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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计算机组成与结构》是上海市精品课程“计算机组成与结构”的配套教材之一。
全书共分8章，按计算机基础、组成、系统三个层次介绍了计算机的组成与结构。
基础部分包括第1～3章，即计算机系统概论、数字电路基础和计算机中的逻辑部件、信息表示与运算
基础；组成部分包括第4.2～4.3节、第5章和第6章，即主存储器、辅助存储器、中央处理器、外部设备
；系统部分包括4.1节、第6～8章，即分级存储体系、外部设备、输入输出系统（含总线系统）和计算
机系统结构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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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本章要点 　　与早期的以运算器为中心的计算机不同，现代计算机已形成了以存储器为中心的系
统结构。
而当今全球的计算机网络体系架构也已趋向于以存储系统作为核心依托继续发展，因此，存储器和存
储系统已成为影响整个计算机世界的最大吞吐量的决定性因素。
本章讲解的思路是先介绍组成存储系统的存储器，再介绍当今的存储系统及发展趋势。
重点讨论最新存储系统的层次结构概念以及存储器的最基本组成和工作原理。
 　　存储器和存储系统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存储器是计算机用来存放程序和数据的重要元件。
而存储系统则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上的存储系统通常是由几个容量、速度和价格各不相同的存储
器，按一定的体系结构组织起来而构成的系统，它是存储器元件的扩展，主要针对个体计算机而言。
而广义的存储系统主要是针对网络而言，它已不再是简单的磁盘或磁盘阵列等存储设备的组合，而是
由多个网络智能化的磁盘阵列和存储控制管理系统构成的，随着目前网络的不断普及，广义上的存储
系统已经成为整个网络信息化所不可或缺的支撑，同时也成为了当今云计算的基础。
本书在对广义的存储系统进行简单介绍的同时，主要讲解狭义上的存储系统概念，着重以现今主流的
分级存储系统结构为例进行讲解。
 　　4.1 分级存储体系 　　4.1.1 存储系统的主要性能指标 　　可以用以下几个技术指标来描述存储系
统的性能。
 　　1存储容量 　　存储器是用来存放“0”、“1”信息的重要元件，犹如一个庞大的“数据仓库”
里的储物柜。
存储容量是计算机存储信息的能力。
它被定义为存储器中可以容纳的存储单元的总数。
 　　存储容量的基本单位是字节B（Byte，8位二进制数码），还可用KB（千字节）、MB（兆字节）
、GB（吉字节）、TB（太字节）和PB（皮字节）来衡量。
 　　对于字节编址的计算机，常用字节数来表示存储容量；对于字编址的计算机，一般用字数与其字
长的乘积来表示存储容量。
如某机的主存容量为64 K×16，表示它有64 K个存储单元，每个存储单元的字长为16位，若改用字节
数表示，则可记为128 KB。
 　　通常，计算机的存储容量越大，存放的信息就越多，处理问题的能力就越强。
 　　2存取速度 　　存储器的存取速度通常由存取时间Ta、存取周期Tm和存储器带宽Bm等参数来描
述。
存取速度主要取决于存储器件的工艺，也受存储容量大小的影响。
 　　（1）存取时间Ta 　　存取时间又称访问时间或读写时间，是指从启动一次存储器操作到完成该
操作所经历的时间。
例如，读出时间定义为从CPU向存储器发出有效地址和读命令开始，直到把被选单元的内容读出为止
所用的时间；写入时间是指从CPU向存储器发出有效地址和写命令开始，直到把信息写入被选单元为
止所用的时间。
显然，Ta越小，存取速度越快。
 　　（2）存取周期Tm 　　存取周期又叫读写周期，它是指存储器进行一次完整的读写操作所需的全
部时间，即连续两次访问存储器操作之间所需的最短时间。
显然，一般情况下，Tm>Ta。
这是因为对于任何一种存储器，在读写操作之后，总要有一段恢复内部状态的复原时间。
对于破坏性读出的RAM，存取周期往往比存取时间要大得多，甚至可达到Tm=2Ta，这是因为存储器
中的信息读出后需要马上进行重写（再生）。
 　　（3）存储器带宽Bm 　　存储器带宽又称数据传输率，是指每秒从存储器进出信息的最大数量。
例如，存储器周期是500 ns，每个存储器周期可访问16位（2个字节），则它的带宽是32 Mb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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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存储器提供信息的速度还跟不上CPU处理指令和数据的速度，所以，存储器的带宽是改善计算
机系统瓶颈的一个关键因素。
为提高存储器的带宽，可采取缩短存储周期、增加存储字长、增加存储体等措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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