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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刘玓等编著的《大型机系统应用基础》介绍大型主机的应用基础知识，是一本该专业方向的入门普及
性质的书，主要介绍了大型机操作系统、编程滔青与编程方法、DB2数据库和应用开发环境等4个方面
的内容。

    这4个方面的内容涵盖了大型主机应用领域最常用的基础知识和操作技能。
通过本书的学习，学生能够对大型主机领域的基本概念、功能特征和应用模式等有一个较全面的概括
性了解，并具有一定的应用开发能力，而不必像以前那样要花赞较多时间学习至少4门大型机方面的
相关课程，才能对大型机系统及其应用有较全面的了解。

    《大型机系统应用基础》以宽泛、浅显和实用的形式来介绍大型机系统，对于目前大多数只掌握
了PC加Windows／Linux操作系统的学生扩展知识面和丰富专业知识结构都有较犬的帮助。
如果学生对其中某些领域有兴趣想进一步深入研究。
可再选择这些领域的相关课程和书籍来学习。

    现在许多学校都正在或准备针对非计算机专业(或是计算机专业中的非大型主机方面)的学生开设大
型机基础(或大型机简介)类的基础性公选课．以拓展学生的专业眼界和就业选择，本书也可作为这类
课程的教材。

     《大型机系统应用基础》适用于大学1—4年级的计算机专业(大型机或非大型机方面的)学生作为该
领域基础性学习的教材，也适用于其他大型机应用领域的企业和软件外包企业作为员工初期培训之用
，同时也适合一般初学者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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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大型主机系统在大规模集中式数据处理应用和现代大型企业IT基础设施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刘玓等编著的《大型机系统应用基础》是大型主机系列课程的基础性教材，包括大型机概述、z/OS操
作系统、交互工具、数据集操作、JES系统和批处理、JCL和SDSF的使用、z/OS应用软件的设计和开发
、主机系统中的编程语言、事务处理系统、应用服务器、消息队列、大型主机上的系统编程和z/OS的
系统安全。
通过学习本书，不仅可以了解到有关大型主机系统的基本概念、体系结构和运行环境等，还能够了解
大型主机系统的基本使用方法，熟悉大型主机主要的操作系统和应用开发工具，使读者对大型主机系
统有一个基础性的了解，为后期更加全面深入地学习、应用和研究大型主机系统打下良好的基础。
    《大型机系统应用基础》可作为高等院校计算机学院、软件学院大型主机方向的本科和专科学生的
基础教材，也可作为从事大型主机工作的相关技术人员的参考书。
    《大型机系统应用基础》内容涵盖了大型主机全球认证考试“z01”的主要知识点，可以用做希望学
习和了解大型主机系统知识和技术，并参加z01考试的相关人员的培训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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