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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1世纪高等院校规划教材:计算机组成原理》共8章，主要内容包括：计算机系统概论、数据的表示
与运算、存储系统、指令系统、中央处理器、总线与接口、输入输出（I／O）系统和实验指导。
《21世纪高等院校规划教材:计算机组成原理》力求避免内容过多、理论知识过深，注重可读性、科学
性、系统性和实用性。
书中备有大量的专门设计的图表以及精选的例子，并附加了近年来部分重点大学硕士研究生的入学试
题及参考答案，以方便广大读者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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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采用这种方式的微指令的顺序控制字段通常分为转移方式控制字段和转移地址字段
。
 增量方式可能有以下形态： 1）顺序执行。
由转移方式字段指明。
此时，μPC加1给出后继微地址。
为减少微指令长度，可将转移地址字段暂作为微命令字段； 2）无条件转移。
由转移方式字段指明。
转移地址字段提供微地址的全部；或给出低位部分，高位与当前微地址相同； 3）条件转移。
有转移方式字段指明判别条件，转移地址字段转移成功的去向，不成功则顺序执行。
机器中可作为转移判别的条件有多个，但每次只能选择一个测试判别源，所以一次只允许两路分支；
4）转微子程序。
由转移方式字段指明。
微子程序入口地址由转移地址字段（或与μPC组合）提供。
在转微子程序之前，要将该条微指令的下一条微指令地址（μPC+1）送入返回地址寄存器中，以备返
回微主程序。
 5）微子程序返回。
由转移方式字段指明。
此时将返回地址寄存器内容作为后继微地址送入μPC中，从而实现从微子程序返回到原来的微主程序
。
此时，可将转移地址字段暂用作微命令字段。
 计数器方式的优点是简单、易掌握，便于控制微程序，机器指令所对应的一段微程序一般安排在CM
的连续单元中。
其缺点是这种方式不利于解决两路以上的并行微程序转移，因而不利于提高微程序的执行速度。
 （2）断定方式。
 所谓断定型微地址是指后继微地址可由微程序设计者指定，或者根据微指令所规定的测试结果直接决
定后继微地址的全部或部分值。
 这是一种直接给定与测试断定相结合的方式，其顺序控制字段也分为两部分：非测试段和测试段。
 1）非测试段。
可由设计者直接给定，通常是后继微地址的高位部分，用以指定后继微指令在某个区域内。
 2）测试段。
根据有关状态的测试结果确定其地址值，占后继微地址的低位部分。
这相当于在指定区域内断定具体的分支。
所依据的测试状态可能是指定的开关状态、指令操作码、状态字等。
 断定方式的优点是可以实现快速多路分支，提高微程序的执行速度，微程序在控制存储器的物理分配
方便，微程序设计灵活；缺点是微指令字长，形成后继微指令地址机构比较复杂。
 在实际使用中，在多数机器的微指令系统中，计数器方式和断定方式是混合使用的，以充分利用两者
的优点，增加微程序编制的灵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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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21世纪高等院校规划教材:计算机组成原理》针对普通高等院校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的学生而编写
，以计算机认知方法论作指导，全面而有重点地介绍计算机的各个组成部分以及各个部分之间是如何
协同工作的问题。
《21世纪高等院校规划教材:计算机组成原理》可作为普通高等院校计算机应用专业“计算机组成原理
”、“计算机组成”、“计算机原理与系统结构”课程或其他类似名称课程的教材，也可以供高等教
育自学考试、计算机软件专业技术资格和水平考试辅导班作为硬件应试辅导教材，以及供从事计算机
系统的应用、开发和维护维修的工程技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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