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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进入21世纪，信息技术和信息产业在全球范围内迅猛发展的势头更为强劲，如何尽快适应新技术和新
应用带来的挑战，及时更新员工知识结构，并动态调整企业人才培养战略，已经成为广大科技公司迫
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之一。
对于高等教育、职业教育等专业组织机构来说，则面临着紧跟企业前进步伐，准确接轨社会发展趋势
，瞄准世界科技前沿水平，不断进行教育教学创新，提高学生实践能力，开拓学生知识视野的现实需
求。
在中国，尽管近年来已经在科技人才培养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就整体现状而言，尤其在知识
更新和技术创新方面，距离完全满足社会的需求还存在着较大的发展空间。
英特尔公司历来关注技术的发展创新和科技人才的培养。
英特尔@软件学院隶属于英特尔软件与服务事业部，作为英特尔公司专业的对外培训机构，为全球的
软件开发人员提供了丰富的前沿技术培训课程。
多年来，英特尔@软件学院一直致力于培训软件开发人员，与中国的软件开发人员共同发展，帮助其
掌握和应用英特尔的最新技术及经验，提高软件开发技术水平，提升产品开发技能。
目前，英特尔@软件学院在中国已经发展成为面向软件开发、项目管理及商业运营方向的优秀一站式
培训服务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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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共五章，从指令系统、CPU组成、CPU新技术、CPU实例等方面详细介绍处理器架构的技术及应
用发展。
    本书理论与实例相结合，浅显易懂，适合广大计算机专业学生和IT初入门者阅读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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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组合逻辑控制的特点如下：（1）组合逻辑控制的设计和调试均非常复杂，且代价很大。
（2）与微程序控制相比，组合逻辑控制的速度较快，主要取决于逻辑电路的延迟。
因此，尽管微程序控制技术已经在现代计算机设计中被广泛采用，但是近年来在某些新型的超高速计
算机结构中，又重新选用了组合逻辑控制器或与微程序控制器混合使用。
  3.3.2微程序控制器  3.3.2.1基本思想  微程序控制器的基本思想是：将程序设计的思想方法引入控制器
的控制逻辑，将微操作控制信号按一定规则进行编码，形成微指令，存放到一个只读存储器里。
当机器运行时，逐条地读出这些微指令，从而产生全机所需要的各种操作控制信号，使相应部件执行
所规定的操作。
微程序控制技术，其实质是用程序设计的思想方法来组织操作控制逻辑。
存放微程序的存储器称为控制存储器。
由于微程序实现计算机的机器指令功能时，微程序存储在控制存储器之中。
因此，改变控制存储器的内容，就可以方便地改变指令特性、增删指令甚至改变指令系统，这给计算
机设计者和用户提供了相当大的灵活性。
在计算机系统中，微程序控制技术是利用软件方法来设计硬件的一门技术，能使机器逻辑设计规整，
提高可靠性、可利用性及可维护性，这大大优化了硬件控制技术。
微程序开发在许多方面类似于软件开发，所以软件工程中行之有效的一系列开发手段都可应用于微程
序的开发上。
3.3.2.2基本概念1）微命令由微程序控制器通过控制线向执行部件发出的微操作控制信号称为微命令
（Microorder）。
执行部件接受微命令后所进行的操作就是微操作，微操作是计算机中最基本的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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