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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1世纪是一个变幻难测的世纪，是一个催人奋进的时代。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知识更新日新月异。希
望、困惑、机遇、挑战，随时随地都有可能出现在每一个社会成员的生活之中。抓住机遇，寻求发展
，迎接挑战，适应变化的制胜法宝就是学习——依靠自己学习、终身学习。作为我国高等教育组成部
分的自学考试，其职责就是在高等教育这个水平上倡导自学、鼓励自学、帮助自学、推动自学，为每
一个自学者铺就成才之路。组织编写供读者学习的教材就是履行这个职责的重要环节。毫无疑问，这
种教材应当适合自学，应当有利于学习者掌握、了解新知识、新信息，有利于学习者增强创新意识、
培养实践能力、形成自学能力，也有利于学习者学以致用、解决实际工作中所遇到的问题。具有如此
特点的书，我们虽然沿用了“教材”这个概念，但它与那种仅供教师讲、学生听，教师不讲、学生不
懂，以“教”为中心的教科书相比，已经在内容安排、编写体例、行文风格等方面都大不相同了。希
望读者对此有所了解，以便从一开始就树立起依靠自己学习的坚定信念，不断探索适合自己的学习方
法，充分利用?已有的知识基础和实际工作经验，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潜能，达到学习的目标。欢迎
读者提出意见和建议。祝每一位读者自学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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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计算机组成原理》作为我国高等教育组成部分的自学考试，其职责就是在高等教育这个水平上倡导
自学、鼓励自学、帮助自学、推动自学，为每一个自学者铺就成才之路。组织编写供读者学习的教材
就是履行这个职责的重要环节。毫无疑问，这种教材应当适合自学，应当有利于学习者掌握、了解新
知识、新信息，有利于学习者增强创新意识、培养实践能力、形成自学能力，也有利于学习者学以致
用、解决实际工作中所遇到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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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当浮点数的尾数部分的数值为O时，不论其阶码为何值，都是零值。这意味着零的浮点数编码
是不惟一的。为了保持零的浮点数编码的惟一性，可以规定阶码也必须为零，称为机器零。机器零是
一个特殊的合法浮点数编码，尽管不符合浮点数规格化表示的要求。一般来说，定点数编码方式的运
算比较容易实现，但它允许的数值范围有限。而浮点数允许表示的数值范围很大，但运算电路的实现
十分复杂。和定点数一样，浮点数编码方法表示的数据是离散的数值，而不是连续的实数。在浮点数
中，当小数点的位置超出了阶码能够表示的范围时，浮点数就发生了溢出。当数据的绝对值太大，以
至于大于阶码所能表示的数据（阶码上溢）时，称为浮点数的上溢（overflow）。而当数据的绝对值太
小，以至于小于阶码所能表示的数据（阶码下溢）时，则称为浮点数的下溢（underflow）。浮点数的
编码通常可以表示若干个正数、相同数量的负数，以及零。当一个正数的数值太大而不能用浮点数编
码表示时，称为浮点数的正上溢；当一个正数的数值太小而不能用浮点数编码表示时，称为浮点数的
正下溢；当一个负数的数值太接近于零而不能用浮点数编码表示时，称为浮点数的负下溢；当一个负
数的数值太小而不能用浮点数编码表示时，称为浮点数的负上溢。浮点数的数值表示范围以及溢出数
值范围在数轴上的表示如图2—3所示。浮点数的编码格式已经标准化。目前，广泛采用的浮点数据编
码的标准是IEEE。754标准。在IEEE’754标准中定义了符号位、阶码和尾数的规格化编码方案，还对
浮点运算中的各种可能的情况作了完整的定义，定义了一些特殊的数据格式以处理上溢、下溢等异常
情况。例如在上溢结果的操作中可以将结果设置为表示正无穷大或者负无穷大的代码。阶码中保留了
一个值用于表示这种特殊的数据。标准中还定义了表示数学上无定义数据的代码（NAN），如发生在
零除以零、对负数求平方根或者无穷大除以无穷大时生成的结果。此外，为了保存每次操作的结果信
息，标准中还允许有非规格化的数据。在数据代码中阶码和尾数各占用的位数有多种不同的分配方法
，在IEEE 754浮点数标准中，定义的浮点数的格式如表2—2所示。其中浮点数编码有32位、64位和80位
三种格式，分别称为短实数、长实数和临时实数，短实数和长实数又分别称为单精度数和双精度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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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大纲是根据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指导委员会电子电工与信息类专业委员会制定的《高等教育自学
考试计算机及应用专业（专科）考试计划》和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指导委员会《关于修订高等教育
自学考试课程自学考试大纲的几点意见》的精神制定的。本大纲提出初稿后，曾聘请专家通审，并由
电子电工与信息类专业委员会在上海组织召开审稿会进行审稿，根据审稿会意见由编者作了修改。最
后由电子电工与信息类专业委员会定稿。本大纲由胡越明副教授（上海交通大学）负责编写和修改。
参加审稿并提出修改意见的有刘振安教授（中国科技大学，主审），孙德文副教授（上海交通大学，
参审），宋杰副教授（安徽大学，参审）。对参与本大纲编写和审稿的各位教授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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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组成原理》是胡越明编写的，由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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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内容布局明确，很适合自学！
2、货不对版货不对版货不对版货不对版货不对版货不对版货不对版  新的分享体验，让您的评论既充
实又有趣吧！  做一点剪辑，让您的视频与商品的更相关。
3、2016年4月16号上午考的试，自估大概七八十分吧。我在2号考场人不够就和另两个专业混一起了，
计组的签名表上十几个，到场考试的八个，就我一个女的。感谢网易哈工大战德臣老师导论课里进制
转换反码补码讲得非常好，电子科技大罗克露老师和网易哈工大刘宏伟老师的计组课，因为时间来不
及主听的是罗克露老师的，感谢。2016年6月6号查成绩86。1/16√。ps并不觉得自己这门课学好了操作
系统体系结构后需要找其它的书及视频重修这门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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