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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计算机硬件技术基础”（或称为“微机原理与接口技术”等）是高等学校计算机基础教学的核心课
程之一。
作为工科专业尤其是电子类专业的必修课程，其主要任务是使学生获得计算机系统组成及工作原理方
面的基础知识、基本思想和基本方法技能，初步培养学生利用计算机硬件知识作为主要工具，思考、
分析、解决本专业及相关领域中问题的能力，为进一步学习和应用相关方面的新知识、新技术打下必
要基础。
作为非工科专业的选修课程，它可使学生学习了解有关计算机硬件技术基础的最基本知识和思维方式
，从整体上建立起计算机系统的基本概念，适应电子信息时代对于计算机基础知识与应用能力的要求
。
本书是与邹逢兴主编的“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教育部高等学校非计算机专业计算机基础课程教
学指导分委员会推荐教材”——《计算机硬件技术基础（第二版）》相配套的教学和学习辅导书。
书中章目与主教材的章目完全相同，每章包括“教学基本要求”、“重点内容提要”、“典型例题解
析”、“教材习题选解”和“教学实验建议”（第一、二、六章无）5部分内容。
“教学基本要求”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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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白皮书”中对
有关内容的要求出发，结合作者多年的教学经验体会，对本章涵盖的主要知识点，分一般了解、正确
理解和熟练掌握三个层次给出了教学要求，并指出了本章的重点和难点。
“重点内容提要”对本章的主要教学内容，特别是要求熟练掌握和正确理解的重要内容，进行了提要
性说明和论述。
“典型例题解析”列举若干较典型的例题，进行详解和分析讨论，以启迪读者解题思路，帮助读者理
解和掌握解题方法，进而加深对基本教学内容的理解和掌握。
“教材习题选解”给出了主教材中各章后部分习题的参考解答。
“教学实验建议”则是编者根据自身的教学实践经验，对各章是否需要安排实验、安排几个实验和什
么性质的实验提出建议，并给出了每个实验的任务、目的和参考方案等。
这部分中的题目，均选自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出版、邹逢兴主编的《计算机硬件技术基础实验教程
》一书。
本书给出这些实验的参考方案（都是已经实现的方案），是为了满足部分学校学生做验证性实验的需
要。
如果条件许可，尤其是电子类专业的实验教学，建议还是按照原书中的实验要求，由学生从每类实验
中任选一个自主完成。
本书和主教材及其配套多媒体CAI课件一起，组成“计算机硬件技术基础”课程的立体化教材体系，
将教与学密切结合。
当然，对于其他读者，本书也是一本较好的教学参考书或考研辅导书。
本书由邹逢兴主编并统稿，主体内容由陈立刚执笔编写，各章实验及参考方案主要由滕秀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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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与邹逢兴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2月出版的“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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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教材”——《计算机硬件技术基础（第二版）》
配套的辅导书。
    本书章目与主教材的章目完全相同，每章分为教学基本要求、重点内容提要、典型例题解析、教材
习题选解和教学实验建议5部分内容。
所有内容是作者长期从事相关课程教学实践经验的结晶。
    本书可作为高等学校工科专业计算机硬件技术基础课程的学习辅导书，也可作为相关课程的参考书
和考研辅导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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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逢兴,  江西省峡江人，1969年毕业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现为国防科技大学教授。
长期从事电子技术、微型计算机应用、自动测控和故障诊断方面的教学与科研。
先后负责完成国家“863”等各类科研、教研项目20余项，获全国科学大会奖和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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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类专业优秀教材一等奖1次、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教材二等奖1次、中国图书奖1次和国防科技大学
优秀教材一等奖多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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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1.2 重点内容提要1.2.1 微型计算机系统的硬件结构从硬件结构的角度来看，微型计算机采用的
基本上是计算机的经典结构——冯?诺依曼结构，即微型计算机在硬件上由运算器、控制器、存储器、
输入设备和输出设备五大部分组成；它的数据和程序均以二进制代码形式不加区别地存放在存储器中
，存放位置由地址（也为二进制代码）指定；其控制器按指令流驱动的原理工作，即根据存放在存储
器中的指令序列（即程序）来工作，并由一个程序计数器（即指令地址计数器）控制指令的执行，且
控制器具有判断能力，能根据计算结果选择不同的动作流程。
上述各部分硬件又是通过地址（AB）、数据（DB）和控制（CB）三大总线联系到一起的，故称为三
总线结构。
由于使用总线，使硬件各部分（模块）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变为模块与总线间的单向依赖关系，即只
要满足相同总线规范的模块就可应用于系统，从而使微型计算机的系统构造比较简单，且具有更大的
灵活性和更好的可扩充性和可维修性。
根据总线组织方法不同，又可分为单总线、双总线、双重／多重总线三类。
1.2.2 微型计算机的主要组成部分及功能微型计算机主要由微处理器（MPU）、存储器、I／O接口和总
线四部分组成。
1.微处理器微处理器是微型计算机的运算和指挥控制中心。
不同型号的微型计算机，其性能的差别首先在于其微处理器性能的不同，而微处理器性能又与它的内
部结构、硬件配置有关。
但无论哪种微处理器，其内部基本结构总是相同的，都由运算器、控制器和寄存器组三大部分外加内
部总线及缓冲器组成，每个部分又各由一些基本部件组成。
运算器主要由算术逻辑单元（ALU）、累加器（ACC）、累加锁存器、暂存器和标志寄存器（FR）等
部件组成。
其主要功能是完成各种算术运算和逻辑运算。
控制器主要由程序计数器（PC）、指令寄存器（IR）、指令译码器（1D）、操作控制器（OC）、堆
栈指针（SP）和一组通用寄存器等部件组成，是整个微处理器的指挥控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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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计算机硬件技术基础教与学指南》和主教材及其配套多媒体CAI课件一起，组成“计算机硬件技术
基础”课程的立体化教材体系，将教与学密切结合。
当然，对于其他读者，《计算机硬件技术基础教与学指南》也是一本较好的教学参考书或考研辅导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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