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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和南京大学优秀教学成果。
全书系统介绍计算机组成和系统结构的基本概念、工作原理、设计方法和当前的新技术与发展趋势。
第1，2章为基础部分，介绍计算机的基本构成、数据的表示方法；第3～9章详细介绍运算器、存储器
、控制器、输入和输出等部件的构成、功能及相关算法；第10章介绍计算机硬件技术的发展。
本书内容简明精炼，实例丰富，原理讲解透彻，各章配有习题，并为任课教师免费提供电子课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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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计算机组成与结构(第3版高等学校规划教材)》(作者徐福培)是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
教材和南京大学优秀教学成果，是作者多年教学经验的结晶。
随着计算机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计算机组成与结构》一书作为计算机学科的基础教材，如何在讲
述清楚计算机组成与结构原理的基础上，尽可能地介绍一些计算机硬件与结构方面的新技术，以便让
学生在掌握计算机基础理论知识的基础上，了解计算机技术发展的新动向，是我们这些多年来从事本
门课程教学的教师们的共同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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