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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们正处在跨越世纪的门槛上，人类社会在一股股变革性力量的推动下发生着根本性的变化。
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向我们显示，一个国家最重要的资源已经不再是土地、劳动力或资本，而是其国
民的知识和创造力；国与国的竞争虽然常常表现为政治、经济或军事实力的较量，但归根到底已是一
场教育和科技的竞争。
换言之，国家的综合实力将主要由其国民的教育水平来决定。
一时间，世界各国的校长们、跨国企业的巨头们乃至许多政府首脑们都在纷纷议论21世纪的教育，以
迎接知识经济的挑战。
我们中华民族有着延续几千年的文明，现在为在世界民族之林重振雄风，再展辉煌，发出了时代的特
强音：实施科教兴国，提高全民素质。
从中央领导到广大群众，都对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寄予了更大的希望，同时也给予了更多的支持
。
人们在这方面的思想观念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实践探索也正在脚踏实地地进行。
中国的高等教育走过了一个多世纪的路程，已经过去的20世纪正是它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由产生到
发展的一段百年历史。
今天中国人民已在短短的数十年时间里构筑了资本主义国家好几百年才形成的高等教育体系，涌现出
一批高水平的学校，培养了一大批高层次优秀人才，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但是在新时期，教育不适应现代化建设需要的矛盾不断显露，我国劳动者受教育水平普遍较低的现象
无法面对新世纪的机遇和挑战，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现状也难以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空前强烈的受教育
需求。
一代伟人邓小平早在10年前就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的最大失误是教育，一是放松了对青少年的思想
道德教育，二是教育规模发展不够快。
现在看来，这两个问题依然是制约国家发展的症结所在。
一个12亿人口的泱泱大国，高等学校的毛入学率仅10％左右，实在很不相称。
我国的高等教育已经面临着大力发展、高速发展，从根本上改变落后状态的紧迫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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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教育部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和开放教育试点教材：计算机组成原理（第3版）（附光盘）》共分6
章。
第1章为计算机组成概述；第2章介绍数字电路基础和在计算机中常用的逻辑器件；第3章～第6章讲解
计算机组成原理的主体内容，包括计算机系统的中央处理器（CPU）、存储器系统和输入输出系统。
《教育部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和开放教育试点教材：计算机组成原理（第3版）（附光盘）》的配套光
盘提供了完整的电子版教案、教学中重点、难点内容的动画学业 示及实验演示。
 　　《教育部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和开放教育试点教材：计算机组成原理（第3版）（附光盘）》是计
算机专业的本科生“计算机组成原理”课程的教材，也可供从事与计算机相关业务的生产科研和工程
技术人员参考。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计算机组成原理>>

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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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统发展进步与拓展应用的进程本章小结习题与思考题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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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管简介2．1．2 双极型三极管的结构及其伏安特性2
．1．3 MOS管的结构及其伏安特性2．2 基本逻辑门和布尔代数知识基础2．2．1 最基本的逻辑门电
路2．2．2 布尔代数知识基础2．3 组合逻辑电路及其应用2．3．1 基本逻辑门2．3．2 三态门电路2．3
．3 数据选择器2．3．4 译码器和编码器2．3．5 组合逻辑电路应用举例2．4 时序逻辑电路及其应用2
．4．1 基本R—S触发器2．4．2 D型触发器与寄存器、计数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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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题与思考题第3章 数据表示、运算和运算器部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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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法的实现方案3
．3．4 补码一位乘法、除法和加速乘除法运算的有关思路3．4 运算器部件的组成与设计3．4．1 运算
器部件概述3．4．2 定点运算器部件概述3．4．3 位片结构的运算器芯片Am290l3．4．4 TEC一2000教
学计算机运算器的设计与实现3．5 浮点运算与浮点运算器3．5．1 浮点数的运算规则3．5．2 浮点运算
器举例本章小结习题与思考题第4章 指令、指令系统和控制器部件4．1 指令格式和指令系统概述4．1
．1 操作码的组织与编码4．1．2 操作数的个数、来源、去向和地址安排4．1．3 指令的分类4．2 寻址
方式概述与应用实例4．2．1 基本寻址方式概述4．2．2 寻址方式应用举例4．3 指令系统和汇编语言程
序设计举例4．3．1 教学计算机的指令系统说明4．3．2 教学计算机的汇编程序设计举例4．3．3
PentiumⅡ机的指令系统4．3．4 UltraSPARCⅡ机的指令系统4．4 控制器的功能、组成与指令执行步
骤4．4．1 控制器部件的功能、组成概述4．4．2 指令的执行步骤概述4．5 微程序控制器部件4．5．1 
微程序控制器的基本组成和工作原理4．5．2 微程序设计中下地址形成逻辑的硬件技术4．5．3 TEC
一2000教学计算机微程序控制器的组成、设计与实现4．5．4 微程序控制器教学实验4．6 硬连线控制
器部件4．6．1 硬连线控制器的组成和运行原理简介4．6．2 TEC一2000教学计算机硬连线控制器的组
成、设计与实现4．6．3 硬连线控制器教学实验本章小结习题与思考题第5章 多级结构的存储器系统5
．1 三级结构的存储器系统概述5．2 主存储器部件的组成与设计5．2．1 主存储器概述5．2．2 动态存
储器的记忆原理和读写过程5．2．3 静态存储器的存储原理和内部结构5．2．4 提高主存储器系统性能
的可行途径5．2．5 教学计算机内存储器实例5．3 外存储器设备与磁盘阵列技术5．3．1 外存设备概
述_5．3．2 磁盘设备的组成与运行原理5．3．3 磁带机设备组成简介5．3．4 光盘设备的组成与运行原
理5．3．5 磁盘阵列技术与容错支持5．4 高速缓冲存储器5．4．1 高速缓冲存储器的运行原理5．4．2 
高速缓冲存储器的3种映像方式5．4．3 高速缓冲存储器实用中的几个问题5．5 虚拟存储器部件5．5
．1 虚拟存储器的概念5．5．2 段式存储管理5．5．3 页式存储管理本章小结习题与思考题第6章 输入
输出设备与输入输出系统6．1 输入输出设备概述6．1．1 输入输出设备6．1．2 点阵式设备运行原理综
述6．2 显示器设备的组成和运行原理6．2．1 显示器设备概述6．2．2 阴极射线管的组成和运行原理6
．2．3 CRT字符显示器的组成和运行原理6．2．4 CRT图形显示器6．2．5 计算机终端6．2．6 液晶显
示器的组成和运行原理6．3 打印机设备的组成与运行原理6．3．1 针式打印机的组成和打印过程6．3
．2 喷墨打印机的组成和印字过程6．3．3 激光打印机的组成和印字过程6．4 计算机的输入设备6．4
．1 计算机键盘的组成和运行原理6．4．2 鼠标设备6．5 计算机输入输出系统概述6．6 计算机总线6
．6．1 计算机总线概述6．6．2 计算机总线构成6．6．3 总线仲裁和数据传输控制6．6．4 教学计算机
的总线系统实例6．7 输入输出接口概述6．7．1 输入输出接口的基本功能6．7．2 通用可编程接口的一
般组成6．7．3 串行接口实例6．8 常用的输入输出方式6．8．1 常用的输入输出方式概述6．8．2 中断
的概念和中断处理过程6．8．3 DMA的概念和DMA处理过程本章小结习题与思考题附录ATEC-2000教
学计算机的总体框图与功能部件逻辑图附录B新旧逻辑电路图形符号对照表附录C国内外电气图形符号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计算机组成原理>>

对照表参考文献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计算机组成原理>>

章节摘录

插图：这种三级结构的存储器系统的运行原理，或者说它可以有良好的性能价格比，是建立在程序运
行的局部性原理之上的。
程序运行的局部性原理主要体现在如下3个方面：时间方面，在一小段时间内，最近被访问过的程序
和数据很可能再次被访问；空间方面，这些最近被访问过的程序和数据，往往集中在一小片存储区域
中；在指令执行顺序方面，指令顺序执行比转移执行的可能性要大（大约为5：1）。
这样就有可能把要使用的程序和数据，按其使用的急迫和频繁程度，分时间段、分批量、合理地调入
存储容量不同、读写速度不同的存储器部件中，并由计算机硬件、软件自动地统一管理与调度。
就是说，把CPU最近一小段时间要频繁、高速使用的信息存储在高速缓冲存储器中，可以快速完成读
写操作，不至于拖慢CPU的运行速度，当然这种信息数量不能太多，但在这一小段时间内也应够用；
把在略长一段时间内要用的较多信息存放在主存储器中，只是在CPU从高速缓冲存储器中找不到要用
的信息时，才读速度较慢的主存储器，用时会长一些，但找到这一信息的概率会大得多，在把得到的
信息读人CPU的同时，还顺便将其写入到高速缓冲存储器中，并标明这一信息来自主存储器的哪个存
储单元，下次再用到这一信息时，就不必再去读速度较慢的主存储器，而是快速地从高速缓冲存储器
中直接得到；把那些暂时可以先不使用的信息保存在容量非常大的虚拟存储器中，用到时再从那里以
更大的批量读入主存储器，读人的速度会慢得多，但确保再大的程序和再多的数据总有办法（分时、
分批量地）调入主存储器且保证系统正常运行。
在三级结构的存储器系统中，这3级不同的存储器中存放的信息必须满足如下两个重要原则：一致性
原则，同一个信息会同时存放在几个级别的存储器中，此时，这一信息在几个级别的存储器中必须保
持相同的值。
包含性原则，处在内层（更靠近CPU）存储器中的信息一定被包含在各外层的存储器中，即内层（更
靠近CPU）存储器中的全部信息一定是各外层存储器中所存信息中一小部分的副本，这是保证程序正
常运行、实现信息共享、提高系统资源利用率所必需的，反之，则不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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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计算机组成原理》为教育部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和开放教育试点教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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