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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我国的高等院校开始面向各个专业的全体大学生开展计算机教育
。
特别是面向非计算机专业学生的计算机基础教育，牵涉的专业面广、人数众多，影响深远。
高校开展计算机基础教育的状况将直接影响我国各行各业、各个领域中计算机应用的发展水平。
这是一项意义重大而且大有可为的工作，应该引起各方面的充分重视。
20多年来，全国高等院校计算机基础教育研究会和全国高校从事计算机基础教育的老师始终不渝地在
这片未被开垦的土地上辛勤工作，深入探索，努力开拓，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初步形成了一套行之有
效的课程体系和教学理念。
20年来高等院校计算机基础教育的发展经历了3个阶段：20世纪80年代是初创阶段，带有扫盲的性质，
多数学校只开设一门入门课程：20世纪90年代是规范阶段，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按3个层次进行教学的
课程体系，教学的广度和深度都有所发展；进入21世纪，开始了深化提高的第3阶段，需要在原有基础
上再上一个新台阶。
在计算机基础教育的新阶段，要充分认识到计算机基础教育面临的挑战。
（1）在世界范围内信息技术以空前的速度迅猛发展，新的技术和新的方法层出不穷，要求高等院校
计算机基础教育必须跟上信息技术发展的潮流，大力更新教学内容，用信息技术的新成就武装当今的
大学生。
（2）我国国民经济现在处于持续快速稳定发展阶段，需要大力发展信息产业，加快经济与社会信息
化的进程，这就迫切需要大批既熟悉本领域业务，又能熟练使用计算机，并能将信息技术应用于本领
域的新型专门人才。
因此需要大力提高高校计算机基础教育的水平，培养出数以百万计的计算机应用人才。
（3）从21世纪初开始，信息技术教育在我国中小学中全面开展，计算机教育的起点从大学下移到中小
学。
水涨船高，这样也为提高大学的计算机教育水平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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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Intel 8086-Pentium 4后系列微机原理与接口技术》以Intel微处理器系列（从8086到Pentium 4后）
为背景，追踪高性能微型计算机的技术发展方向，抓住关键技术，全面、系统而又深入地介绍微机原
理与接口技术，重点讨论微机系统组成、工作过程与运算基础，微处理器系统结构与技术（流水线及
超流水线技术、指令预取技术、超标量技术、动态分支转移预测技术），指令系统与新指令集，汇编
语言程序设计基础，存储系统（存储管理技术、虚拟存储技术以及cache技术），浮点部件及其流水线
技术，总线技术及其3次变革，主板（基本结构、芯片组和BIOS） ， 输入输出控制技术，接口技术（
并行接口、串行接口以及通用I/O接口），数模与模数转换，常用外部设备。
　　《Intel 8086-Pentium 4后系列微机原理与接口技术》内容丰富、结构合理、深入浅出、文字流畅、
条理分明、实用性强、选材精细而且教学方法好，既可以作为高等院校非计算机专业的教材，也可以
作为成人教育的培训教材与科技工作者的参考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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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2.运算速度运算速度是微机性能的综合表现，它是指微处理器执行指令的速率。
由于执行不同的指令所需的时间不同，这就产生了如何计算速度的问题。
目前，在微机中较常用的方法是直接给出每条指令的实际执行时间和机器的主频。
CPU的速度以MIPS（Million Instruction Per Second）为单位，它是CPU执行速度的一种度量方式，表
示CPU在1秒内可执行多少百万条指令。
但由于每条指令执行的时间各不相同，所以，MIPS并非定值。
例如，8086 CPU执行指令的最短时间为400ns，速度为0.4－1.3MIPS；而PentiumⅢ的执行速度
为300MIPS以上，Pentium 4的执行速度高达700MIPS。
3.内存总线速度如前所述，CPU处理的数据来自主存储器，而主存储器指的就是内存。
一般，放在外存（磁盘或者各种存储介质）上面的数据都要先转存到内存，再取入CPU进行处理。
所以，CPU与内存之间速度的匹配对整个系统性能就显得非常重要。
由于内存和CPU之间的运行速度或多或少会有差异，因此，便设置了二级缓存，用来协调两者之间的
差异，而内存总线速度（Memory-Bus Speed）就是指CPU与二级（L2）高速缓存（cache）和内存之间
的通信速度。
4.扩展总线速度在主板上有一些用于扩展微机功能的插槽，它们可以用来插接各种板卡，如显卡、声
卡、Modem卡和网卡等，这些插槽就称为扩展槽。
目前使用的板卡扩展槽主要有PCI插槽和AGP插槽等。
PCI插槽用于插接PCI总线的板卡，一般为白色的插槽，根据主板的不同，一般有3—5个PCI插槽。
AGP插槽是Intel公司开发的一种图形加速接口，专门用来安装AGP显卡，速度比普通的PCI显卡要快许
多。
ACP插槽一般是褐色的插槽，长度比PCI插槽短一些。
每块主板只有一个AGP插槽，而一些集成了显卡的主板上则没有AGP的插槽。
在一些新型主板上，还有PCI-E插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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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Intel 8086-Pentium 4后系列微机原理与接口技术》：中国高等院校计算机基础教育课程体系规划教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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