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计算机系统结构>>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计算机系统结构>>

13位ISBN编号：9787030281265

10位ISBN编号：7030281268

出版时间：2010-7

出版时间：科学出版社

作者：白中英  主编，杨旭东  等编著

页数：205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计算机系统结构>>

前言

　　数字逻辑、计算机组成原理、计算机系统结构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本科生硬件一条线的必修
课程。
第一门课是技术基础课，讲授逻辑部件级和数字系统级的分析与设计方法。
第二门课是专业基础课，讲授单处理机系统的组成分析和设计方法，偏重于处理机的整机概念。
而第三门课属于专业课，着重讲授并行计算机系统的基本概念、结构、分析和设计方法。
　　本教材的宗旨是：避免与先修课程计算机组成原理在内容上重复，突出以时间并行技术和空间并
行技术为核心的并行计算机系统结构。
编写本教材的指导思想是：　　（1）知识结构完备，基本概念清楚，内容少而精，以满足短学时教
学的需要；　　（2）力图反映新理论新技术，以适应计算机科学技术发展变化快的需要；　　（3）
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结合，注重学生的能力培养；　　（4）文字教材和电子教材结合，采用先进的
教学方法和手段，以获得良好的教学效率和教学质量。
　　根据作者多年从事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的经验，从传授知识和培养能力的目标出发，并结合本课
程教学的特点、难点和要点，作者学习了国内外优秀教材，进行了课程体系、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
教学手段方面的改革，使文字教材、CAI课件、网络教材、试题库、实验仪器、课程设计综合配套，
力求形成“理论、实验、设计”三个过程相统一的教学体系。
课内教学计划40～48学时，实践教学内容单独安排。
　　杨春武、祁之力、吴琨、白媛、杨秦、张杰、靳秀国、齐承军、宋丹杰、周柳忠、杨蕾、张春、
张蓉蓉、段国乐、盛利、王锋、王军德、冯一兵、金丽霞等参加了CAI课件、网络教材、试题库、教
学仪器的研制工作，限于篇幅，未能在封面上一一列名。
　　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国家智能计算机研究开发中心陈鸿安研究员审阅了文字教材，在此表
示衷心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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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介绍了计算机系统结构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基本分析和设计方法。
全书共9章，内容包括：计算机系统结构的相关概念、时间并行技术、指令级并行技术、向量处理机
、互连网络、阵列处理机、多处理机、机群系统和课程设计实验。
    本书依据短学时教学要求编写，知识完整、结构合理、重点突出、概念清楚，注重实践环节与能力
培养，形成了文字教材、电子教材、试题库、课程设计及教学仪器等综合配套的教学体系。
    本书文字流畅，便于自学，有广泛的适应面，可作为高等院校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本科生教材，
也可作为成人教育教材和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四级)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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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发展高性能单处理机过程中，起着主导作用的是时间重叠原理。
实现时间重叠的物质基础是“部件功能专用化”，即把一件工作按功能分割为若干相互联系的部分，
把每一部分指定给专门的部件完成；然后按时问重叠原理把各部分执行过程在时间上重叠起来，使所
有部件依次分工完成一组同样的工作。
例如，解释指令的5个子过程分别需要5个专用部件，即取指令部件（IF）、指令译码部件（ID）、指
令执行部件（EX）、访问存储器部件（M）、写回结果部件（WB）。
将它们按流水方式连接起来，就满足时间重叠原理，从而使得处理机内部同时处理多条指令，提高了
处理机的速度。
显然，时间重叠技术开发了计算机系统中的指令级并行。
　　在单处理机中，资源重复原理的运用也已经十分普遍。
例如不论是非流水线处理机，还是流水线处理机，多体存储器和多操作部件都是成功应用的结构形式
。
在多操作部件处理机中，通用部件被分解成若干个专用操作部件，如加法部件、乘法部件、除法部件
、逻辑运算部件等。
一条指令所需的操作部件只要空闲，就可以开始执行这条指令，这就是指令级并行。
　　在单处理机中，资源共享的概念实质上是用单处理机模拟多处理机的功能，形成所谓虚拟机的概
念。
例如分时系统，在多终端情况下，每个终端上的用户感到好像自己有一台处理机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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