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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是在电子科技大学计算机组成原理课程组编写的“六五”、“八五”、“九五”等国家级规
划教材和高等学校规划教材的基础上重新编写的。
该书将模型化的思想覆盖到整个计算机硬件系统，以当前主流微机为背景，系统地介绍计算机各功能
子系统的逻辑组成和工作机制，强调系统级的整机概念，并注重基础理论与先进技术的融合。
　　全书分为6章，按照自顶向下、由表及里的编写思路，在第一章首先给出模型化计算机硬件系统
的总体框架，以后各章围绕系统的总体框架，分别对信息的表示方法、CPU系统、存储系统、输入输
出设备、输入输出系统等进行详细讨论。
每章的小结部分归纳了本章的知识要点，思考与练习部分强调了本章的重点和难点。
　　第一章概述计算机的基本概念和计算机系统的硬件、软件组织，强调了计算机的两个重要概念：
信息表示的数字化和存储程序的工作方式，介绍了模型机硬件系统的总体框架及其组成特点。
第二章介绍数据信息和指令信息的表示方法，通过多个例子说明信息的数字化表示在计算机中的具体
体现。
第三章介绍CPU系统，将CPU作为集成化整体，针对模型机系统总体框架，分别采用组合逻辑控制和
微程序控制的设计思想，分析、设计了一个具有基本功能的CPU模型，并深入分析了模型机指令的执
行过程，以便建立CPU层次的整机概念。
第四章介绍存储系统，讨论存储原理和主存储器的设计方法，介绍了在存储器设计中有关全译码、部
分译码和线译码的知识；本章还介绍了提高存储系统性能的一些主要措施，如高速缓存技术、虚拟存
储技术等。
第五章介绍输入输出设备的工作原理及信息转换过程，特别对当前常用的键盘、CRT显示器、液晶显
示器、激光打印机、喷墨打印机、硬盘等输入输出设备的原理做了详细介绍。
第六章介绍输入输出系统，包括总线、接口的基本概念，强调中断和DMA等重要的输入输出传送控制
机制，并详细讨论模型机的中断传送和DMA传送。
通过本章学习，旨在建立计算机硬件系统层次的整机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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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计算机组成原理》特色：——《计算机组成原理》将模型化覆盖到整个计算机硬件系统，并以当
前主流微机技术为背景，系统地介绍了计算机各功能子系统的逻辑组成和工作机制，更加强调系统级
的整机概念，同时注重基础理论与先进技术的融合，使得该书既符合计算机技术的发展潮流，又具有
专业基础课的相对稳定性。
　　——《计算机组成原理》采用自顶向下、由表及里的方式组织内容，即在第一章首先给出模型化
计算机硬件系统的总体框架，以后各章围绕系统的总体框架，分别对信息的表示方法、CPU系统、存
储系统、I／O设备、I／O系统等进行详细的讨论。
　　——《计算机组成原理》内容组织合理，结构严谨，知识点明确，对重点和难点阐述透彻，可以
作为高等院校计算机专业教材，也可作为相关工程技术人员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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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1.2信息的数字化表示　　计算机是通过执行程序（指令序列）来实现对数据的加工处理的，因
此计算机中的信息可以分为控制信息和数据信息两大类。
控制信息用来控制计算机的工作。
例如，当计算机执行指令时，用控制器产生的控制命令（称为微命令）控制指令执行有关操作，所以
指令序列和微命令序列属于控制信息类。
数据信息是计算机加工处理的对象。
计算机根据指令要求取出的操作数以及对操作数处理的结果等都属于数据信息。
数据信息又分为数值型数据和非数值型数据两类。
数值型数据有数值大小与正负之分，如6－15等。
非数值型数据则无数值大小与正负之分，如字符、文字、图像、声音等人们能够识别的信息，以及条
件、状态、命令等用于判定的逻辑信息。
那么，在计算机中如何表示这些信息呢？
　　计算机的主要部件是用逻辑电路构成的，所以在电子数字计算机中传送与处理的信息都采用数字
化表示方法。
信息的数字化表示包含两层含义：①用数字代码表示各种信息；②用数字信号表示数字代码。
　　这两层含义实际上表明了计算机处理信息的步骤。
其中，第一层含义从信息表示的角度阐述，它说明各种信息必须表示为数字代码形式才能被计算机识
别；第二层含义从物理实现机制的角度阐述，它说明数字代码还要转换为数字信号形式才能最终被计
算机处理。
信息表示数字化这一重要概念是理解计算机工作原理的一个基本出发点。
下面通过多个例子对这两层含义加以说明。
　　1.在计算机中用数字代码表示各种信息　　数字代码是指一组数字的集合，这里的数字代码通常
指二进制数字代码。
可以把需要描述的信息（某类控制信息或某类数据信息）用一组约定了含义的数字代码来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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