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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王万生编著的本书共9章，第1章主要介绍计算机系统组成，计算机的发展历史及计算机的应用；第2章
主要讲解信息的数字化表示，重点讨论数值数据的原码、补码和反码表示方法，非数值数据的表示方
法；第3章介绍运算器的作用及实现，重点讨论定点数的加法器、乘法器、除法器的设计方法；第4章
介绍存储器工作原理与存储器体系结构，重点讨论半导体存储器的工作原理和磁存储器的工作原理，
存储器体系结构及解决的问题；第5章介绍计算机指令系统，重点讨论指令结构及寻址方式；第6章介
绍CPU的组成和作用，重点介绍组合逻辑控制器和微程序控制器的实现；第7章介绍总线及总线互连
结构；第8章介绍常用外部设备的作用与工作原理；第9章介绍输入输出系统，重点讨论中断与
DMA工作方式。

本书选材适当、内容丰富、层次分明、条理清晰、实用性强，为了帮助读者巩固学习内容，每章都配
有大量习题。
本书适合作为普通高等院校计算机应用专业的教材。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计算机组成原理实用教程>>

书籍目录

第1章 计算机系统概论
  1.1 计算机的发展状况
    1.1.1 计算机的定义
    1.1.2 计算机的发展
    1.1.3 微处理器的发展
  1.2 计算机系统的组成
    1.2.1 计算机硬件系统
    1.2.2 PC系列微机的基本结构
    1.2.3 计算机软件系统
  1.3 计算机的应用
  1.4 计算机系统的层次结构
    1.4.1 计算机系统的层次结构
    1.4.2 本课程研究的主要内容
  1.5 计算机的主要性能指标
  习题1
第2章 计算机中信息的表示方法
  2.1 概述
  2.2 数据信息的机内表示方法
    2.2.1 数值数据在机内的表示
    2.2.2 进位计数制及相互转换
    2.2.3 数的符号表示
    2.2.4 数的小数点表示
    2.2.5 十进制数据的表示
  2.3 非数值数据的表示
    2.3.1 逻辑数据
    2.3.2 字符编码
    2.3.3 汉字编码
    2.3.4 图像（图形）的数字表示
    2.3.5 语言的计算机表示
    2.3.6 校验码
  习题2
第3章 运算方法和运算器
  3.1 定点数的加法、减法运算
    3.1.1 补码加减法所依据的关系
    3.1.2 补码加减法运算规则
    3.1.3 溢出的概念及检测方法
  3.2 二进制加法器
    3.2.1 半加器
    3.2.2 全加器
    3.2.3 加法器
    3.2.4 十进制加法器
  3.3 定点数的乘、除法运算
    3.3.1 移位操作
    3.3.2 原码一位乘法
    3.3.3 阵列乘法器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计算机组成原理实用教程>>

    3.3.4 定点除法运算
  3.4 逻辑运算
    3.4.1 逻辑与
    3.4.2 逻辑或
    3.4.3 逻辑异或
    3.4.4 逻辑非
  3.5 定点运算器的组成
    3.5.1 定点运算器的基本结构
    3.5.2 集成多功能算术／逻辑运算器
  3.6 浮点数运算
    3.6.1 浮点数的加、减法运算
    3.6.2 浮点数的乘、除法运算
  习题3
第4章 存储器系统
  4.1 存储器概述
    4.1.1 基本概念
    4.1.2 存储器分类
    4.1.3 存储器的性能指标
  4.2 半导体存储器
    4.2.1 半导体存储器概述
    4.2.2 RAM存储原理
    4.2.3 半导体RAM芯片
    4.2.4 半导体只读存储器ROM的工作原理
  4.3 存储器的组织
  4.4 辅助存储器
    4.4.1 磁表面存储器
    4.4.2 硬磁盘存储器
    4.4.3 光盘存储器
  4.5 存储体系的概述
  4.6 高速缓冲存储器工作原理简介
    4.6.1 高速缓冲存储器的引入
    4.6.2 cache工作原理
    4.6.3 主存—cache地址变换的地址映像
    4.6.4 替换算法
    4.6.5 主存—cache内容的一致性问题
    4.6.6 cache结构举例
  4.7 虚拟存储器概念
  4.8 存储器的校验方法
  习题4
第5章 指令系统
  5.1 概述
  5.2 机器指令
    5.2.1 机器指令格式
    5.2.2 操作数类型和存储方式
    5.2.3 指令类型
    5.2.4 指令助记符
  5.3 寻址方式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计算机组成原理实用教程>>

    5.3.1 指令的寻址方式
    5.3.2 操作数的寻址方式
  5.4 RISC技术
    5.4.1 复杂指令CISC十算机
    5.4.2 RISC技术的产生
  5.5 MMX技术
  习题5
第6章 中央处理机的组织
  6.1 CPU的功能
  6.2 CPU的基本组成
    6.2.1 运算部件
    6.2.2 寄存器设置
    6.2.3 时序部件
    6.2.4 控制单元CU
  6.3 指令的执行过程
    6.3.1 模型计算机的总体结构
    6.3.2 模型机的指令系统
    6.3.3 时序系统
    6.3.4 指令执行流程
    6.3.5 指令的微操作序列
  6.4 组合逻辑控制器的设计
  6.5 微程序控制器的设计
    6.5.1 微程序控制的基本原理
    6.5.2 微程序设计技术
  6.6 CPU性能设计
  习题6
第7章 总线及总线互连结构
  7.1 总线的基本概念
    7.1.1 总线的特性
    7.1.2 总线的类型
    7.1.3 系统总线的组成
    7.1.4 总线的数据传输方式
  7.2 总线的设计要素
    7.2.1 信号线类型
    7.2.2 仲裁方法
    7.2.3 定时方式
    7.2.4 总线事务类型
    7.2.5 总线带宽
  7.3 总线接口单元
  7.4 总线性能指标
  7.5 总线标准及发展过程
  7.6 总线结构
    7.6.1 总线结构的物理实现
    7.6.2 总线结构
    7.6.3 多总线分级结构举例
  习题7
第8章 输入输出设备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计算机组成原理实用教程>>

  8.1 输入输出设备的分类与特点
    8.1.1 外设的分类
    8.1.2 外设特点
  8.2 输入设备
    8.2.1 键盘
    8.2.2 鼠标器
    8.2.3 触摸屏
  8.3 输出设备
    8.3.1 打印机
    8.3.2 显示设备
  习题8
第9章 输入输出系统
  9.1 I／O接口
    9.1.1 I／O接口的功能
    9.1.2 I／O接口的基本组成
    9.1.3 接口的分类
  9.2 I／O设备的寻址
  9.3 I／O数据传输控制方式
  9.4 程序直接控制的数据传输方式
    9.5 程序中断控制数据传输
    9.5.1 中断的基本概念
    9.5.2 中断结构
    9.5.3 中断响应及响应的条件
    9.5.4 向量中断
    9.5.5 中断服务处理
  9.6 DMA直接存储器访问
    9.6.1 直接存储器访问DMA
    9.6.2 DMA的特点
    9.6.3 DMA三种工作方式
    9.6.4 DMA控制器的组成
    9.6.5 DMA操作过程
  9.7 通道和I／O处理器方式
    9.7.1 通道的基本概念
    9.7.2 输入输出处理机
  9.8 常用标准接口举例
  习题9
参考文献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计算机组成原理实用教程>>

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操作码是指令中表示机器操作类型的部分，其长度（二进制码位数）决定了指令系统
中完成不同操作的指令的条数。
操作码位数越多，所能表示的操作种类越多。
操作码的长度取决于计算机指令系统的规模，指令系统愈大，包含的操作愈多，操作码的长度相应就
要长些，反之，操作码的长度可以短一些。
通常，一个含有n位长度的操作码，最多能表示2条指令。
例如，设计具有32条指令的计算机，操作码的长度需要5位（2一32）就可以满足需要了。
（1）固定长度操作码操作码的长度固定，且集中放在指令字的一个字段中，这种结构的优点是有利
用简化硬件译码逻辑，减少指令的译码时间，而且便于扩充操作种类。
（2）可变长操作码可变长操作码是操作码的长度允许有几种不同的选择，不再是固定长度。
当指令长度较长时，可以利用某些类型指令中地址位数的减少扩充操作码的位数，所以又称为扩充操
作码。
在扩充操作码时，首先分析指令系统中的地址结构，即不同类型指令所需要的地址数，按指令中给出
的地址数，可将指令分成三地址指令、二地址指令、单地址指令和零地址指令。
地址数较多的指令其地址段所需要的位数较多，允许操作码占有的位数较少。
地址数少的指令，其地址段位数一般也较少，并允许将地址段减少的位数分配给操作码使用，当然也
可以不考虑地址码而直接扩充操作码的位数。
早期的计算机都采用单一固定长度（所有的指令长度都是相同的）的指令，称为定长指令格式，现代
计算机大多采用变长指令格式。
例如，8086的指令为1～6个字节，80386／804.86最长的指令达15个字节，而Pentium的指令最长指令
达16个字节。
变长.指令使用灵活，执行效率高。
通常，指令的长度都是字节的整数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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