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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计算机组织与体系结构”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的一门硬件核心专业基础课程。
从课程地位来说，它在先导课和后续课之间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
“计算机组织与体系结构”重点讲授单处理机系统的组织和工作原理，在此基础上扩充讲授并行计算
机系统的体系结构。
课程教学具有知识面广、内容多、难度大、更新快等特点。
另一方面，体现课程特点的教材对于提高教学水平和培养人才的质量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作者认为，一本好的“计算机组织与体系结构”教材主要应具备下述特点：(1)基础性强。
知识结构合理，为学生建立终生知识体系打下良好基础。
(2)系统性强，知识模块彼此交互，使学生能清晰地建立计算机整机概念。
(3)时代性强，及时反映前沿方向，以适应计算机科学技术快速发展的需要。
(4)实践性强，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结合，注重学生的智力开发和能力培养。
(5)应用性强，有较广的适应面，以适应学生在各类计算机上从事开发应用的需要。
(6)启发性强，结合计算机科学技术的重大进展，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和创新意识。
按CCC2005教学计划，本课程的先修课是“数字逻辑与数字系统”。
作者根据多年从事计算机硬件课程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的经验，从传授知识和培养能力的目标出发，
结合本课程教学的特点、难点和要点，在这次新版教材编写中又进行了课程体系、教学内容、教学方
法和教学手段的改革，使文字教材、多媒体CAI软件、教学课件、习题库、试题库、教学仪器、实验
设计、课程设计综合配套，力求形成“理论、实验、设计”三个过程相统一的立体化教学体系。
理论教学计划64学时。
授课学时建议：第1章3(学时，下同)，第2章9，第3章9，第4章4，第5章12，第6章4，第7章4，第8章6
，第9章4，第10章4，第11章5。
实验教学16学时，与理论教学同步进行；另外，可在小学期集中安排2周时间的课程综合设计实践。
倪辉、覃健诚、张杰、靳秀国、杨秦、陈楠、冯一兵、祁之力、王军德、张振华、刘俊荣、李娇娇、
宗华丽、王晓梅、胡文发、李贞、王坤山、肖炜、崔洪浚、白媛、郝静、吴璇、杨光辉、杨孟柯等参
与了第4版文字教材、CAI软件、教学课件、习题库、试题库、教学仪器、实验设计、课程设计等的编
写和研制工作，限于版面，未能在封面上一一署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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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计算机系列教材·计算机组织与体系结构》重点讲
授计算机单处理机系统的组成和工作原理。
在此基础上，扩展讲授并行计算机的体系结构。
书中内容分为13章：（1）计算机系统概论；（2）运算方法和运算器；（3）内部存储器；（4）指令
系统；（5）中央处理机；（6）总线系统；（7）外围设备；（8）输入/输出系统；（9）操作系统支
持；（10）安腾高性能处理机体系结构；（11）并行体系结构； （12）教学实验设计；（13）课程综
合设计。
在附录A中介绍了配套光盘与教学设备。
　　《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计算机系列教材·计算机组织与体系结构》是作者
对“计算机组织与体系结构”课程体系、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手段进行综合改革的具体成果。
　　《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计算机系列教材·计算机组织与体系结构》特色：
基础性、时代性、系统性、实践性、实用性、启发性融为一体，文字教材、多媒体CAI软件、教学课
件、习题答案库、自测试题库、教学仪器、实验设计、课程设计综合配套，形成“理论、实验、设计
”三个过程相统一的立体化教学体系。
《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计算机系列教材·计算机组织与体系结构》文字流畅、
通俗易懂，有广泛的适应面，可作为高等学校计算机系的教材，也可作为成人自学考试和全国计算机
等级考试NCRE（四级）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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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白中英，甘肃省永靖县人。
现任北京邮电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在工程和科学研究中，“622小型通用计算机”获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重大成果奖，1项成果获国家级
科技进步三等奖，1项成果获全国发明展银质奖，5项成果获部级科技进步一、二等奖，1项成果获国家
发明专利。
近几年主持完成国家863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3项，省部级项目2项。
在教育和教学研究中，《计算机组成原理教程》获1992年国家级优秀教材特等奖，“CNCC网络型计
算机辅助教学系统”等4项成果分别获1989年、1993年、1997年，2005年国家级教学成果一、二等奖。
6项成果获省部级教学成果、教材一等奖。
2003年获首届北京市“教学名师奖”。
先后出版著作21部，发表学术论文36篇。
研究方向：计算机系统结构、人工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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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计算机系统概论1.3 计算机的硬件1.3.5 适配器与输入输出设备理想的计算机输入设备应该是“会
看”和“会听”，即能够把人们用文字或语言所表达的问题直接送到计算机内部进行处理，但是现在
这种理想的输入设备还未大规模投入应用。
目前常用的输入设备是键盘、鼠标器、数字扫描仪以及模数转换器等。
它们的作用是把人们所熟悉的某种信息形式变换为机器内部所能接收和识别的二进制信息形式。
输出设备的作用是把计算机处理的结果变换为人或其他机器设备所能接收和识别的信息形式。
理想的输出设备应该是“会写”和“会讲”。
“会写”已经做到，如目前广为使用的激光印字机、绘图仪、CRT显示器等。
这些设备不仅能输出文字符号，而且还能画图作曲线。
至于“会讲”即输出语言的设备，目前也有高级产品问世。
计算机的输入/输出设备通常称为外围设备。
这些外围设备有高速的也有低速的，有机电结构的，也有全电子式的。
由于种类繁多且速度各异，因而它们不是直接地同高速工作的主机相连接，而是通过适配器部件与主
机相联系。
适配器的作用相当于一个转换器。
它可以保证外围设备用计算机系统特性所要求的形式发送或接收信息。
一个典型的计算机系统具有各种类型的外围设备，因而有各种类型的适配器，它使得被连接的外围设
备通过系统总线与主机进行联系，以便使主机和外围设备并行协调地工作。
除了上述各部件外，计算机系统中还必须有总线。
系统总线是构成计算机系统的骨架，是多个系统部件之间进行数据传送的公共通路。
借助系统总线，计算机在各系统部件之间实现传送地址、数据和控制信息的操作。
以上是我们对一台计算机硬件组成概貌的了解，其目的在于使读者对计算机的整体先有一个粗略的印
象，为在讲授后面各章时提供一些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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