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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普通高等教育"十二五"规划教材:大学计算机基础》以信息表示和信息处理为基本线索，全面介绍了
计算机系统的基本概念、原理和方法。首先介绍了信息、信息表示、信息处理和二进制概念，以及用
二进制表示数值信息和字符信息的方法；然后分别介绍了计算机硬件系统的结构和工作原理、操作系
统功能及实现策略、数据库技术、多媒体技术、信息安全技术、计算思维和计算机问题求解。《普通
高等教育"十二五"规划教材:大学计算机基础》有配套的实验教材，给出了一系列实验设计，并详细描
述了实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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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程序查询方式是早期计算机中使用的一种方式，它利用程序控制实现CPU和外部设
备之间的数据交换。其工作方式是CPU首先向I／O设备发出命令字，请求进行数据传送。接着从I／O
接口读人设备状态，并根据读人的状态判断数据交换是否可以进行。如果设备没有准备就绪，则重复
执行读入状态信息和判断的过程，直到这个设备发出准备就绪信号为止。最后，CPU从I／O接口的数
据缓冲寄存器中输人数据，或者将数据从CPU输出至接口的数据缓冲寄存器。与此同时，CPU将接口
中的状态标志复位。程序查询方式优点是CPU的操作和外围设备的操作能够同步，硬件结构比较简单
。但是，由于外围设备动作很慢，程序进入查询循环时将浪费很多CPU时间，CPU此时只能等待，不
能执行其他任务。即便CPU采用定期由主程序转向查询设备状态的子程序，进行扫描轮询的办法
，CPU宝贵资源的浪费也是可观的。 中断是指CPU暂时中止现行程序，转去处理随机发生的紧急事件
，处理完后自动返回原程序的技术。中断是外围设备用来“主动”通知CPU，准备送出输入数据或接
收输出数据的一种方法或机制。通常，当一个中断发生时，CPU暂停它的现行程序，而转向中断处理
程序，从而可以输入或输出一个数据。当中断处理完毕后，CPU又返回到它原来的任务，并从它停止
的地方开始执行程序。这种方式节省了CPU宝贵的时间，是管理I／O操作的一个比较有效的方法。中
断方式一般适用于随机出现韵服务，并且一旦提出要求，应立即进行。在速度较慢的外围设备准备自
己的数据时，CPU照常执行自己的主程序。在这个意义上说，CPU和外围设备的一些操作是并行地进
行的，因而同串行进行的程序查询方式相比，计算机系统的效率是大大提高了。 用中断方式交换数据
时，每处理一次I／O交换，约需几十微秒到几百微秒。对于一些高速的外围设备，以及成组交换数据
的情况，仍然显得速度太慢。直接主存访问（DMA）方式是一种完全由硬件执行I／O交换的工作方式
。DMA控制器从CPU完全接管对总线的控制，数据交换不经过CPU，而直接在主存和外围设备之间进
行，以充分发挥CPU的速度潜力。这种方式主要优点是数据传送速度很高，传送速率仅受到主存访问
时间的限制。与中断方式相比，DMA方式需要更多的硬件。DMA方式适用于主存和高速外围设备之
间大批量数据交换的场合。 DMA传送数据分三步走：预处理、正式传送和后处理。在预处理阶段，
由CPU执行几条输入／输出指令，测试设备状态，通知DMA控制器是哪个设备要传输数据、数据传输
到主存什么位置，或从主存哪个位置开始，以及传送多少数据。此后，CPU继续执行原来的主程序。
在正式传送阶段，当外设准备好接收或传送数据时，发出DMA请求，由DMA控制器向CPU发出总线
使用权的请求，获得使用权后在DMA控制器控制下，以数据块为基本单位进行数据传输。后处理阶段
是在DMA控制器向CPU发送操作结束的中断后，CPU执行一些收尾工作。例如，校验送人主存的数据
是否正确等。在DMA进行数据传送时，如果此时CPU也要访问主存，则一般有三种解决方法：停
止CPU访问主存、周期挪用和DMA与CPU交替访问主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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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普通高等教育"十二五"规划教材:大学计算机基础》内容符合教育部高等学校非计算机专业计算机基
础课程教学指导分委员会提出的有关大学计算机基础课程的教学基本要求，可作为大学本科、专科的
计算机基础课程教材及培训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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