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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结合作者多年讲授“计算机导论”的实践教学经验，同时借鉴国内外同类教材的经验，根据教育部高
等学校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教学指导委员会有关课程要求和大纲编写了本教材。

《计算机导论(计算机科学与技术21世纪高等学校规划教材)》结构分为5大部分，包括计算基础、计算
机硬件、计算机软件、数据组织与前沿知识扩展，分别讲述了计算机学科及其知识体系、进制表示及
转换、数据表示、硬件组成与组装、计算机网络、操作系统、程序设计、软件工程、数据结构、数据
库技术、计算机软件、移动互联、人工智能、数字地球等。

本教材的编写体系是每章为一个单独的主题，可根据专业方向进行取舍。

《计算机导论(计算机科学与技术21世纪高等学校规划教材)》可以作为高等学校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及
相关专业的计算机基础课教材，也适用于从事计算机应用与信息技术的相关人员作为参考资料。
另外，本教材涵盖微软办公软件全球认证中心推出的计算机综合应用能力考核全球标准国际认证内容
，可以作为IC3认证的参考资料。

本教材由张志佳主编，姜岩、李雅红、张姝、王军(沈阳化工大学)副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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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不难理解，8位原码能够表示的最大整数是+127（01111111），最小整数是-127
（11111111）。
因为0的原码有两个，即P（00000000），和（10000000）。
所以，8位原码共能表示255个数。
 原码表示直观易懂，且容易转换。
但它的最大缺点是进行加减运算时比较复杂。
当两个同符号数相加时，则数值相加、符号不变；当两个异号数相加时，则必须先比较出两数绝对值
大小，然后用绝对值较大的数减去绝对值较小的数，差值的符号与绝对值较大数的符号一致。
这就使计算机控制线路较为复杂，并且降低了加减运算的速度。
 2）反码 反码的编码方法也比较简单，正数的反码和原码相同，负数的反码是在其原码基础上，除符
号位外按位取反。
 例2-17假设字长是8位，写出+68和-68的反码表示。
 解： +68的反码可表示为：（01000100）2 -68的反码可表示为：（10111011）2 同样，0的反码也有两
个，即（00000000）2和（11111111）2。
 3）补码 补码在原码和反码的基础上得到改进，它解决了原码和反码的缺点，是现在计算机中普遍采
用的有符号整数表示方法。
 补码运算的方法有两种。
 （1）先对二进制整数序列从右边复制，直到有l被复制，然后对其余各位取反。
 （2）按位取反，并在最低位加1。
 例2-18 取整数00110110的补码。
 解： 原模式：00110110 进行补码运算：11001010 例2-19 对整数00110110进行两次补码运算。
 解： 原模式：00110110 第一次补码运算：11001010 第二次补码运算：00110110 可见，对一个整数进行
两次补码运算，就可以得到原先的整数。
 4）以二进制补码格式存储整数 几乎所有的计算机都使用二进制补码表示法来存储于N位存储单元中
的有符号整数。
这一方法中，无符号整数的有效范围（0～2N-1）被分为2个相等的子范围。
第1个子范围用来表示非负整数，第2个子范围用来表示负整数。
例如，N为4，该范围是0000～1111。
这个范围被分为两半，0000～0111以及1000～1111。
这两半按照左负右正的常规互相交换，赋值给负和非负整数的位模式，如图2-3所示。
 如果最左位是0，该整数为非负；如果最左位是1，该整数是负数。
以二进制补码格式存储整数，遵循以下两个步骤。
 第一步：将整数变为位的二进制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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