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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高等学校计算机应用规划教材：计算机组成原理（第3版）》系统地介绍了计算机的基本组成
和工作原理。
全书共分10章，主要内容包括计算机概论、计算机中的数据表示、运算方法和运算器、存储器及存储
系统、指令系统、中央处理器、总线系统、输入输出系统、计算机外部设备和计算机系统及发展等。
　　《高等学校计算机应用规划教材：计算机组成原理（第3版）》结构清晰、内容翔实、系统性较
强，内容覆盖了教育部“高等学校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规范”对本课程所列知识体系中的全部知识
点，各部分内容由浅入深、相互独立，配有大量例题和习题，便于读者自学。
　　本书可以作为高等院校计算机及相关专业“计算机组成原理”课程的教材，也可供从事计算机工
作的工程技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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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在单总线结构中，要求连接到总线上的逻辑部件必须高速运行，以便在某些设备需要
使用总线时，能迅速获得总线控制权；而当不再使用总线时，能迅速放弃总线控制权。
否则，由于一条总线由多种功能部件共用，可能导致很大的时间延迟。
在单总线系统中，当CPU取一条指令时，首先把程序计数器PC中的地址同控制信息一起送至总线上。
该地址不仅传输至主存，同时也传输至总线的所有外围设备。
然而，只有与总线上的地址相对应的设备，才能执行数据传输操作。
众所周知，在“取指令0J隋况下的地址是主存地址，所以，此时该地址所指定的主存单元的内容一定
是一条指令，而且即将被传输给CPU。
在单总线系统中，对输入／输出设备的操作，完全用和主存的操作一样的方法来处理。
这样，当CPU把指令的地址字段送到总线上时，如果该地址字段对应的地址是主存地址，则主存予以
响应，否则不响应。
从而在CPU和主存之间发生数据传输，而数据传输的方向由指令操作码决定。
如果该指令地址字段对应的是外围设备地址，则外围设备译码器予以响应，从而在CPU和与该地址相
对应的外围设备之间发生数据传输，而数据传输的方向由指令操作码决定。
在单总线系统中，某些外围设备也可以指定地址。
此时，外围设备通过与CPU中的总线控制部件交换信号的方式占有总线。
一旦外围设备得到总线控制权后，就可向总线发送地址信号，使总线上的地址线置为适当的代码状态
，以便指定它将要与哪一个设备进行信息交换。
单总线结构简单，增减设备方便，便于部件更新。
但是，因为所有部件都挂接在单总线上，不允许两个设备同时使用总线发送信息，故会产生总线的争
用，以致影响机器的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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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高等学校计算机应用规划教材:计算机组成原理(第3版)》主要内容：本教程系统介绍了计算机的基
本组成和工作原理。
全书共分10章，主要内容包括计算机概论、计算机中的数据表示、运算方法和运算器、存储器及存储
系统、指令系统、中央处理器、总线系统、输入输出系统、计算机外部设备和计算机系统及发展等，
并且运用有针对性的例题对计算机组成原理的核心内容进行了深入浅出的分析。
读者对象：《高等学校计算机应用规划教材:计算机组成原理(第3版)》可以作为高等院校计算机及相
关专业“计算机组成原理”课程的教材，也可供从事计算机工作的工程技术人员参考。
《高等学校计算机应用规划教材:计算机组成原理(第3版)》特色：本教程内容丰富、结构清晰、内容
翔实、系统性强，内容覆盖了教育部“高等学校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规范”对本课程所列知识体系
中的全部知识点，各部分内容由浅入深、相互独立，配有大量例题和习题，便于自学。
计算机概论，计算机中的数据表示，运算方法和运算器，存储器及存储系统，指令系统，中央处理器
，总线系统，输入输出系统，计算机外部设备，计算机系统及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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