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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作为“21世纪大学本科计算机专业系列教材”，遵照本系列教材编委会评审组专家的意见，本书
包括了数字电路与逻辑设计、计算机组成、计算机体系结构3部分内容。
本书读者对象主要是学习计算机课程的大学本科生，包括计算机系的学生、软件学院的学生和非计算
机专业选修计算机课程的学生。
可以根据不同的课程安排和教学要求，合理分配本教材中3部分内容的课时比例。
对于课前未学习过数字电路内容，课后也不学习计算机体系结构课程的教学安排，总的教学学时约
为60～80。
全书共分13章。
其中，第1章和第2章属于基础内容，约占课程总量的10%；第3章至第11章是课程的主体部分，约占课
程总量的70%，主要是计算机组成方面的知识，分析和讨论基本计算机系统各个部件的组成；第12章
和第13章主要属于计算机体系结构方面的内容，是课程的提高部分，约占课程总量的20%，重点介绍
提高计算机系统性能的主要概念与各种可行思路。
本书若作为计算机组成原理课程的教材，重点讲解第3章至第11章中的知识，第2章、第12章和第13章
可作为学生选读内容。
　　教学内容具体安排如下。
　　第1章是全书内容的概述部分，简要介绍计算机组成与体系结构的基本概念，从实现功能的角度
来说明计算机硬件系统的基本组成，从功能和层次的观点来讲解计算机组成与体系结构各自需要研究
和解决的问题，并简要说明了本课程的教学目标和对学习方法的建议。
　　第2章简明讲解数字逻辑电路基础和计算机中的逻辑部件，属于本书的第一个知识单元。
在给出部分基本知识的同时，更多地强调为计算机组成实例奠定电子线路知识与逻辑设计的基础。
　　第3章的数据表示、数据运算算法和逻辑电路实现，第4章的计算机中的运算器部件，共同构成本
书的第二个知识单元。
主要围绕计算机的运算器部件进行讲解，内容涉及运算器部件的物理实现，给出了教学计算机的运算
器部件的实际例子。
　　第5章的指令、指令系统和汇编语言程序设计，第6章的计算机的控制器部件，共同构成本书的第
三个知识单元。
主要围绕计算机的控制器部件进行讲解，在讲解控制器部件的功能和组成时，重点讲解硬连线控制器
，适当介绍微程序控制器。
内容涉及控制器部件的逻辑设计和物理实现，给出教学计算机的控制器部件的实际例子。
　　第7章的多级结构的存储器系统概述和主存储器，第8章的高速缓冲存储器和虚拟存储器，第9章的
辅助存储器设备与磁盘阵列技术，共同构成本书的第四个知识单元。
主要围绕计算机的存储器系统进行讲解，给出了教学计算机的主存储器的具体例子。
　　第10章的输入输出设备，第11章的输入输出系统，共同构成本书的第五个知识单元。
主要围绕计算机的输入和输出功能进行讲解，给出了教学计算机实际的总线构成和使用串行接口芯片
的具体例子。
　　第12章的流水线技术和第13章的并行计算机体系结构，共同构成本书的第六个知识单元，对应计
算机系统结构教材中的主要知识。
这部分内容，更多地强调基本概念、提出问题的思路和解决问题的方案、对性能的影响等，基本上止
步于定性说明。
　　通过本教材，学生可以学到数字电路和逻辑设计的基本知识；可以从层次的观点，掌握基本的计
算机组成和运行机制方面的知识，奠定必要的专业知识基础，为下一步的学习和进一步提高实际工作
水平做好准备；可以从系统的观点，了解计算机体系结构领域的基本知识，理解提高计算机的部件和
整机硬件性能的各种可行途径，理解计算机系统中硬件、软件的功能划分和相互配合关系，能站在更
高的层次上思考与解决工作中遇到的问题。
　　为方便教学，本教材配有PowerPoint电子教案。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计算机组成与体系结构>>

除此之外，还有硬件实现的教学计算机设备和软件模拟实现的相同功能的模拟系统，以及相应的使用
手册和教学实验指导书等。
通过对教学计算机系统实例的学习和实验，能够加深对课堂教学内容的理解，并在一定程度上获得进
行科学研究和开展计算机硬件系统设计的实际经验，全面提高解决实际问题和创新思维的能力。
　　本书的第1章至第11章由王诚教授编写，第12章和第13章由宋佳兴老师编写，作者具有多年从事本
专业教学和科研工作的经验。
　　由于作者水平所限，加上时间仓促，书中难免存在不足或不当之处，敬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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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数字电路与逻辑设计(基础部分)、计算机组成(主体部分)、计算机体系结构(提高部分)3部分内
容为主线，重点讲解计算机系统的完整组成和提高性能的可行途径。
本书适合作为计算机组成原理课程，或者计算机组成与体系结构课程的教材，也可供从事计算机领域
的广大工程技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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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概述1.1 计算机系统的基本组成及其层次结构1.2 计算机的体系结构、组成和实现1.3 计算机发展
进步与拓展应用的历程1.4 课程的教学目标和学习建议本章小结思考练习题第2章 数字电路基础和计算
机中的逻辑部件2.1 数字电路基础2.1.1 半导体材料和晶体二级管简介2.1.2 双极型三级管的结构及其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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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器与寄存器、计数器器件2.4.3 时序逻辑电路应用举例2.5 现场可编程器件及其应用2.5.1 现场可编程
器件概述2.5.2 通用可编程器件GAL20V8的内部结构及其编程使用2.5.3 MACH器件的内部结构与编程使
用2.5.4 FPGA器件及其在实现CPU功能中的应用2.6 几个专用功能器件和存储器芯片的引脚图本章小结
思考练习题第3章 数据表示、数据运算算法和逻辑电路实现3.1 数字化信息编码的概念和二进制编码知
识3.1.1 数字化信息编码的概念3.1.2 二进制编码和码制转换3.1.3 检错纠错码3.2 数据表示—常用的信息
编码3.2.1 逻辑类型数据的表示3.2.2 字符类型数据的表示3.2.3 数值类型数据的表示3.3 二进制数值数据
的编码与运算算法3.3.1 原码、反码、补码的定义3.3.2 补码加、减运算规则和电路实现3.3.3 原码一位乘
法的实现算法和电路实现3.3.4 原码一位除法的实现算法和电路实现3.3.5 补码一位乘法、除法和其他快
速乘除法的实现思路本章小结思考练习题第4章 计算机中的运算器部件4.1 运算器部件概述4.2 定点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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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机运算器的设计与实现实例4.3 浮点运算与浮点运算器4.3.1 浮点数的运算规则4.3.2 浮点运算器举
例4.4 当前流行的计算机中的运算器部件概述本章小结思考练习题第5章 指令、指令系统和汇编语言程
序设计5.1 指令格式和指令系统概述5.1.1 操作码的组织与编码5.1.2 有关操作数的个数、来源、去向和
地址安排5.1.3 关于指令的分类5.2 寻址方式概述与应用实例5.2.1 基本寻址方式概述5.2.2 寻址方式应用
举例5.3 指令系统和汇编语言程序设计举例5.3.1 教学计算机的指令系统说明5.3.2 教学计算机的汇编程
序设计举例本章小结思考练习题第6章 计算机的控制器部件6.1 控制器的功能、组成与指令执行步
骤6.1.1 控制器部件的功能及其组成6.1.2 指令的执行步骤6.2 硬连线控制器部件6.2.1 硬连线控制器的组
成和运行原理简介6.2.2 教学计算机的硬连线控制器的组成、设计与实现实例6.3 微程序控制器部件6.3.1
微程序控制器的基本组成和工作原理6.3.2 微程序设计中的下地址形成逻辑的硬件技术6.3.3 教学计算机
微程序控制器的组成、设计与实现实例本章小结思考练习题第7章 多级结构的存储器系统概述和主存
储器7.1 多级结构的存储器系统概述7.2 主存储器部件的组成与设计7.2.1 主存储器概述7.2.2 动态存储器
的记忆原理和读写过程7.2.3 静态存储器的存储原理和芯片内部结构7.3 教学计算机的内存储器实例7.4 
提高存储器系统性能的可行途径本章小结思考练习题第8章 高速缓冲存储器和虚拟存储器8.1 高速缓冲
存储器8.1.1 高速缓冲存储器的运行原理8.1.2 高速缓冲存储器的3种映像方式8.1.3 高速缓冲存储器使用
中的几个问题8.2 虚拟存储器部件8.2.1 虚拟存储器概述8.2.2 段式存储管理8.2.3 页式存储管理本章小结
思考练习题第9章 辅助存储器设备与磁盘阵列技术9.1 外部存储设备概述9.2 磁盘设备的组成与运行原
理9.3 光盘设备的组成与运行原理9.4 磁盘阵列技术与容错支持本章小结思考练习题第10章 输入输出设
备10.1 输入输出设备概述10.1.1 设备简介10.1.2 点阵式设备运行原理概述10.2 显示器设备的组成和运行
原理10.2.1 显示器设备概述10.2.2 CRT阴极射线管的组成和运行原理10.2.3 CRT字符显示器的组成和运
行原理10.2.4 CRT图形显示器10.2.5 液晶显示器的组成和运行原理10.2.6 计算机终端10.3 打印机设备的组
成与运行原理10.3.1 针式打印机的组成及其打印过程10.3.2 喷墨打印机的组成及其打印过程10.3.3 激光
打印机的组成及其打印过程10.4 计算机的输入设备10.4.1 计算机键盘的组成和运行原理10.4.2 鼠标设备
本章小结思考练习题第11章 输入输出系统11.1 计算机输入输出系统概述11.2 计算机总线的功能与组
成11.2.1 计算机总线概述11.2.2 计算机总线构成11.2.3 总线仲裁和数据传输控制11.2.4 教学计算机的总线
系统实例11.3 输入输出接口概述11.3.1 计算机输入输出接口的基本功能11.3.2 通用可编程接口的一般组
成11.3.3 串行接口实例11.4 常用的输入输出方式概述11.4.1 常用的输入输出方式11.4.2 中断的概念和中
断处理过程11.4.3 DMA的概念和DMA处理过程本章小结思考练习题第12章 流水线技术12.1 流水线的基
本概念12.1.1 流水线简介12.1.2 流水线的表示方法12.1.3 流水线的特点12.1.4 流水线的分类方法12.2 流水
线的性能指标12.2.1 流水线的吞吐率12.2.2 流水线的加速比12.2.3 流水线的效率12.2.4 流水线的最佳段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计算机组成与体系结构>>

数12.3 DLX指令集与DLX流水线12.3.1 DLX指令集结构介绍12.3.2 DLX的一种简单实现12.3.3 DLX流水线
的实现原理12.4 流水线中的相关问题12.4.1 结构相关12.4.2 数据相关12.5 控制相关12.5.1 指令级并行技
术12.5.2 基本概念13.1 多指令发射技术本章小结思考练习题第13章 并行计算机体系结构13.1 计算机体系
结构概述13.1.1 计算机体系结构的发展13.1.2 计算机体系结构的分类13.2 并行计算机系统概述13.2.1 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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