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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自第1版出版以来，已有数年，其间微型计算机组成领域又推出了许多新技术，计算机体系结构
也有所变化。
为了使教材尽量跟上计算机制造技术的发展，决定对原书进行修订。
本次修订涉及6章。
第三章增加了对新型存储器DDR2／DDR3的介绍。
第八章增加了对微处理器新技术（超线程、多核结构）以及新型处理器（Core2Duo）的介绍。
改写了对Pentium4和Xeon微处理器的介绍。
AMD微处理器简介中也纳入了最新成果。
第九章大幅精简AGP一节，仅从了解历史的角度对其做简单介绍；增加了对新一代主流总
线PCIExpress的介绍；对PCI总线部分做了少量扩充（涉及编者所做的实际工作，帮助理解总线协议）
，同时精简了部分原有内容。
第十章大幅精简SCSI总线的内容，略去一些技术细节，USB总线部分将协议芯片简介改成V2．0的。
第十一章增加了对支持PCIExpress的芯片组、采用该芯片组的微型计算机的体系结构的介绍，内存条
、主板部分均按照最新主流结构进行介绍，删除了3GIO的内容（其正式版本PCIEx．press的内容移至
第九章），增加了服务器体系结构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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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微型计算机组成原理（第2版）》从微型计算机组成原理必备的基础知识讲起，系统地介绍16位
和包括超线程、多核处理器、DDR2／DDR3、PCIExpreSs在内的现代32位微型计算机的组成原理、体
系结构及基本接口技术。
主要内容涉及微型计算机组成基础、各种档次的微处理器的结构、各种类型的半导体存储器、输入输
出接口、可编程接口芯片、传统和现代的控制逻辑、面向现代微型计算机的总线技术以及微型计算机
体系结构的发展变化等。
　　《微型计算机组成原理（第2版）》在保持第1版特色（基础部分简要，讲解通俗易懂；突出现代
微型计算机的组成；大部分程序示例采用高级语言编写；内容的选择、深度及顺序安排经过精心设计
）的基础上，纳入微型计算机组成方面的最新技术和最新结构。
　　《微型计算机组成原理（第2版）》可作为高等院校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及相关专业本科的“微型
计算机组成原理”课程教材，亦可作为从事研发、生产、教学和应用开发的广大科技工作者的参考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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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陆志才，男，1946年生人，南开大学信息技术科学学院计算机系教授。
从事计算机工作已有40年，起初参与计算机制造，并进行了大量设计。
1980年初走上教学岗位。
经过长期的教学实践以及持之以恒的学习，对计算机组成原理、微机组成原理以及相关课程，如脉冲
数字电路、计算机网络、操作系统、计算机测控技术、接口技术、程序设计（汇编语言和c等高级语
言）等，有较为深入的理解，并随着计算机的发展，不断更新相关知识。
所讲各课程受到历届学生普遍好评。
计算机原理课程（以微型计算机为主要讲解对象）在2000年被评为校级优秀课程，2004年被评为校级
精品课程。
2001年获南开大学教学改革创新奖。
高度重视实验教学，先后成功研制了用于高档微型计算机的ISA总线实验装置，基于PCI总线、硬件描
述语言和FPGA的新一代微机原理与接口实验系统（面向计算机专业以及面向软件类专业两种）。
主要研究方向为计算机体系结构、接口技术、软／硬件协同开发、计算机测控技术，负责或参与科研
项目10多项，发表学术论文26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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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I／O接口的集成化程度4．1．3 I／O接口的典型结构4．2 I／O端口的编址方式4．2．1 存储器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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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4．4．3 中断传送方式4．4．4 DMA传送方式4．4．5 I／O处理机方式4．5 简单输入输出接口的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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址可变4．5．5 端口的设计4．5．6 接口电路设计举例习题四第五章 中断系统5．1 中断的基本概念5
．1．1 中断5．1．2 中断系统5．1．3 中断源5．1．4 中断的基本过程5．1．5 中断优先级5．1．6 多重
中断(中断嵌套)5．1．7 中断屏蔽5．1．8 可屏蔽中断、不可屏蔽中断、中断允许标志位5．2 中断管
理5．2．1 CPU响应中断的条件5．2．2 中断响应5．2．3 中断源识别5．2．4 中断判优5．3 可编程中
断控制器8259A5．3．1 8259A的内部结构及引脚信号5．3．2 8259A的工作方式5．3．3 8259A的初始化
命令字5．3．4 8259A的初始化编程5．3．5 8259A的操作命令字5．4 PC／AT型微机的中断系统5．4．1
中断向量与中断向量表5．4．2 中断源及外部可屏蔽中断的控制逻辑5．4．3 中断处理过程5．4．4 自
编中断服务程序举例习题五第六章 可编程接口芯片6．1 可编程并行输入输出接口8255A6．1．1 8255A
的结构6．1．2 8255A的工作方式概述6．1．3 8255A的控制字6．1．4 8255A三种工作方式的功能说明6
．1．5 从端口C中读状态字6．1．6 8255A应用举例6．2 可编程间隔定时器8253／82546．2．1 8253的基
本功能和结构6．2．2 8253的控制字及初始化6．2．3 8253的工作方式6．2．4 间隔定时器82546．2．5
8253／8254的应用6．3 DMA控制器8237A6．3．1 8237A的工作周期6．3．2 8237A的引脚6．3．3 8237A
的工作模式6．3．4 8237A的传送类型6．3．5 8237A的寄存器组6．3．6 8237A的软件命令6．3．7
8237A的编程6．3．8 8237A的应用习题六第七章 80386系统结构7．1 80386微处理器结构7．1．1 80386
微处理器的特点和工作模式7．1．2 逻辑部件7．1．3 内部寄存器7．1．4 数据类型7．1．5 引脚信号及
其功能7．2 80386的总线周期7．2．1 总线周期的分类7．2．2 非地址流水线读／写周期7．2．3 地址流
水线读／写周期7．3 80386的一些内部机制7．3．1 存储器管理功能7．3．2 描述符7．3．3 多任务机
制7．3．4 保护功能7．3．5 保护模式下的中断7．4 80386系统的构成7．4．1 系统组成7．4．2 存储器
结构7．4．3 输入输出结构7．4．4 基本的存储器结构习题七第八章 高档微处理器8．1 高档微处理器
中的新技术8．1．1 RISC技术8．1．2 CPU内部设置Cache8．1．3 采用双独立总线体系结构8．1．4 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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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指令流水线条数8．1．5 分支指令预测技术8．1．6 超顺序执行技术8．1．7 采用深度指令流水线结
构8．1．8 MMX技术与3DNOW!技术8．1．9 超线程技术8．1．1 0多核处理器结构8．2 从80486
到Core2Duo及Xeon8．2．1 804868．2．2 Pentium8．2．3 PelltiumPr08．2．4 MMXXPentium8．2．5
PentiumⅡ8．2．6 PelltiumⅢ8．2．7 Pelltium48．2．8 Core2Duo8．2．9 Xeon8．3 AMD公司微处理器
简介习题八第九章 总线技术Ⅰ——内部总线第十章 总线技术Ⅱ——设备总线第十一章 微型计算机系
统的硬件组成第十二章 串行通信附录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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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1．3．2总线的基本概念总线是传送信息的公共通道。
总线技术早已被采用，因为使用总线可以减少连线的数量。
例如，有n个站点彼此需要交换信息，若两两连线则需要n（n一1）／2根线（这里假定交换的信息的
宽度为一位），而采用总线技术，仅需一根线就把所有站点都连接起来，分时利用这条公共通道传送
信息。
总线技术在微型计算机中应用得更为广泛。
总线在物理上是由传输线和三态器件（三态门）构成的。
所谓三态器件，是指它的输出，除了高电平或低电平外，还有第三种状态，即输出端和输入端之间呈
现高阻抗。
采用三态器件可使连接在（或者说挂接在）总线上的信息源在不发送信息时，和总线呈高阻态，即和
总线是“脱开”的，从而保证总线上的信息能够正确传输。
需要指出的是，当采用并行传送方式时，一根总线在一个时刻只能传送一位二进制信息，若要同时传
送n位信息，则需要n根总线。
当然，至少还需要一根线以提供这些信息所对应的公共电位，通常是地电位。
也就是说，总线中应包括地线。
按信息传送的方向来划分，总线可分为单向总线和双向总线；按传送信息的类型来划分，总线可分为
三种：数据总线（传送数据）、地址总线（传送地址）和控制总线（传送控制信号）；按总线所处的
物理位置来划分，总线可分成四种：芯片内部总线、模板内部总线（在模板上的各芯片或其他组件之
间传输信息）、机器内部总线（本机内各模板之间传输信息）和外部总线（计算机与计算机之间或计
算机与外围设备之间传输信息）。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微型计算机组成原理>>

编辑推荐

《微型计算机组成原理(第2版)》：本教材是对计算机硬件教学的一项改革，将传统的“计算机组成原
理”和“微机原理与接口技术”有机地结合起来，并且真正做到面向现代微型计算机，适用于计算机
科学与技术专业以及自动化、通信工程、电子工程、软件工程等专业。
《微型计算机组成原理(第2版)》保持了第1版的特色，基础部分简要，讲解通俗易懂；突出现代微型
计算机的组成；大部分程序示例采用高级语言编写；内容的选择、深度及顺序安排均经过精心设计。
加强实践环节，以案例为先行和归宿。
《微型计算机组成原理(第2版)》在第1版的基础上进行修订，纳入微型计算机组成方面的最新技术和
最新结构。
《微型计算机组成原理(第2版)》的多媒体教学课件兼顾教师、学生的需要，各章节内容均由编者亲自
制作，将多年教学经验融入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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