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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大学计算机组成原理教程(高等学校规划教材)》由李东、柏军主编，本书是哈尔滨工业大学国家优
秀教学团队教学成果。
全书共分9章，内容包括：绪论(含冯·诺依曼计算机模型、计算机的基本结构、计算机系统的分类和
性能评价等)，计算机中信息的表示与运算，处理器，总线技术，存储系统(含Cache和虚拟存储器)，
控制器，8086／8088汇编语言程序设计，计算机外部设备，输入／输出接口(含中断系统)。
附录给出了图灵机模型、数制及其转换、相联存储器等内容。
本书贯穿“计算思维”的思想，内容深度适宜，与技术发展保持同步；行文流畅，深入浅出，内容涵
盖了计算机组成与汇编语言程序设计的主要内容。
例题覆盖2009—2012年计算机专业硕士研究生入学全国统一考试全部试题，并给出了详尽解答，实用
性强。
本书为任课教师免费提供教学课件等资源。

《大学计算机组成原理教程(高等学校规划教材)》可作为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物联网工程
、信息与计算科学等专业的“计算机组成原理”、“微机原理”、“计算机组成原理与汇编语言程序
设计”等课程教材，也可供参加计算机专业硕士研究生入学全国统一考试的考生和计算机相关行业的
工程技术人员及其他自学者学习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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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 计算机的基本组成
 1.3.2 计算机体系结构、组成与实现
 1.3.3 计算机系统的层次结构
 1.4 计算机系统的分类
 1.4.1 综述
 1.4.2 弗林分类法
 1.5 计算机系统的性能评价
 1.6 微处理器与微型计算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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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面向存储与传输的数据编码
 习题2
第3章 处理器
 3.1 处理器的指令集
 3.1.1 概述
 3.1.2 指令的操作码与操作数
 3.1.3 寻址方式
 3.1.4 指令的基本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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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5 指令的格式
 3.1.6 面向多媒体数据处理的增强指令
 3.2 处理器的组成与工作过程
 3.2.1 处理器的基本功能和基本组成
 3.2.2 计算机的工作过程
 3.2.3 采用流水线技术的处理器
 3.3 从CISC到RISC
 3.3.1 RISC产生的背景
 3.3.2 RISC的定义
 3.3.3 指令级并行ILP技术
 3.4 Intel 80x86系列微处理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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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2 Intel 80286，80386和80486微处理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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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总线技术
 4.1 概述
 4.2 总线的设计与实现
 4.3 总线控制
 4.3.1 总线仲裁
 4.3.2 总线通信控制
 4.4 总线的性能指标
 4.5 总线标准
 4.5.1 微型计算机系统总线标准
 4.5.2 微型计算机局部总线标准
 4.5.3 I/O总线标准举例
 习题4
第5章 存储系统
 5.1 存储器的分类与性能评价
 5.1.1 存储器的分类
 5.1.2 存储器的性能评价
 5.2 存储器访问的局部性原理与层次结构的存储系统
 5.2.1 存储器访问的局部性原理
 5.2.2 层次结构的存储系统
 5.3 半导体存储器
 5.3.1 随机访问存储器RAM
 5.3.2 只读存储器ROM
 5.4 主存储器
 5.4.1 主存储器组成
 5.4.2 提高主存储器访问带宽的方法
 5.4.3 奔腾微机主存储器组成
 5.4.4 存储芯片的发展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大学计算机组成原理教程>>

 5.5 高速缓冲存储器Cache
 5.5.1 Cache的工作原理
 5.5.2 地址映像与变换
 5.5.3 替换算法
 5.5.4 写入策略
 5.5.5 二级Cache与分裂型Cache
 5.5.6 Cache的性能评价
 5.6 虚拟存储器
 5.6.1 多道程序下的内存管理
 5.6.2 段式存储管理
 5.6.3 页式存储管理
 5.6.4 页式虚拟存储器
 习题5
第6章 控制器
 6.1 控制器概述
 6.2 硬联控制方式控制器的工作原理
 6.3 微程序控制方式的控制器工作原理
 习题6
第7章 8086/8088汇编语言程序设计
 7.1 引言
 7.2 顺序结构程序设计
 7.3 分支结构程序设计
 7.4 循环结构程序设计
 7.5 字符串操作程序设计
 7.6 宏、条件汇编与重复汇编
 7.7 子程序设计
 7.8 8086/8088微处理器的其他指令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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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章 计算机外部设备
 8.1 输入设备
 8.1.1 键盘
 8.1.2 鼠标
 8.2 输出设备
 8.2.1 阴极射线管显示器
 8.2.2 平板显示器
 8.2.3 打印机
 8.3 辅存设备
 8.3.1 硬盘
 8.3.2 光盘
 习题8
第9章 输入/输出（I/O）接口
 9.1 I/O技术的发展
 9.2 I/O接口的组成与工作原理
 9.3 中断系统
 9.3.1 中断的处理过程
 9.3.2 中断屏蔽
 9.3.3 中断控制器8259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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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4 8086/8088微处理器的中断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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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C 数制及其转换
附录D EBCDIC码
附录E 8086/8088指令格式
附录F 相联存储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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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3.4.3 Intel Pentium系列微处理器 1.Pentium（奔腾）和Pentium Pro（高能奔腾）微处
理器 80286，80386和80486在市场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为了延续“摩尔定律”的神话，Intel公司
于1993年推出了它的第五代微处理器——Pentium（奔腾）微处理器。
 在组成结构上，Pentium具有如下特点： （1）超标量流水线结构。
Pentium设置了两条独立的整数流水线——U流水线和V流水线。
它们分别拥有自己的ALU，这样Pentium就可以同时执行两条互不相关的指令。
理想情况下，每条流水线在一个时钟周期内可以流出一条简单的整数指令，整个系统在一个时钟周期
内可以流出两条简单的整数指令。
 （2）片内高速缓存Cache。
为了满足两条整数流水线对取指令和取操作数的需求，Pentium设置了基于哈佛结构的片内高速缓存。
具体来说，就是在内部设置了8KB的指令Cache和8KB的数据Cache。
 （3）转移预测。
Pentium内部设有两个长度皆为32字节的预取指令队列，并通过一个转移目标缓冲存储器（Branch
Target Buffer，BTB）来保存以往的转移目标地址。
在遇到转移指令时，借助BTB来预测是否发生转移以及转移到哪一个分支，预测的根据是先前曾使用
的分支将会再度使用。
如果BTB预测不发生转移，则一个指令队列继续进行指令的预取，否则另一个指令队列根据预测的分
支进行指令的预取。
因此，无论转移是否发生，所需要的指令都已事先预取到指令队列中。
 如果BTB预测正确，则指令流水线正常执行， 否则Pentium在刷新流水线后取来正确的指令执行，这
一过程可能会产生3个以上时钟周期的延迟。
 与其他转移预测方案相比，Pentium的BTB对程序员是透明的，即不需要改写现有程序，程序员在编程
时也无须考虑转移预测。
 （4）高性能的浮点处理单元。
Intel公司在80486中内置了浮点运算协处理器，而Pentium又在80486的基础上更进了一步。
Pentium的浮点处理单元拥有自己的浮点寄存器组、浮点加法器和浮点乘／除法器，在一个时钟周期内
就可以向它的8级指令流水线发出一条浮点指令。
 （5）增强的64位数据总线。
Pentium把数据高速缓存与总线部件之间的数据总线扩展为64位，并采用总线周期流水线技术来提高总
线的带宽，它可以使两个总线周期同时进行。
Pentium还支持突发式读周期和突发式回写周期操作。
 （6）支持构建对称多处理器系统。
对称多处理器系统指利用多个相同的微处理器来构建一个高性能的并行计算机。
这样的并行计算机所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是，多个局部Cache与共享主存之间的数据一致性。
Pentium在设计上考虑了这方面的需求，支持常用的数据一致性协议NIESI。
 （7）错误检测和功能冗余校验。
Pentium增加了以往只在大型计算机上使用的错误检测和功能冗余校验技术，以保证计算机网络的数据
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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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高等学校规划教材:大学计算机组成原理教程》可作为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物联网工程、
信息与计算科学等专业的“计算机组成原理”、“微机原理”、“计算机组成原理与汇编语言程序设
计”等课程教材，也可供参加计算机专业硕士研究生入学全国统一考试的考生和计算机相关行业的工
程技术人员及其他自学者学习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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