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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大学计算机基础课程是教育部规定的在校大学生必须开设的一门公共计算机课程，各高校都非常
重视这门课程的建设，是学生学习其他计算机课程的基础，为学生学习其专业课程服务。
　　进入21世纪，随着计算机基础教育逐渐普及到中、小学课程，给大学课堂的计算机基础教育提出
了更高的要求，针对“非零起点”和“个体差异”，如何组织大学课堂的计算机教学是摆在我们面前
的重大课题，教材也应根据这一实际情况来组织编写，一方面要照顾到基础薄弱的学生，另一方面要
考虑基础好的学生的情况，让这些学生也能学到更多的知识，所以教材编写要有层次感，各取所需。
　　本书以信息技术为主线，以培养大学生的信息素养为根本宗旨，提高大学生利用信息技术的意识
和能力，即信息的采集、整理、加工、分析、评价、发布和运用能力，充分考虑到信息意识情感、信
息伦理道德修养、信息科学知识和信息技术操作和应用等“信息素养”的各个层面，为大学生的学习
、工作和生活服务。
本书共6章，第1章信息技术概述，综合阐述了信息技术的主要内容；第2章计算机组成原理，介绍了作
为信息技术核心的计算机的组成和基本工作原理；第3章计算机软件，介绍了计算机软件系统的组成
，操作系统的功能和常用操作系统的特点，程序设计语言、算法和数据结构的基本知识；第4章计算
机网络，介绍了计算机网络的功能，局域网和广域网的组成和特点，国际互联网Internet的常用服务功
能；第5章数字媒体技术与应用，介绍了文字、声音、图像、动画和视频等多种媒体信息在计算机中
的表示及应用；第6章数据库技术与信息系统，简单介绍了数据库方面的知识，关系型数据库的基本
操作，典型信息系统。
　　本书由长期从事大学计算机基础教学的一线教师参加编写，凝聚了他们的多年科研与教学改革的
成果，以现代教育学、心理学、课程论、学习论、教学论、系统论、控制论和信息论等基本理论为依
据，系统全面地论述了信息技术各方面的知识。
教材从大学生的认知规律出发，坚持把信息技术作为大学生获取信息、探索问题、合作学习、构建知
识的认知工具，由浅入深、循序渐进，语言流畅，通俗易懂，图文并茂，力求知识的新颖性。
本书可作为大中专高等院校大学计算机信息技术课程的教科书，也可作为社会上各种计算机考试的参
考书，其他计算机应用人员也将从本书中得到启发和裨益。
本书还有一本配套的实验指导书，可作为学生上机操作用书。
　　本书第1章由陈玉泉编写，第2章由李曙英编写，第3章由刘模群编写，第4章由陈舜青编写，第5章
由赵晓静编写，第6章由丁志云编写，庄燕滨主审。
全书由丁志云和赵晓静统稿定稿。
在本书的编写过程中得到了华容茂老师和各位同事的关心和指导。
限于水平，不足之处敬请指正。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大学计算机信息技术导论>>

内容概要

本书是为“大学计算机信息技术”课程编写的教材。
全书以信息技术为主线，介绍了信息技术各方面的知识，包括信息技术方面的基本知识，计算机硬件
组成的各个部分及其工作原理，计算机软件的基本知识及操作系统、程序设计语言、数据结构，计算
机网络，文字信息、图像和图形、声音、视频信息在计算机中的表示和工作原理，数据库及一些典型
的信息系统等方面的知识。
另外，本书配有一本《大学计算机信息技术实验指导》（刘芝怡 丁志云主编），可作为实验实践环节
的指导书。
    本书可供大中专院校的师生阅读，也可供各类计算机培训班学员作教学参考书，还适用于相关内容
的各类计算机等级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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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磁表面存储器是将磁性材料沉积在盘片（或带）的基体上形成记录介质，并以绕有线圈的磁头与
记录介质的相对运动来写入或读出信息。
现代计算机系统中所使用的磁表面存储器又有数字式磁记录和模拟式磁记录两种。
数字式磁记录主要有硬盘、软盘和磁带。
模拟式磁记录是指录音和录像设备，过去多作为家用电器设备，随着多媒体技术的发展，在多媒体计
算机中，录音机与录像机已作为计算机的一种新配置。
磁表面存储器是历史最久、应用最广的辅助存储器，而且存储信息的位价格（存储l位二进制信息的价
格）低。
　　光存储器是一种采用聚集激光束在盘式介质上非接触地记录高密度信息、以介质材料的光学性质
的变化来表示所存储信息的存储装置。
即利用激光在介质上写入信息，再利用激光读出信息。
光盘的容量比磁盘的容量大，是很有发展前途的辅助存储器。
　　1.硬盘存储器　　硬盘存储器是计算机系统中最主要的外存设备。
硬盘存储器指的是记录介质为硬质圆形盘片的辅助存储器系统。
硬盘的工作原理是利用特定的磁粒子的极性来记录数据。
磁头在读取数据时，将磁粒子的不同极性转换成不同的电脉冲信号，再利用数据转换器将这些原始信
号变成计算机可以使用的数据，写操作正好与此相反。
　　硬盘以铝合金等金属作为盘基，盘面敷有磁性记录层。
磁层可以采用甩涂工艺制成，此时磁粉呈不连续的颗粒存在；也可以用电镀、化学镀和溅射等方法制
取连续膜磁盘。
根据不同的制作技术，硬盘也有多种结构。
以应用最多的温彻斯特磁盘为例，硬盘内部结构一般由固定面板、控制电路板、磁头、盘片、主轴、
电动机、接口及其他附件组成，如图2.6所示。
其中磁头和盘片组件是构成硬盘的核心，它封装在硬盘的净化腔体内，包括有浮动磁头组件、磁头驱
动机构、盘片、主轴驱动装置及前置读／写控制电路几个部分。
　　（1）磁头组件　　磁头组件是硬盘中最精密的部位之一，它由读／写磁头、传动手臂、传动轴
三部分组成。
磁头是硬盘技术中最重要和关键的一环，实际上是集成工艺制成的多个磁头的组合，它采用了非接触
式头、盘结构，加电后在高速旋转的磁盘表面移动，与盘片之间的间隙只有0.1～0.3um，这样可以获
得很好的数据传输速率。
现在转速为7200rpm的硬盘飞高一般都低于0.3um，以利于读取较大的高信噪比信号，提供数据传输率
的可靠性。
　　（2）磁头驱动机构　　硬盘的寻道是靠移动磁头，而移动磁头则需要磁头驱动机构驱动才能实
现。
磁头驱动机构由电磁线圈电动机、磁头驱动小车、防震动装置构成。
高精度的轻型磁头驱动机构能够对磁头进行正确的驱动和定位，并能在很短的时间内精确定位系统指
令指定的磁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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