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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如果问20世纪最伟大的发明是什么？
那么计算机无疑是答案之一。
在现代社会中，计算机已经作为一个主要的数据计算与信息处理工具被应用到各行各业中，已经作为
一个必要的商品进入到千家万户。
如果问什么样的计算机最多？
那么微机无疑是大多数用户的首选。
事实上，个人家庭或者日常办公使用的计算机大多数都是微机（或者习惯于称为电脑）。
如果我想再进一步问一个问题：“你知道电脑是如何工作的吗？
”可能大多数用户会说不知道。
对于一般的用户而言，这的确不是一个问题，因为他们购买一台电脑和购买一台电视机或冰箱没什么
两样，只要会简单使用就好了。
然而，对于计算机专业的学生来说，可能这样的问题就需要认真思考了。
假如你大学毕业后还对普遍使用的微机的工作原理不清楚，那么你不应该算是一个合格的计算机专业
的毕业生。
不可回避，现在的大学教育越来越“软化”了，许多计算机专业毕业的学生在硬件基础方面十分薄弱
，由于缺乏对计算机工作机理的本质认识，已经丧失了计算机专业学生具有的优势。
简单地说，计算机编程不是计算机专业学生的“专利”，在如今的信息社会里，其他专业都在扩展计
算机的编程技术到它们的专业培养中，一些相关的专业（如信息系统、计算数学等）可能在软件能力
的培养上一点也不比计算机专业差。
因此，对于计算机专业学生的培养问题需要教育工作者认真去思考。
我们一直在抱怨目前计算机专业学生培养中的“重软轻硬”情况，这种情况一度被认为是“市场需求
”导致的。
但事实并非如此，现在具有计算机硬件和软件综合能力的毕业生在市场上是“稀有人才”，是很受市
场欢迎的。
因此，作为计算机教育工作者，可能需要我们重新从自身去寻找问题。
我们认为，硬件课程教学的理念和内容上的落后对于加重这种“重软轻硬”现象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
一方面，大多数学校的“微机原理”相关的课程内容陈旧，跟我们目前使用的微机硬件结构相差太远
，直接导致学生的学习兴趣的下降。
例如，许多学校只讲Intel8086微处理器。
其实，讲解8086的基本原理本身没有错，但是不加扩展、不和现代微机的结构进行对接就可能带来严
重的问题。
另一方面，普遍迫于课时紧张的压力，硬件课程的课时一再压缩、缺乏系统性。
例如，有的学校为了在有限课时内保证内容的先进性，干脆就直接讲解Pentium处理器（没有将8086
和80x86作为基础）。
这种做法也是值得商榷的。
我们在教学实践中，也尝试过类似的办法，其中暴露的主要问题是学生的接受难度增大、知识学习不
系统等。
这样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应该说都不是理想的解决办法。
也许，我们需要转变一下教与学的观念。
我们认为，可以尝试去打破几十年惯用的知识灌输型教学方式，研究对应的知识探索性方式，将微机
系统的原理和技术放在一个历史发展坐标上去演绎，力求将知识的演变过程重现给学生，力求将微机
的进步看做是一系列的技术创新演变的结果。
这样，我们就可以精选出关键的微机系统对应的技术点来连贯课程内容，而不去过多地拘泥于技术细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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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有限的课时内，能提高课程的技术含量、知识浓度，也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创造性
。
当然，这对于教师和教材来说，提出了更多挑战性问题。
教师要有一个相对广的知识面，对微机系统的发展有一个较全面的认识；对于计算机这样的应用性很
强的学科来讲，教师要能正确地把握技术的发展方向，能提出符合技术发展的问题，在课堂上引导学
生思考和解决问题。
教材的内容体系要相对完整，符合微机系统的发展过程和趋势；教材应该有利于学生自学，可以用于
学生课后扩展知识和提供足够高的参考价值。
基于上面的理念，本书力求追寻微机技术发展的历史，增量式地论述微机发展所依附的主要设计原理
与创新技术，选择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产品进行详细剖析。
从主要内容上看，本书涵盖16位、32位以及多核微机系统的关键技术，内容本身的知识含量和先进性
毋庸置疑。
从编写的思路上看，本书按照技术发展历程进行相关原理与技术的讲述，追求体系的完整性，力求内
容多而不乱，紧密联系最新的微机发展技术，使读者真正了解微机技术的演变过程，掌握具有通用性
的设计原理和技术。
作为长期从事相关课程教学的一线教师，作者期望该书成为计算机以及相关专业的理想教材。
因此，在编制过程中充分考虑了不同学校在学生基础、课程安排以及教师能力上的差异，力求各章节
内容相对独立，便于教师根据课时或学生情况进行裁减。
我们相信，本书不仅是一本理想的计算机本科生教材，也可以作为研究生教材使用。
此外，一些企业或公司的技术人员也会对这样的书籍感兴趣，因为本书提供了可读性很强的原理归纳
和浓缩的技术资料，可以用于他们的实际工程实践和知识扩展上。
本书共分5章和4个附录。
第1章“绪论”，主要阐述微机系统的发展以及必要的基础性名词与结构解释，并且从读者的角度说
明了本书使用中应该注意的问题。
第2章“微处理器与相关技术”，以微处理器发展历程为索引，阐述微处理器设计的基本原理与依附
的技术，并且选择Intel8086、80386、Pentium和双核微处理器进行剖析，对通用的设计原理和技术进行
详细的讲解。
第3章“微机存储系统”，以微机存储系统的需求为索引，阐述多级存储系统对应的技术问题与解决
方法，对内存的设计与管理技术进行了详细的阐述，选择Cache、虚拟存储等现代存储技术进行解释
。
第4章“微机的总线及接口技术”，从总线的应用需求和发展历程出发，剖析微机主板的体系结构及
其关键技术，对微机系统常见的外设接口进行必要的解释。
第5章“微机的指令系统与寻址方式”，以Intel系列微处理器的指令系统发展为范例，讲述微机指令系
统以及寻址方式对应的通用性原理，剖析Intel系列微处理器的指令系统的不断扩展过程和解决问题的
方法。
后面的附录A-D，是Intel系列微处理器的指令系统对应的技术资料，供读者在工程使用中或者学习中
查阅。
它们在组织上仍然坚持“增量式”学习思想，从8086、80x86到Pentium处理器逐步展开，摒弃不必要
的冗余内容，为读者提供一个浓缩的、具有很高使用价值的技术文档。
本书由毛国君进行内容选择和组织设计，毛国君编写第1-3章，方娟编写第4章和第5章，最后由毛国君
统稿完成。
特别感谢北京工业大学本科教学督导组成员的教授们，他们在本书的编写过程中给出了许多有价值的
建议。
感谢北京工业大学进行相关教学的易小琳、朱文军、鲁鹏程等教师，他们在教学中的许多讨论为本书
的编写提供了技术素材。
感谢北京工业大学参加过相关课程学习的各类学生，他们的许多意见使本书的针对性和可读性得到加
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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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参加本书最后文字润色的研究生（王欣、徐花芬等），他们的工作提高了本书的内容编排质量。
同时第一作者也感谢其他作者及其家人，我们的合作是愉快的，你们家人的支持是保证本书顺利出版
的必要前提，相信通过我们出色而卓有成效的工作将为读者提供一本有价值的专业书。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高档微机原理与技术>>

内容概要

　　《高档微机原理与技术》共分5章，从原理扩展和技术创新角度对微机系统、微处理器、存储系
统、主板及指令系统等进行叙述和归纳。
《高档微机原理与技术》详细介绍微机系统的产生、发展、面对的问题以及相关背景知识；微处理器
发展、微处理器的评价，16位、32位和多核处理器在结构、工作机理、关键技术创新等方面的核心设
计原理与技术；微机存储系统的发展、典型技术以及对应的内存设计与管理技术；总线以及微机主板
的体系结构；微机系统的指令系统在功能、设计以及对应的寻址方式等方面的原理与技术。
书中给出的实例和附表可以作为技术资料供检索和查阅。
　　《高档微机原理与技术》可作为计算机专业的本科生或者研究生教材，也可以作为从事计算机研
究和开发人员的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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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2章 微处理器与相关技术2.2 微处理器的评价上一节简单地介绍了微处理器的发展情况，在那
里涉及到许多微处理器的质量或者性能指标。
有的读者可能直观地理解了它们，有的可能还没有很好地理解。
其实，评价一个处理器的好坏，的确是一件艰苦的工作。
因为，一个处理器的好坏除了取决于它本身的一些重要性能指标外，也取决于整个微机系统的部件是
否能协调地工作。
当然，较为系统地了解微处理器的主要性能指标和评价方法，是进一步了解微处理器的一个重要途径
，也对我们实际工作有益。
2.2.1 衡量微处理器好坏的基本标准1.计算与传输速度反映CPU计算速度的最直接指标是主频。
主频实质上是CPU中的内部时钟频率，即在CPU内数字脉冲信号震荡的速度，CPU的内部计算和内部
数据传输是按照主频来设计同步时序的。
主频是我们衡量微处理器速度的最直观和最常用的一个性能指标。
如上所述，经过近五十年的发展，微处理器的主频可以说是提高最快的指标之一，因此，我们在购买
和评价一个CPU时，经常关注这个指标。
例如，标识为Pentium 4 3.2GHz的CPU后面的数字3.2 GHz技术是指微处理器的主频。
可以肯定，主频和CPU的实际运算速度有关。
但是，从微机系统结构的发展看，不能把计算机的运算速度简单地理解为就是主频。
例如，任何的计算机除了CPU内部的工作外，还需要和CPU外部的其他部件（内存、外设等）进行信
息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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