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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高等院校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系列教材：计算机组成原理教程（第4版）》共分6章：第1章
帮助读者快速、深刻并趣味地建立计算机系统的整体结构；第2章介绍计算机的存储体系；第3章介绍
计算机的输入输出和控制技术；第4章介绍计算机的总线系统；第5章介绍计算机核心部件——处理器
的工作原理和基本设计方法；第6章从体系结构和元器件两个方面介绍计算机的发展趋势。

　　《高等院校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系列教材：计算机组成原理教程（第4版）》概念清晰、深
入浅出、取材新颖，从知识建构、启发思维和适合教学的角度组织学习内容，同时不过多依赖先修课
程，适合信息管理和信息系统专业、计算机专业和其他相关专业使用，也可以供有关工程技术人员和
自学者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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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1章 计算机系统概述
1.1 计算工具及其进步
1.1.1 从穴石记事到算盘——手动计算工具
1.1.2 从Pascal加法器到ENIAC-内动力计算工具
1.1.3 从提花机到巴贝奇分析机——实现自动计算
1.2 01编码
1.2.1 字与字节
1.2.2 数值数据的0、1编码
1.2.3 字符数据的O、1编码
1.2.4 图像的0、1编码
1.2.5 声音的O、1编码
1.2.6 指令的0、1编码与计算机程序设计语言
1.2.7 数据传输中的差错检验
1.3 电子数字计算机工作原理
1.3.1 诺伊曼原理
1.3.2 计算机存储器原理
1.3.3 开关电路的逻辑运算与算术运算
1.3.4 计算机控制器的工作原理
1.3.5 一个程序的执行过程
1.3.6 操作系统——计算机的自我管理
1.4 现代计算机系统结构与发展
1.4.1 现代计算机系统的模块结构
1.4.2 现代计算机系统的层次结构
1.4.3 计算机系统的主要性能指标
1.4.4 计算机系统的发展
习题
章 存储系统
2.1 主存储器
2.1.1 主存记忆元件
2.1.2 主存储器组成
2.1.3 主存工作模式与内存条
2.1.4 主存储器的主要指标
2.1.5 并行存储器
2.1.6 并行处理机的存储组织
2.2 辅助存储器
2.2.1 磁表面存储器原理
2.2.2 磁盘阵列RAID
2.2.3 光盘存储器
2.2.4 闪速存储器
2.3 存储体系
2.3.1 存储系统的分层结构
2.3.2 虚拟存储器
2.3.3 cache-主存结构
习题
第3章 输入输出及其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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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外部设备
3.1.1 外部设备分类及其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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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图形与图像设备
3.1.4 语音处理设备
3.1.5 虚拟现实技术
3.1.6 流通领域用外部设备
3.2 输入输出中的数据传送控制
3.2.1 程序直接传送控制
3.2.2 程序中断控制
3.2.3 DMA控制
3.2.4 通道控制
3.3 设备接口
3.3.1 外部设备与主机的连接
3.3.2 并行通信和并行接口
3.3.3 串行通信和串行接口
3.4 110设备管理
3.4.1 缓冲区技术
3.4.2 设备驱动程序
3.4.3 I/O设备分配
习题
⋯⋯
第4章 总线系统
第5章 处理器
第6章 计算机系统结构和器件的发展
附录A 国内外常用二进制逻辑元件图形符号对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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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1.3.6 操作系统——计算机的自我管理 1.问题的提出 建立了诺伊曼体系以后，只要
把程序输入计算机，就可以自动工作了。
但是，问题并没有这么简单。
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要处理的问题规模的扩大和计算机的结构越来越复杂，计算机的管理问题逐
渐成为一个瓶颈。
例如： （1）要为程序中的指令和数据分配存储单元。
如果程序很小，分配存储单元的工作量不算大。
如果程序比较大，有几百、几千、几万、几十万行程序，还有大量数据，地址分配的工作量就非常大
了。
 （2）在计算机运行过程中，要在cache、主存和外存之间交换信息，把这些都写到每个应用程序中，
不仅使程序设计变得十分复杂，还扩大了存储的冗余。
 （3）程序中要输出结果或中间结果，还要输入一些数据。
当一个计算机配备有不同的设备时，还要考虑担任输入输出的是哪台设备？
当不同的设备的操作方式不同时，还要考虑如何根据不同的设备，设计不同的程序。
把这些都放在应用程序中，也会使应用程序极为复杂。
 （4）一台计算机同时可以执行多个任务，如同时进行多个Word文件的操作，或在昕歌曲的同时写一
个Word文件等。
在这种情形下，如何对不同的任务（程序）进行调度呢？
同时在只有一个CPU、一套存储系统等系统资源的情形下，应该如何进行这些资源的管理和分配，是
计算机系统管理的重要问题。
 （5）计算机是由人使用的，人们如何才能方便地给计算机发布命令，让计算机工作呢？
而计算机在工作过程中，会出现一些意想不到的情形，这时如何向使用者提供方便呢？
 诸如此类的问题，都称为计算机的管理问题。
显然，用人工进行管理是非常麻烦的，效率是非常低下的。
于是，人们设计了一些用来管理计算机的程序。
这些程序称为操作系统（operating system，OS）。
有了操作系统，计算机才能方便、高效地进行工作。
 2.操作系统的功能 操作系统是现代计算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建立在硬件的基础上，一方面管理、分
配、回收系统资源，组织和扩充硬件功能，使硬件虚拟化，如虚拟内存、虚拟设备等；另一方面构成
用户通常使用的功能，把形成的完整功能，以及便于使用的方式提供给用户。
后者是操作系统的用户界面，它与操作系统的类型有直接的关系，在批处理系统中主要表现在作业控
制语言，分时系统中则表现为一组联机命令。
前者是对计算机资源的管理程序。
由于各类资源彼此之间相互联系，有些问题会涉及几个部分，需要各部分协调解决。
如“死锁”的预防与避免、检测与运行恢复，会涉及作业的调度及进程的调度等方面。
总之，操作系统在下列方面发挥硬件难以替代的作用： 作业管理； 提供用户界面； 功能扩展； 资源
管理。
 （1）作业管理 作业（job）就是用户请求计算机系统完成的一个计算任务，它由用户程序、数据以及
控制命令（作业控制说明书或作业控制块）组成。
每个作业一般可以分成若干顺序处理和加工的步骤——作业步。
在操作系统中，负责所有作业从提交到完成期间的组织、管理和调度的程序称为作业管理程序（job
manager），它负责为用户建立作业，组织调用系统资源执行，并在任务完成后撤销它。
 计算机的操作系统就是从作业管理开始的。
可以说，真空管时代的计算机根本没有操作系统，计算机的工作处于手工操作阶段。
这时，用户要直接用机器语言编写程序，接着将程序用打孔机打在纸带或卡片上（有孔、无孔分别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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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和0），再将纸带或卡片装入光电输入设备，启动输入设备将程序输入计算机，然后通过控制台启
动程序运行，计算结束，用打字机打出结果后，最后要卸下纸带、卡片。
显然这种人工干预与计算机的运算速度太不相称。
尤其是到了晶体管时代，问题更为突出。
为了解决这一矛盾，人们开发了监督程序，由程序依次完成原来要由人工进行的一系列工作。
这样，用户上机前，须向计算机递交程序、数据和一个作业说明书。
不过这时主要是进行联机批处理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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