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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第2版前言《计算机组成原理》第1版（2004年由电子工业出版社出版）是在三本国家规划教材，
即1985年出版的《计算机组成原理》（“六五”国家规划教材）、1996年出版的《计算机组成原理》
修订本（“八五”国家规划教材，获教育部科技进步奖教材类三等奖）、1997年出版的《计算机组成
原理与汇编语言程序设计》（“九五”国家规划教材）的基础上编写的。
本书对第1版教材进行了修订，并入选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本书以当前主流微型计算机技术为背景，以建立系统级的整机概念为目的，深入地介绍了计算机各功
能子系统的逻辑组成和工作机制。
全书共分7章，按照先建立CPU整机概念，再发展为主机，最后形成硬件系统的教学思路来安排各章
节的内容。
第1章概述计算机的基本概念和计算机系统的硬件、软件组织，强调了信息的数字化表示和存储程序
的工作方式这两个重要概念。
第2章分别介绍数据信息和指令信息的表示方法，说明信息表示数字化在计算机中的具体体现。
第3章介绍CPU子系统，将CPU作为集成化整体，通过一个具有基本功能的CPU模型，深入分析指令
的执行过程，并详细阐明组合逻辑控制和微程序控制的设计方法。
第4章介绍存储子系统，讨论存储原理和主存储器的设计方法，并介绍了提高存储系统性能的一些主
要措施。
第5章介绍I/O子系统，包括接口的基本知识，系统总线，并强调了中断和DMA等I/O传送控制机制。
第6章介绍常用输入/输出设备的工作原理及信息转换过程。
第7章给出一个计算机硬件系统模型，完整而简洁地描述了其系统组成和典型I/O操作，作为全书的总
结。
本书的第1章、第3章由罗克露编写，第2章、第7章由俸志刚编写，第4章、第5章由纪禄平编写，第6章
由刘辉编写，全书由罗克露统稿。
电子科技大学俸远祯教授担任本书主审，作为前述“六五”、“八五”、“九五”等国家规划教材的
主编，俸远祯教授对本书的编写给予了积极支持、热情关心和认真指导，在此谨向俸远祯教授表达我
们衷心的感谢。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还得到了电子科技大学教务处、计算机学院有关领导和老师们的支持与鼓励，以及
电子工业出版社章海涛老师等的热情关怀，谨向他们表示诚挚的谢意。
本书还有配套的辅导书——《计算机组成原理课程设计》，包括本书的课程设计、学习指导和习题解
答等内容。
由于水平有限，对书中的错误和不足之处，恳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我们将不胜感激。
本书为任课教师提供配套的教学资源（包含电子教案），需要者可登录华信教育资源网站
（http://www.hxedu.com.cn），注册之后进行免费下载，或发邮件到unicode@phei.com.cn进行咨询（注
明所在的学校及院系）。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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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计算机组成原理（第2版）》以当前主流微型计算
机技术为背景，以建立系统级的整机概念为目的，深入介 绍了计算机各功能子系统的逻辑组成和工作
机制。
全书共分7章。
第1章概 述计算机的基本概念和计算机系统的硬件、软件组织；第2章介绍数据信息 和指令信息的表示
方法；第3章介绍CPU子系统；第4章介绍存储子系统，讨 论存储原理和主存储器的设计方法；第5章
介绍I/O子系统，包括接口的基 本知识，系统总线，以及中断和DMA等I/O传送控制机制；第6章介绍
常用输 入/输出设备的工作原理及信息转换过程；第7章以一个计算机硬件系统模 型作为全书的总结。
 本书可作为高等院校计算机及相关专业“计算机组成原理”及相关课 程的教材，也可作为从事计算
机专业的工程技术人员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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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计算机组成原理(第2版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由罗克露、刘辉、俸志刚、纪禄平编
著，本书对第1版教材进行了修订，并入选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本书以当前主流微型计算机技术为背景，以建立系统级的整机概念为目的，深入地介绍了计算机各功
能子系统的逻辑组成和工作机制。
全书共分7章，按照先建立CPU整机概念，再发展为主机，最后形成硬件系统的教学思路来安排各章
节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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