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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清华大学计算机系列教材：计算机组成与结构（
第4版）》共分12章，第1章～第10章主要论述计算机的基本组成原理和结构。
内容包括数制和码制，基本逻辑部件，构成整个计算机系统的中央处理器（CPU）、存储器系统、输
入输出（I/O）系统以及计算机网络等。
并注意与当代先进的计算机技术相结合，例如在书中讨论了流水线组织、多级cache、系统总线和外设
接口的最新进展等。
第11章全面讨论了各种类型的计算机，诸如微机、便携机、PDA、工作站／服务器、多媒体、并行多
处理机等。
第12章简单介绍了计算机的硬件设计方法。
《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清华大学计算机系列教材：计算机组成与结构（第4版
）》可作为理工科大学生学习“计算机组成与结构”课程或“计算机组成原理”课程的教科书，也可
供从事计算机事业的工程技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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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输入输出系统包括外部设备（输入输出设备和辅助存储器）及其与主机（CPU和存
储器）之间的控制部件。
后者称之为设备控制器，诸如磁盘控制器、打印机控制器等，有时也称为设备适配器或接口，其作用
是控制并实现主机与外部设备之间的数据传送。
有关设备本身的情况已在第8和第9章叙述，本章主要介绍设备控制器的工作原理及其与主机之间传送
数据的协议，即系统总线和I／O总线。
至于设备控制器与设备之间的连接在第8章中已经涉及，在本章的外设接口中将继续进行讨论。
在本书中，外部设备即是外围设备，并以E表示字节（Byte），b表示位（bit）。
 10.1.1 输入输出设备的编址及设备控制器的基本功能 为了CPU便于对I／O设备进行寻址和选择，必须
给众多的I／O设备进行编址，也就是给每一台设备规定一些地址码，称为设备号或设备代码。
 随着CPU对I／O设备下达命令方式的不同而有以下两种寻址方法。
 （1）专设I／O指令。
例如指令IN完成输入，指令OUT完成输出操作。
指令的地址码字段指出输入输出设备的设备代码。
 （2）利用访存（取数／存数）指令完成I／O功能。
使用这种方法时，从主存的地址空间中分出一部分地址码作为I／O的设备代码，当访问到这些地址时
，表示被访的不是主存储器，而是I／O设备寄存器（例如设备数据缓冲寄存器或设备状态寄存器等）
。
 IBM PC等系列计算机设置有专门的I／O指令，设备的编址可达512个，部分设备的地址码如表10.1所
示。
 从表中可见，每一台设备占用了若干个地址码，分别表示相应的设备控制器中的寄存器地址。
各寄存器的地址码不得相同，具有唯一性。
 设备控制器（I／O接口）的基本功能如下。
 （1）实现主机和外围设备之间的数据传送控制。
其中包括同步控制、设备选择和中断控制等。
DMA设备还应具有直接访问存储器功能，在接口中要规定中断请求级别和DMA请求级别，访问主存
时要给出存储器地址。
 CPU发I／O数据传送命令时，必须指明设备地址码，经各设备接口译码后，让选中的设备参加数据传
送。
 （2）实现数据缓冲，以达到主机同外围设备之间的速度匹配。
在接口电路中，一般设置一个或几个数据缓冲寄存器。
在传送过程中，先将数据送入数据缓冲寄存器，然后再送到目的设备（输出）或主机（输入）。
 （3）接受主机的命令，提供设备接口的状态，并按照主机的命令控制设备。
输入输出接口类型如下。
 （1）按照数据传送的宽度可分为并行接口和串行接口。
在并行接口中，设备和接口是将一个字节（或字）的所有位同时传送。
在串行接口中，设备和接口间的数据是一位一位串行传送的，而接口和主机之间是按字节或字并行传
送。
接口要完成数据格式的串一并变换。
在10.6.3节将举例说明。
 （2）按照数据传送的控制方式可分成程序控制输入输出接口，程序中断输入输出接口和直接存储器
存取（DMA）接口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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