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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卓越系列·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重点建设专业教材（计算机类）”（以下简称“卓越系列
教材”）是为适应我国当前的高等职业教育发展形势，配合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建设计划，以国
家首批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建设单位之一——天津职业大学为载体而开发的一批与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捆绑、体现工学结合思想的教材。
．　　为更好地做好“卓越系列教材”的策划、编写等工作，由天津职业大学电子信息工程学院院长
丁桂芝教授牵头，专门成立了由高职高专院校的教师和企业、研究院所、行业协会、培训机构的专家
共同组成的教材编审委员会。
教材编审委员会的核心组成员为丁桂芝、邱钦伦、杨欢、徐孝凯、安志远、高文胜、李韵琴。
核心组成员经过反复学习、深刻领会教育部《关于全面提高高等职业教育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教
高[2006]16号）及教育部、财政部《关于实施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建设计划　加快高等职业教育
改革与发展的意见》（教高[2006]14号），就“卓越系列教材”的编写目的、编写思想、编写风格、
体系构建方式等方面达成了如下共识。
　　（1）核心组成员发挥各自优势，物色、推荐“卓越系列教材”编审委员会成员和教材主编，组
成工学结合作者团队。
作者团队首先要学习、领会教高[2006]16号文件和教高[2006]14号文件精神，转变教育观念，树立高等
职业教育必须走工学结合之路的思想的基础上，校企合作，共同开发适合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建
设计划的教学资源。
　　（2）“卓越系列教材”与国家示范校专业建设方案捆绑，力争成为专业教学标准体系和课程标
准体系的载体。
　　（3）教材风格按照课程性质分为理论+试验课程教材、职业训练课程教材、顶岗实习课程教材、
有技术标准课程教材和课证融合课程教材等类型，不同类型教材反映了对学生不同的培养要求。
　　（4）教材内容融入成熟的技术标准，既兼顾学生取得相应的职业资格认证，又体现对学生职业
素质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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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面向高职高专院校计算机类各专业，以职业岗位核心技能培养为目标，以课程体系要求为依据，
以教授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为主体，突出实用特点。
书中主要讲解计算机系统内部的组成原理，如运算方法与运算器、控制器、存储器、输入/输出设备等
；同时介绍计算机系统结构的概念、计算机中的数据表示、指令系统、总线技术、并行处理与流水线
技术、向量处理机、多处理机等。
    本书融入作者多年教学和科研实践经验及体会，内容讲解深入浅出，相关知识层次清晰，体现出模
块化处理的特点，从简单的系统概念引入，详细剖析各组成部分，强调专业知识与工程实践相结合，
注重专业技术与实践技能的培养。
    本书可作为高职高专院校计算机及相关专业的教材，也可作为从事相关领域的工程技术人员学习和
应用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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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计算机系统概论　　1.2　计算机系统结构　　1.2.3　计算机组成和系统结构　　为加深对本书知
识的学习和理解，应该注意区分计算机组成和计算机系统结构概念上的差别。
　　计算机系统结构是指那些能够被程序员所见到的计算机概念性结构与功能特性，包括指令集、数
据表示、寻址规则、寄存器定义、存储系统及I／O结构等。
站在不同系统结构层次上的程序员所看到的计算机具有不同的属性。
　　计算机组成是计算机系统结构的逻辑实现，主要解决如何实现计算机体系结构所体现的属性，包
括机器内部数据流的组成及逻辑设计等。
　　例如，指令系统体现机器的属性，属于计算机系统结构要解决的问题。
但指令的具体实现，如取指令、指令译码、取操作数、完成运算和传送结果等，都属于计算机组成的
问题。
　　需要明确，计算机系统结构、计算机组成与计算机实现之间互不相同，但又相互影响。
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计算机的系统结构相同，但可采用不同的组成。
从机器语言或汇编语言程序设计者的角度所看到的概念性结构是相同的，均是由中央处理机、主存、
通道、设备控制器、外设等构成。
其中，中央处理机有相同的机器指令和汇编指令系统，只是指令的分析、执行在低档机上采用顺序进
行，在高档机上采用重叠、流水线或其他并行处理方式。
　　（2）相同的计算机组成可以有多种不同的实现。
如主存器件可用双极型的，也可用MOS型的；可用VLSI单片，也可用多片小规模集成电路组成。
　　（3）计算机的系统结构不同会使采用的计算机组成技术不同，反之，组成技术也会影响到系统
结构。
例如，为了实现加法和乘法运算，可采用面向寄存器的系统结构，也可采用面向主存储器的系统结构
；要提高运行速度，可使加法与乘法运算并行处理，在组成结构上都要求设置独立的加法器和乘法器
。
又如，微程序控制是计算机组成影响系统结构的典型应用，通过改变微程序就可改变系统的机器指令
，从而改变系统结构。
可见，如果没有计算机组成技术的进步，系统结构的进展是不可能的。
　　（4）计算机组成的属性有数据通路宽度、专用部件设置、功能部件并行、控制机构组成方式、
可靠性技术等，着眼于机器内各事件的排序方式以及控制机构的功能及部件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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