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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自计算机诞生以来，计算机的应用已经渗透到了各行各业，并且应用将进一步扩展。
在我国，计算机专业教育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已成为我国高校中最大的专业，开设计算机专业的学
校最多，计算机专业的在校学生人数最多。
本书作为计算学科（或称计算机学科）导论性课程的教材，在内容组织上主要考虑了3个方面的因素
。
首先，计算机科学技术的发展为我们提供了大量的素材，要思考如何使选择的素材既适合于导论性质
又能反映学科的整体发展。
其次，计算学科的每个学科方向都涉及大量的知识，一本导论性的书不应该面面俱到，成为后继课程
的索引。
第三，计算学科的发展非常迅速，导论性课程应该在介绍学科基本知识的同时关注学科的发展方向，
提高学生学习的兴趣。
为此，本教材按计算学科发展的纵横两个方面来组织内容。
纵的方面，以计算学科发展的历史为线索，涉及手工计算、机械计算、电子计算、智能计算和生物计
算，力求阐明计算学科发展的历史必然性。
横的方面，对计算学科发展的每个历史阶段，讨论其计算方法和计算工具。
计算方法是计算的思想与灵魂，计算工具用于实现计算方法，计算工具的发展又催生新的计算方法产
生。
因此，计算方法与计算工具的发展变化成为计算学科发展的根本动力。
本书共分7章。
第1章介绍计算的概念及计算学科的基本内容。
以CC2004为基础，介绍了计算学科的专业方向和知识领域，以及我国计算机学科的专业设置。
第2章讨论手工计算。
从计算需求、工具的角度来认识手工计算； 从计算能力、方便性、存储特征等角度来探讨手工计算的
特点，并说明它们在计算学科形成发展中的启迪、影响、作用，以及可供借鉴的思想和方法。
第3章讨论计算的机械化。
概括讨论机械式计算的历史和思想方法、计算机械化的意义以及对计算学科发展的影响，指出人类对
计算机械化、自动化的渴求与探索。
从帕斯卡的机械式加法机到朱斯的系列计算装置来讨论计算技术与计算工具的发展变化过程。
第4章讨论计算的自动化——计算机硬件。
从计算理论（计算技术）和计算硬件（计算工具）的角度论述数字电子计算机出现的历史必然性，指
出数字电子计算机应具备的功能和性能，以及为达到这样的功能与性能而形成的计算机硬件的基本组
成、工作原理与实现方法。
第5章介绍计算自动化过程中的计算机软件。
从方便管理和使用的角度介绍计算机软件组成与开发技术的发展。
从计算过程的抽象、表示和实现方法等方面阐述了计算机软件设计的思想和过程。
第6章讨论计算的智能化。
从人类逻辑思维过程模拟的角度介绍了计算智能化的原理，以人工智能、专家系统为例介绍了计算智
能化的思想与实现方法。
最后讨论了第五代计算机的研究开发过程，给出了它的系统结构和软件结构，分析了第五代计算机失
败的原因。
第7章讨论了生物计算模型。
生物体的并行计算能力是现代数字电子计算机无法比拟的。
本章讨论了3种典型的生物计算模型（人工神经网络、DNA计算与膜计算）的思想、原理、方法及实
现技术。
DNA计算与膜计算的研究历史很短，要实现通用计算硬件还有许多的困难，但是它们的思想和原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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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借鉴的。
膜计算是从2000年才开始研究的生物计算模型。
它把细胞层面上的化学反应与物质流动性当做计算过程来抽象，膜内的化学反应就是我们通常理解的
计算过程，而物质在不同膜之间流动则相对于通常意义计算系统中的消息传递，整个生物体的皮肤相
当于一个计算系统。
已有的研究表明，膜计算可以以极大的并行度来实现，从而获得远远超过传统电子计算机的计算能力
。
使用本书需要36~~48学时，第6、第7章可作为选讲的内容。
讲授的过程中应注意增加一些科学家的故事、重要的历史事件等内容，以提高学生学习的兴趣，同时
让学生感受科学家思考问题的方法。
在本书的编写和出版过程中得到了清华大学出版社和重庆大学教材出版基金的大力支持。
在此对所有支持本书出版的领导、老师、学生和朋友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由于时间紧迫，加之笔者水平有限，错误和笔误在所难免，敬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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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计算技术与计算机的发展史为主线，介绍各发展阶段的计算需求以及为适应这样的需求所采用
的主要计算技术、计算方法、关键人物及贡献，由此勾画出计算学科的基本轮廓，并分析了目前计算
技术中存在的问题，介绍计算及计算机未来的发展方向。
    本书适合作为高等院校计算机及相关专业导论性课程的教材，也可供感兴趣的读者阅读参考。
本书是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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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2章　手工计算手工计算是人类计算历史上的初始阶段，这种计算方式中的许多方法一直延
续至今。
本章通过对计算的需求、工具的实践等的探讨来认识手工计算，从计算能力、方便性、存储特征等角
度分析和研究手工计算的特点，并说明它在计算学科形成发展中的启迪、影响和作用，以及可供借鉴
的思想和方法。
自从有人类活动开始，人类对计算的需求就已经存在，利用计算工具帮助人类进行计算是解决实际计
算问题的必然趋势。
实物记数能够解决人类遇到的一些简单问题，使人类产生了“数”（number）的概念。
结绳（knotted string）记数的方法简单方便，促成了数字和数制思想的诞生；随着算筹和算盘等计算
工具的发明，数字和数制也进一步完善，计算工具的计算能力和存储能力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2.1 记数与计算的需求在人类进化的远古时期，很难说记事的需求和计算的需求哪个先产生。
远古人要识别事物，不可避免地要遇到数的问题，比如：自己种群的数量、采集果实的数量、捕获猎
物的数量等，数的概念就开始诞生了，把形象变成数进行思考和认识，是人类开蒙发智的最初的一步
，认识到形象和数可以互相换，人类就具备了能够认识世界的抽象能力。
2.1.1 实物记数人的手指是一种天然的计算工具，也是最古老的计算工具之一。
远古时期，人借助扳手指头的方法，不仅获得了数的概念，还大大提高了计算速度。
可是，人的双手要做很多事情，不能总是用来记数，于是，小石子、贝壳、竹片和树枝等实物，都逐
渐成为人类用以计算的工具，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实物记数。
把实物作为计算工具，它的计算方法就是数小石子等实物的数量，计算技术很简单，就是搜集操作小
石子、摆放小石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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