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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时光更迭、历史嬗递。中国经济以她足以令世人惊叹的持续高速发展驶入了一个新的世纪，一个新的
千年。世纪之初，以微电子、计算机、软件和通信技术为主导的信息技术革命给我们生存的社会所带
来的变化令人目不暇接。软件是优化我国产业结构、加速传统产业改造和用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的基础
产业，是体现国家竞争力的战略性产业，是从事知识的提炼、总结、深化和应用的高智型产业；软件
关系到国家的安全，是保证我国政治独立、文化不受侵蚀的重要因素；软件也是促进其他学科发展和
提升的基础学科；软件作为20世纪人类文明进步的最伟大成果之一，代表了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美
国政府早在1992年“国家关键技术”一文中提出“美国在软件开发和应用上所处的传统领先地位是信
息技术及其他重要领域竞争能力的一个关键因素”，“一个成熟的软件制造工业的发展是满足商业与
国防对复杂程序日益增长的要求所必需的”，“在很多国家关键技术中，软件是关键的、起推动作用
（或阻碍作用）的因素”。在1999年1月美国总统信息技术顾问委员会的报告“21世纪的信息技术”中
指出“从台式计算机、电话系统到股市，我们的经济与社会越来越依赖于软件”，“软件研究为基础
研究方面最优先发展的领域”。而软件人才的缺乏和激烈竞争是当前国际的共性问题。各国、各企业
都对培养、引进软件人才采取了特殊政策与措施。为了满足社会对软件人才的需要，为了让更多的人
可以更快地学到实用的软件理论、技术与方法，我们编著了《普通高等院校计算机专业（本科）实用
教程系列》。本套丛书面向普通高等院校学生，以培养面向21世纪计算机专业应用人才（以软件工程
师为主）为目标，以简明实用、便于自学、反映计算机技术最新发展和应用为特色，具体归纳为以下
几点：1．讲透基本理论、基本原理、方法和技术，在写法上力求叙述详细，算法具体，通俗易懂，
便于自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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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计算机组成原理实用教程》在修订过程中，继承了原书前两版的特点，根据CC2005指导计划和教育
部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教学指导委员会制定的教学大纲，进行了内容的调整。全书共分9章，内容包括
计算机系统概述、数码系统、运算方法与运算器、存储系统、指令系统、中央处理器、总线系统、输
入输出设备以及输入输出系统，各章后均配有习题和思考题。
《计算机组成原理实用教程》内容全面、概念清楚、选材适当、结构合理、深入浅出、循序渐进，具
有科学性和启发性，是作者多年教学经验的精华。
《计算机组成原理实用教程》可作为普通高校计算机等理工科专业学生的教材，也可供从事计算机丁
作的丁程技术人员自学或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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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1章 计算机系统概述　1.1 计算机的发展与应用　　1.1.1 计算机发展概况　　1.1.2 计算机的应用　1.2
计算机的系统组成　　1.2.1 计算机硬件　　1.2.2 计算机软件　1.3 计算机系统的层次结构　1.4 计算机
的工作过程　1.5 计算机系统的主要技术指标　　1.5.1 机器字长　　1.5.2 运算速度　　1.5.3 机器容量
　　1.5.4 吞吐量　　1.5.5 响应时间　习题与思考题第2章 数码系统　2.1 进位计数制及其相互转换　
　2.1.1 常用的进位计数制　　2.1.2 数制转换　2.2 计算机中数据的表示　　2.2.1 符号数据的表示方法
　　2.2.2 数值数据的表示方法　2.3 机器数的编码格式　　2.3.1 原码表示法　　2.3.2 补码表示法　
　2.3.3 反码表示法　　2.3.4 浮点数的原码、反码和补码表示法　　2.3.5 移码表示法　　2.3.6 IEEE754
标准　　2.3.7 十进制数的编码格式　2.4 校验码　　2.4.1 奇偶校验码　　2.4.2 汉明码　　2.4.3 循环校
验码　习题与思考题第3章 运算方法与运算器　3.1 定点加、减法运算及其实现　　3.1.1 补码加、减法
运算方法　　3.1.2 定点加、减法运算中的溢出问题　　3.1.3 补码加、减法运算的实现　3.2 定点乘法
运算及其实现　　3.2.1 原码一位乘法　　3.2.2 补码一位乘法　3.3 定点除法运算及其实现　　3.3.1 原
码除法运算　　3.3.2 补码除法运算　3.4 浮点数的算术运算方法　　3.4.1 浮点数的加、减法运算　
　3.4.2 浮点数的乘、除法运算　3.5 逻辑运算及其实现　3.6 运算器的分析与组成　　3.6.1 并行进位方
式的实现　　3.6.2 两级分组“并一并”行进位方式的实现　　3.6.3 多功能算术逻辑运算单元　　3.6.4 
组间并行进位逻辑　　3.6.5 定点运算器的基本结构　习题与思考题第4章 存储系统　4.1 概述　　4.1.1 
主存储器的主要技术指标　　4.1.2 存储器的层次结构　　4.1.3 存储器的分类　4.2 半导体随机读写存
储器　　4.2.1 MOS存储器的存储元电路　　4.2.2 半导体读写存储器的基本结构　　4.2.3 静态MOS随
机存储器芯片举例　　4.2.4 动态MOS随机存储器芯片举例　⋯⋯第5章 指令系统第6章 中央处理器第7
章 总线系统第8章 输入输出设备第9章 输入输出系统附录 新旧逻辑电路图形符号对照表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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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1．1．2计算机的应用随着计算机技术的迅猛发展，计算机的应用范围在不断地扩大，小到电子
手表、儿童玩具，大到卫星、导弹的发射，应该说计算机已经渗透到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是否使用
计算机已经成为各单位或部门技术应用水平高低的重要标志。下面从几个主要方面简述计算机的应用
领域。1．科学计算方面科学计算从来就是计算机应用最广泛的领域之一，在科学研究和工程设计过
程中，常常会有大量的数值计算问题。例如导弹或卫星的发射，必须精确地计算其运行轨道和目标
；24小时天气预报，用手摇计算器进行计算需要几个星期，改用高速计算机则只需要几个小时或更短
时间；生命科学中为测定胰岛素的晶体结构，需要进行大量的、高精度的复杂运算，只有采用高速计
算机才成为可能。最近有资料报道，关于人类基因密码的研究，需要对32亿个碱基对按照正常顺序加
以排列，为了完成这一计算动用了700台互连的A1pha64位处理器，其运算能力达到每秒1．3万亿次浮
点运算。实践证明，计算机的高速度、高精度的计算改变了科学研究和工程设计的面貌，使得计算机
已经成为广大科学工作者和工程设计人员不可缺少的重要工具。2．数据处理方面数据处理与科学计
算不同，数据处理的任务是要对大量数据进行分析、加工、变换或综合处理等。完成数据处理任务的
计算机面对的是大量的数据，对它们不要求进行复杂的高精度的运算，目前国内外有大量的计算机应
用于财会系统、银行管理、市场预测和销售分析等各个领域，还有图书资料管理、情报检索、飞机和
火车的订票系统等均属于数据处理的范畴。应用于数据处理的计算机应具有足够大的存储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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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计算机组成原理实用教程》：满足2009年教育部考研大纲要求，与主流接轨——全书理论联系实际
，体系结构合理，概念清楚、选材适当、系统性强。以运算器、存储器、控制器为主线，讲透基本理
论、基本原理、基本方法和基本技术。配有教学课件，包括供教师使用的PPT和动画C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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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书很新，速度也很快，非常满意。
2、感觉不错，暂时没发现缺点!
3、讲的很透彻
4、教材感觉嘛都是循规蹈矩的。。5分是给亚马逊的服务
5、这本书是老师指定要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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