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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前言全国计算机技术与软件专业技术资格(水平)考试(以下简称“软考”)是我国人事部和信息产业部
领导下的国家级“以考代评”考试。
它自实施起至今已经历了十多年，其权威性和严肃性得到社会及用人单位的广泛认同。
为了适应我国信息化发展的需求，国家人事部和信息产业部在2004年对软考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在此
基础上又于2009年对网络工程师考试大纲进行重新调整，增加了一些较新的知识点，剔除了部分应用
较少的知识点，并统一规范了大纲中相同知识点的描述。
为了引导考生顺利通过考试，我们根据最新考试大纲的要求，结合最近4年连续8次的考题，按最新指
定的教材《网络工程师教程(第3版)》的篇章结构，特别编写了本书。
本书特色围绕真题，考点浓缩精讲。
全书分3部分，第1、第2部分对考点、重点、难点内容细致解释与剖析，针对常考题型精选出历年真题
进行解析，突出考试用书的针对性、实用性；第3部分提供8套模拟试卷，紧扣最新考试大纲，试卷的
命题形式、考点分布、难易程度等均与真题相当，全面模拟真实考试，预测考点，应试导向准确。
按节细化，两大特色板块。
本书章节安排与指定教程同步，按节细化，每节对应两大板块(考什么，怎么考)。
实践表明，这种方式更能激发考生兴趣，方便考生高效复习。
“考什么”归纳出本节的核心知识点，具体体现在两点上：一是对大纲中的考点进行透解；二是对教
材中的知识点进行浓缩，使考生明白“考什么”，突出针对性。
“怎么考”增强学生解题能力，让考生彻底搞清楚“考什么”中的内容是“怎么考”的，突出实用性
。
把握方向，揭示命题规律。
通过分析研究近几年考题，统计出各章所占的分值和考点的分布情况，引导考生把握命题规律。
契合考试，上下午科目拆分。
根据考试时所考题型不同，本书将上午与下午考试科目内容分开讲解。
上午科目为填空题，填空题考查零碎知识点，因此将真题分布于第1部分每个章节，紧随知识点；下
午科目为综合题，其具有完整性特点，因此这一部分以真题为依据对知识点进行重组。
这样，便于考生从细节和全局两个角度全面掌握知识。
读者对象本书以全国计算机技术与软件专业技术资格(水平)考试——网络工程师考试考生为主要读者
对象，特别适合临考前冲刺复习使用，同时可以作为各类软考培训班的教辅，以及大、中专院校师生
的参考书。
本书作者本书是多人智慧的结晶，参与编写、资料整理和命题分析工作的有陈海燕、王珊珊、何光明
、李为健、陈玉旺、陈智、李海、耿翠红、王璐璐、史国川、姚昌顺、赵传申、杨明、许勇、吴婷、
卢振侠、周海霞、毛幸甜、李芹、赵梅、钱妍池、刘敏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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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根据最新版考试大纲、指定教程，以历年真题为基础，结合编者多年从事命题、阅卷及培训
辅导的实际经验编写而成。

　　本书所有题目均配有全解全析，规范解答试题，点拨解题关键，警示解题误区，对于准备参加考
试的读者复习有关内容、了解命题风格及规律、提升解题能力，培养敏锐题感等均有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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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第一章、计算机组成与结构命题要点·计算机中数据的表示及运算：计算机中数据的表示、机
器数运算。
·计算机组成：计算机部件(运算器、控制器、存储器、I/O设备)、处理器的性能。
·存储器：存储介质(半导体存储器、磁存储器、光存储器)、主存(类型、容量和性能)、主存配置(交
叉存取、多级主存)、辅存(容量和性能)、存储系统(虚拟存储器、高速缓冲存储器)。
·输入输出结构和设备：I/O接口控制方式(中断、 DMA、通道)，常用接口( SCSI、RS232、 USB
、IEEE1394、红外线接口)，输入输出设备类型和特征。
·指令系统：指令的分类、操作码、寻址方式、CISC、RISC。
提示：·本章在最近几次考试中一般占4题左右，重点考查指令流水线、高速缓冲存储器Cache、CPU
的组成等内容。
·系统可靠性在最近4次考试中没有出现。
·校验码是“数据通信基础”一章中的重点内容，本章只作简单的介绍。
考点1.1计算机中数据的表示及运算考什么一、机器数和码制各种数据在计算机中的表示形式称为机器
数，其特点是采用二进制计数制，数的符号用0、1表示，小数点则隐含表示而不占位置。
真值是机器数所代表的实际数值。
机器数有无符号数和带符号数两种。
无符号数表示正数，没有符号位。
对无符号数，若约定小数点的位置在机器数的最低位之后，则是纯整数；若约定小数点位置在最高位
之前，则是纯小数。
带符号数的最高位是符号位，其余位表示数值，同样，若约定小数点的位置在机器数的最低位之后，
则是纯整数；若约定小数点位置在最高数值位之前(符号位之后)，则是纯小数。
为方便运算，带符号的机器数可采用原码、反码和补码等不同的编码方法，这些编码方法称为码制。
1．原码表示法数值X的原码记为[X]原，最高位为符号位，表示该数的符号，“ 0”表示正数，“ 1”
表示负数，而数值部分仍保留着其真值的特征。
2．反码表示法反码的符号的表示法与原码相同。
正数的反码与正数的原码形式相同；负数的反码符号位仍为1，数值部分通过将负数原码的数值部分
各位取反(0变1，1变0)得到。
3．补码表示法正数的补码与原码相同。
负数的补码是反码末位+1(丢弃最高位向上的进位)，它是最适合进行数字加减运算的数字编码。
二、定点数与浮点数1．定点数定点数是小数点的位置固定不变的数。
通常采用两种简单的约定：将小数点的位置固定在数据的最高位之前，或者固定在最低位之后。
前者为定点小数，后者为定点整数。
当数据小于定点数能表示的最小值时，计算机将它们作0处理，称为“下溢”；大于定点数能表示的
最大值时，称为“上溢”，统称为“溢出”。
2．浮点数一个机器浮点数由阶码和尾数及其符号位组成。
三、机器数的运算1．机器数的加减运算在计算机中，通常只设置加法器，减法运算要转换为加法运
算来实现。
机器数的加、减法运算一般用补码来实现，其运算方法如下： [X±Y]补→[X]补+[±Y]补2．机器数的
乘除运算在计算机中实现乘除运算，主要有3种方法：(1)纯软件方案，乘除运算通过程序来完成。
该方法速度很慢。
(2)通过增加少量的实现左右移位的逻辑电路来实现。
(3)通过专用的硬件阵列乘法器(或除法器)来实现。
3．浮点运算(1)浮点加减运算完成浮点数加减法有5个基本步骤：对阶、尾数加减、规格化、舍入和检
查溢出。
(2)浮点乘除运算浮点数相乘：其积的阶码等于两乘数的阶码之和，尾数等于两乘数的尾数之积，数符

Page 8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网络工程师考试考眼分析与样卷解>>

由两乘数的数符按逻辑异或求出。
浮点数相除：其商的阶码等于被除数的阶码减去除数的阶码，尾数等于被除数的尾数除以除数的尾数
，数符由两除数的数符按逻辑异或求出。
四、校验码通常使用校验码的方法来检测传送的数据是否出错。
基本思想是把数据可能出现的编码分为两类：合法编码和错误编码。
合法编码用于传送数据，错误编码是不允许在数据中出现的编码。
校验码中有一个重要概念是码距。
所谓码距，是指一个编码系统中任意两个合法编码之间至少有多少个二进制位不同。
1．奇偶校验码奇偶检验通过在编码中增加一位来使编码中1的个数为奇数(奇校验)或者为偶数(偶校
验)，从而使码距变为2。
对于奇(偶)校验码，能检查出代码信息中奇(偶)数位出错的情况，而错在哪些位却不能检查出来。
也就是说它只能发现错误，但不能校正错误。
奇偶校验能够发现大约50%的突发错误。
若有奇数个比特位改变了，奇偶校验就能够检测出该错误；若有偶数个比特位改变了，奇偶校验就不
能够检测出该错误。
对于计算机网络来说，50%的准确率是不够的。
2．海明码海明码是利用奇偶性来检错和校验的方法。
其构成方法是：在数据位之间插入k个校验位，通过扩大码距来实现检错和纠错。
3．循环冗余校验码循环冗余校验码(CRC)由两部分组成，左边为信息码(数据)，右边为校验码。
若CRC码的字长为n，信息码占k位，则校验码就占n-k位。
校验码是由信息码产生的，校验位越长，校验能力就越强。
在求CRC编码时，采用的是模2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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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网络工程师考试考眼分析与样卷解析(2012版)》编辑推荐：强化辅导，真题精解。
模拟试卷，实战演练。
专家答疑，考点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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