与技术基础知识的具体要求。
新考试大纲将勘察设计注册工程师公共基础知识要求定位在“工程科学基础”、“现代工程技术基础
”和“现代工程管理基础”三个方面，其中包含理论性、方法性、技术性和知识性四个层次的基本要
求。
上述的三个方面和它们所包含的四个层次知识要求是从勘察设计注册工程师执业资格考试的角度提出
的，是对工程师执业所必须具备的基本素养的检验。
它有别于高校基础课程教学的要求，但又和他们所受教育的背景有关；它不是对应考者学历资格的重
复检验，但又必须和我国高等工程教育的状况保持必要的衔接。
从工程师公共基础知识检验的角度，编者在丛书中力图体现新考试大纲的下述基本精神：1.对理论性
问题，重基本概念描述物质世界基本规律的定理、定律，以及和从事工程设计工作的工程师们密切相
关的社会和经济运行的基本规律是人们终身收益的知识精髓，是保证工程师能够跟上科学技术的发展
，作到“与时俱进”的重要条件，工程师们必须对此具有清晰的概念和深刻的认识，要求“招之即来
，来之能用”。
对于更进一步的要求，如奇异现象解释、疑难问题处理、综合问题求解等则不做要求；2.对方法性问
题，重要领方法指的是处理问题基本的科学方法，包括数学的、物理的、力学的、化学的，以及社会
和经济等各个基础学科的基本描述与分析方法，如问题的描述与建模、模型求解、统计方法、数值计
算，映射变换，物理实验，化学分析等等。
这些普遍的科学方法也都是人们终身受益的科学精髓，工程师们对这些基本方法的核心思想必须深刻
领悟，对这些方法的基本要领必须掌握。
但不强调解题技巧、难题求解以及复杂问题的综合分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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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执业资格注册中心组编，由全国勘察设计注册工程师考试委员会主编，根
据最新修订的2009版的（勘察设计注册工程师公共基础考试大纲》同步编写的一套辅导丛书中的一本
——《电气与信息技术基础》。
本书分电工电子技术、信号与信息技术、计算机技术共三章，完全按照考试大纲要求的知识点、深度
和广度对这三门基础课进行了系统且简明扼要的阐述，并穿插了历年的有代表性考题配合讲解，以便
考生能在最短的对间内熟悉并掌握考试要点和解题诀窍，从而在繁忙的工作之余有效地抓住要点，梳
理出脉络，进行备考复习，顺利通过考试。

　　本书适合于所有全国勘察设计注册工程师各专业考试的备考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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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计算机系统是硬件和软件有机结合的整体。
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系统中的同一功能既可由硬件完成，也可由软件来实现。
从这个意义上说，硬件和软件在逻辑功能上是可以等效的。
例如：乘法、除法、浮点运算等既可以用硬件实现，也可以用程序来完成。
输入、输出管理、多媒体处理等也是可以用硬件或软件来实现的。
硬件和软件之间的功能如何分配，随着时代的不同、计算机机型不同而有所差异。
二者的合理分配可以降低系统的成本、改进系统的性能和提高系统的可靠性。
可以把软件看成是计算机系统中的程序和有关的文件的集合。
程序是软件设计人员用处理规则对计算任务、处理对象的描述。
事实上，程序是必须装入计算机的内存才能工作。
程序作为一种具有逻辑结构的信息，精确而完整地描述计算任务中的处理对象和处理规则。
这一描述还必须通过相应的实体才能体现。
记载上述信息和完成计算任务的实体就是硬件。
文件是为了便于了解、管理程序而采用的一种资料说明方式。
软件是用户与硬件之间的接口界面。
使用计算机就必须针对待解的问题拟定算法，用计算机所能识别的语言对有关的数据和算法进行描述
，即必须编写软件和进行程序设计。
用户主要是通过软件与计算机进行交往。
软件是计算机系统中的指挥者，它规定计算机系统的工作，包括各项计算任务内部的工作内容和工作
流程，并且在各项任务之间进行调度和协调工作。
软件是计算机系统结构设计的重要依据。
在设计计算机系统时，必须既要考虑软件与硬件的结构、用户的要求，又要考虑到软件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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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全国勘察设计注册工程师公共基础考试用书:电气与信息技术基础(第3册)》内含考试新大纲。
《全国勘察设计注册工程师公共基础考试用书:电气与信息技术基础(第3册)》适合于所有全国勘察设
计注册工程师各专业考试的备考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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