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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计算机组成”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的核心课程。
《高等学校计算机类课程应用型人才培养规划教材：计算机组成与结构》全面、系统地介绍了计算机
的组成与结构，以及当代计算 机新技术。
具体内容包括计算机系统概论、运算方法和运算部件、指令系统、控制器部件、存储系统、输入/输出
（I/O）设备、输入/输出（I/O）系统、流水线技术、多核技术、并行计算机体系结构等。
《高等学校计算机类课程应用型人才培养规划教材：计算机组成与结构》可作为计算机及相关专业本
科生“计算机组成” 或“计算机体系结构”课程的教科书，也可作为计算机学科及相关领域工程 技
术人员的参考书。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计算机组成与结构>>

书籍目录

第1章 计算机系统概论 1.1计算机的发展历程 1.2计算机的硬件 1.2.1 计算机硬件的组成 1.2.2计算机的工
作过程 1.3计算机的软件 1.3.1计算机系统软件 1.3.2计算机应用软件 1.4计算机系统的层次结构 1.4.1 从硬
件角度划分计算机系统 1.4.2从软件角度划分计算机系统 1.5计算机的性能指标 1.5.1 吞吐量和响应时间
1.5.2 CPU时钟周期和主频 1.5.3每条指令平均时钟周期数CPI和CPU执行时间 1.5.4 MIPS和MFLOPS 1.5.5
性能评测 本章小结 习题 第2章 运算方法和运算部件 2.1运算器部件 2.1.1 加法器 2.1.2 串行加法器与并行
加法器 2.1.3 算术逻辑单元 2.2定点数加减运算 2.2.1 定点数的表示方法 2.2.2补码加减法 2.2.3 溢出及判别
方法 2.3二进制乘法运算 2.3.1原码一位乘法 2.3.2 补码一位乘法 2.3.3补码二位乘法 2.4二进制除法运算
2.4.1 原码一位除法 2.4.2补码一位除法 2.5 浮点数的运算方法 2.5.1 浮点数的表示方法 2.5.2浮点加减法运
算 2.5.3 浮点乘除法运算 本章小结 习题 第3章指令系统 3.1 指令系统概述 3.1.1 指令系统的发展 3.1.2 完
善的指令系统应达到的要求 3.2指令格式概述 3.2.1 指令格式 3.2.2指令操作码的扩展技术 3.2.3 指令长度
与字长的关系 3.3数据表示 3.4 寻址方式 3.4.1 隐含寻址 3.4.2立即数寻址方式 3.4.3 直接寻址方式 3.4.4寄
存器寻址方式 3.4.5 间接寻址方式 3.4.6 变址寻址方式 3.4.7相对寻址方式 3.4.8基址寻址 3.5指令的分类
3.5.1 数据传送指令 3.5.2 算术逻辑运算指令 3.5.3 移位指令 3.5.4字符串处理指令 3.5.5转移类指令 3.5.6 堆
栈及堆栈操作指令 3.5.7输入／输出（I／O）指令 3.5.8浮点运算指令 3.5.9 向量与多处理机指令 3.5.10控
制指令 3.6精简指令系统计算机 3.6.1 CISC与RISC 3.6.2 RISC的特点 3.7 汇编语言编程基础 3.7.1 汇编语言
语句行的构成 3.7.2 汇编语言源程序的结构 3.7.3 汇编语言程序设计的方法 本章小结 习题 第4章 控制器
部件 4.1 计算机中的控制器 4.1.1 控制器的功能 4.1.2控制器的组成 4.2硬布线控制的计算机 4.2.1 组合逻
辑控制信号的产生 4.2.2操作控制信号产生的一般方法 4.2.3硬布线控制逻辑设计过程 4.3 微程序控制计
算机 4.3.1 微程序控制的基本概念 4.3.2 实现微程序控制的基本原理 4.3.3微程序设计技术 4.3.4硬布线控
制与微程序控制的比较 4.4 Pentium微处理器 4.5控制器的控制方式 本章小结 习题 第5章 存储系统 5.1 存
储器与存储系统概述 5.1.1 存储器分类 5.1.2存储系统的层次结构 5.2 主存储器 5.2.1 主存储器的主要技术
指标 5.2.2读／写存储器 5.2.3 非易失性半导体存储器 5.2.4 半导体存储器的组成与控制 5.3并行存储器
5.3.1 单体多字并行存储器 5.3.2多体交叉存储器 5.4高速缓冲存储器 5.4.1 cache工作原理 5.4.2 cache的一
致性问题 5.4.3 cache组织 5.5虚拟存储器 5.5.1虚拟存储器概述 5.5.2段式虚拟存储器 5.5.3 页式虚拟存储器
5.5.4段页式虚拟存储器 5.6存储保护 本章小结 习题 第6章 输入，输出（I／O）设备 6.1外部设备概述 6.2
常用输入设备 6.2.1 键盘 6.2.2 图形板 6.2.3 鼠标 6.2.4 触摸屏 6.2.5 图像输入设备（摄像机和数码照相机）
6.2.6手写输入 6.3显示器设备 6.3.1 显示设备种类 6.3.2 显示技术中的有关术语 6.4打印设备 6.4.1 点阵针
式打印机 6.4.2激光打印机 6.4.3喷墨打印机 6.4.4热转印打字机 6.4.5打印机的发展趋势 6.5辅助存储器
6.5.1 磁表面存储器技术指标 6.5.2 磁记录原理与记录方式 6.5.3硬磁盘存储器 6.5.4光盘存储器 本章小结 
习题 第7章 输入／输出（I／O）系统 7.1 输入／输出（I／O）系统概述 7.1.1 输入／输出设备的编址
7.1.2 I／O接口基本功能 7.2 程序直接控制输人／输出方式 7.3 程序中断输入／输出方式 7.3.1 有关中断
的一些概念 ⋯⋯ 第8章 流水线技术 第9章 多核技术 第10章 并行计算机体系结构 参考文献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计算机组成与结构>>

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①指令系统庞大，如VAX Ⅱ／780有303条指令，这就需要多种寻址方式、指令格式
和指令长度，增加了硬件的复杂性，且正确性难以得到保证。
 ②由于许多指令操作繁杂，因而需增加机器周期，这就降低了指令的执行速度。
 ③由于指令系统庞大，使得高级语言编译程序选择目标指令的范围很大，从而难以优化编译生成真正
高效的机器语言程序，也使编译程序本身太长，太复杂。
 ④机器执行程序时，各种指令出现的频度相差悬殊，在程序中占指令系统20％的简单指令的使用频度
却达80％，而在微程序控制的计算机中，占指令总数20％的最复杂的指令却占用了控制存储器容量
的80％。
 为了克服CISC结构的缺点，使计算机结构变得简单、合理、有效，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了RISe技术的
研究，特别是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RISe Ⅰ和RISe Ⅱ机、斯坦福大学的MIPS机的成功研制对RISC
的诞生和发展起了重大的作用。
 3.6.2 RISC的特点 精简指令系统计算机的设计目标是通过简化指令使计算机的结构更加简单，更加合
理，更加有效。
在指令系统简化后，计算机的结构自然趋于简单。
RISC在此基础上，既继承了CISC的优点，又克服了CISC的缺点，从而使计算机的运算速度更快，其
实现途径是减小指令的执行周期数。
 1.RISC主要特点 ①设计指令系统时，选择一些使用频率较高的简单指令，并补充一些很有用但不复杂
的指令。
 ②指令的长度固定，指令格式种类少，寻址方式种类少。
 ③只有存数／取数指令访问存储器，其余指令的操作都在寄存器之间进行，CPU中配置的寄存器的数
量相当多。
 ④以硬布线控制为主，不用或少用微程序控制。
因为微程序虽然便于增加或修改指令，使机器有较大的灵活性和适应性，但对微程序的解释和执行很
难在一个机器周期中完成。
 ⑤采用流水线技术、超级标量及超级流水线技术，使得指令的平均执行时间小于等于一个机器周期，
而在单指令流计算机中，要在一个机器周期内完成这些操作简直是不可能的。
 ⑥采用高速缓存结构，扩展存储器的带宽，使之能满足向流水线源源不断地输送指令的需要。
 ⑦采用优化的编译程序，使之有效地支持高级语言程序。
RISC指令集的简化使得CPU执行同样一个程序所需的指令数虽比CISC的CPU所需的指令要多，但可通
过优化编译程序和其他方法减少指令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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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高等学校计算机类课程应用型人才培养规划教材:计算机组成与结构》可作为计算机及相关专业本科
生“计算机组成”或“计算机体系结构”课程的教科书，也可作为计算机学科及相关领域工程技术人
员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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