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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闫宏印等编著的《计算机硬件技术基础》以典型计算机为背景，从软件开发和计算机应用的角度出发
，将多门计算机硬件课程的核心内容融合到一起，全面、系统、深入地讲述计算机的硬件技术基础。
本书不追求计算机硬件内部的设计细节，突出实用性和培养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全书共10章，首先介绍了计算机的运算基础和计算机中使用的主要数字逻辑部件，进一步讨论计算机
系统的硬件组成和工作原理，包括CPU结构、指令系统及汇编语言程序设计，存储器系统和输入／输
出系统，力求反映当前计算机硬件的最新技术。

    《计算机硬件技术基础》内容新颖、丰富，深入浅出、易教易学，可作为软件工程、电子商务、信
息管理、电子技术、通信、机械等专业“计算机硬件技术基础”课程的教材或参考书，也适合需要学
习和了解计算机硬件知识的广大工程技术人员自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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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闫宏印等编著的《计算机硬件技术基础》在编写时，充分考虑软件工程及相近专业教学的实际情况和
读者自学的需要，力求概念清晰、准确，内容新颖、易教易学；不追求计算机硬件内部的设计细节，
而强调实用性和培养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从最基本的计算机硬件概念知识讲起，深入浅出，循
序渐进，使读者通过本书的学习，可全面、系统地掌握计算机硬件的基础知识。
  全书共10章，内容涉及计算机学科硬件核心课程中数字逻辑、计算机组成原理、汇编语言程序设计、
计算机接口技术等课程的内容，反映了计算机硬件的最新技术，符合软件工程等专业的教学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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