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计算机系统结构>>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计算机系统结构>>

13位ISBN编号：9787121077241

10位ISBN编号：7121077248

出版时间：2009-1

出版时间：电子工业出版社

作者：蔡启先

页数：307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计算机系统结构>>

前言

　　计算机系统结构历来为高校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必修的主干专业基础课程。
计算机的发展历史说明，计算机性能的不断提高必须依靠器件的变革和系统结构的改进。
今天，在器件潜力几乎达到极限的情况下，计算机系统结构的改进尤为重要。
该门课程主要反映现代计算机在系统结构上的新思想、新技术，如流水线处理、向量处理、并行处理
、多处理器结构等，要求学生从分析和评测的角度把握计算机系统的设计。
这对培养学生掌握和应用现代计算机系统来处理复杂计算问题具有重要意义，也为学生今后从事计算
机系统软、硬件开发打下良好的基础。
　　国家教育部在《高等教育面向2l世纪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计划》中明确指出，要“面向21世
纪社会、经济、科技、文化的发展，改革我国高等教育中与其不相适应的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该
计划把“基础课程、核心课程的教学内容体系及教材和教学手段、教学方法的创新”列为改革的主要
内容。
因此，在现代计算机技术曰新月异、计算机应用迅猛扩展深入的今天，在高校教育逐步由精英教育向
大众化教育转移的今天，在国家经济发展大量地、普遍地需要工程应用型计算机人才的今天，必须重
新审视这门课程的现状和特点，按照新型人才的培养目标和定位，构建新的计算机系统结构课程体系
，从而提高该课程的教学质量。
　　计算机系统结构课程具有下述特点：　　1.综合性强。
计算机系统结构一般安排为计算机专业高年级课程，它需要用到几乎所有的计算机专业基础知识和相
关的前继专业课程知识，主要需要计算机组成原理、汇编语言程序设计、高级语言程序设计、数据结
构、操作系统、编译原理等课程的知识。
教学中要求学生对各课程的知识融会贯通，教学的难度较大。
　　2.理论性强。
由于课程内容抽象繁杂、概念多，如果教学处理不好，那么容易让学生感到学习乏味，明显增加了教
学难度。
　　3.本课程教材内容多是针对大中型计算机系统描述的，常以一般学生接触不到的机型作为系统结
构举例，而结合PC应用实际、结合现代PC系统结构技术的发展的内容几乎没有，严重脱离学生的实
际情况。
　　4.缺乏实验环境，学生无法获得对计算机系统结构性能改进的直观认识。
如果真正要求学生对其理论与技术有直观的接触，则需要深入到现代大中型计算机内部进行实践，这
对我国绝大多数高校来说是不可能做到的。
因此，长期以来，我国高校在开设这门重要课程时，仅仅停留在理论讲授上，相应的实践教学尚是空
白，学生面对枯燥理论，学习兴趣大减，这对提高教学质量带来极大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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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主要讲述计算机系统结构的基本概念、系统构成技术和性能分析方法。
全书共9章，内容涵盖计算机系统结构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分析原理，包括RISC、流水线技术、向量处
理技术、存储系统、输入/输出系统；并行技术和计算机系统结构的发展，包括并行计算机（含互联网
络）、多处理器系统等；以及现代PC的系统结构和DLX虚拟处理器及其实验。
每章之后均提供大量习题。
本书努力反映现代计算机系统结构的最新理念和最新成果，内容新颖丰富。
其独特之处是结合现代PC系统结构进行分析和评测，并提供基于PC平台开展的计算机系统结构实验
。
　　本书可作为高等学校计算机类专业及电气信息类专业《计算机系统结构》课程的通用教材，也可
作为相关专业研究生、教师和科技人员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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