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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计算机硬件技术基础是大学计算机公共课中的一门重要课程，与计算机软件技术基础同属于计算机基
础课程中的第二层次。
《计算机硬件技术基础（第二版）》介绍微型计算机（简称微型机或微机）的硬件技术基础与汇编语
言。
《计算机硬件技术基础（第二版）》共有6章。
第1章阐述了计算机的基本知识，第2章描述了微机的内部结构、微处理器的构造、半导体存储器组成
与系统的连接、输入/输出接口与总线以及中断系统，第3章介绍了微机的常用外备，第4章对微机的选
购、组装及常见故障的处理进行了全面的叙述，第5章介绍了指令系统与汇编语言程序设计，第6章对
微机中常用的芯片做了详细说明。
《计算机硬件技术基础（第二版）》是作者总结计算机硬件技术基础的教学实践经验编写而成的。
为配合计算机基础教学新一轮的“1+X”课程体系改革，在编写《计算机硬件技术基础（第二版）》
的过程中，按照高等学校非计算机专业教材的特点，力求突出重点，讲清难点，概述清楚，循序渐进
，既注重实用性，又兼顾先进性。
《计算机硬件技术基础（第二版）》内容丰富，示例较多，每章后均附有习题。
并根据教材内容，安排了6个较有特色的实验。
本教材由曹岳辉、李力、李小兰任主编，杨莉军、陈彦伶任副主编。
教材从选材到编写，都是集体讨论的结果，凝结了集体的智慧。
具体分工如下： 《计算机硬件技术基础（第二版）》的第1章由杨莉军、李梦晖、王晓玲编写，第2章
由曹岳辉编写，第3章由曹岳辉、唐和章编写，第4章由杨莉军、张葆青、李梦晖编写，第5章由曹岳辉
、李小兰编写，第6章由李力编写。
实验部分由陈彦伶、冯勤共同编写，附录由陈彦伶、张葆青共同整理。
《计算机硬件技术基础（第二版）》由曹岳辉整理统稿，蒋外文教授任主审。
为了方便教学和读者上机操作练习，作者还组织编写了《计算机硬件技术基础（第二版）实验与实践
指导》，作为与《计算机硬件技术基础（第二版）》配套的实验教材。
《计算机硬件技术基础（第二版）》的编辑出版得到了许多同行专家、教师的支持，在此表示感谢。
还要感谢清华大学出版社的魏江江编辑对《计算机硬件技术基础（第二版）》的策划和出版所做的大
量工作。
由于编者的水平有限和时间紧迫，因此错误和问题在所难免，真诚恳请批评指正。
编者2008年5月于中南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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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计算机文化基础”后续课程的教材。
全书包含微型计算机和汇编程序设计两大部分。
全书重在应用，强调基础知识，在保留传统硬件课程内容的基础上，加强了硬件的选购与使用知识的
介绍，更适应于广大读者的需要。
　　为了方便教学和读者上机操作练习，作者还组织编写了《计算机硬件技术基础（第二版）实验与
实践指导》，作为与本书配套的实验教材。
　　本书可供大学非计算机专业学生用作公共课程教材，也可供计算机爱好者自学。
各章均附有习题及解答，并提供了实践环节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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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1章　微型计算机概述1.2　微型计算机的分类和应用1.2.1 微型计算机的分类。
微型计算机的分类方法很多，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对微型计算机进行分类。
按微处理器的字长，可分为4位、8位、16位、32位、64位微处理器。
按应用领域，可分为通用微机和专用微机。
按微处理器的制造工艺，可分为MOS型器件和双极型器件两大类。
按微型计算机的组装形式，可分为单片、单板、多板微型计算机等。
按微型计算机的结构形式，可分为台式机、便携式（笔记本式）、Tablet PC（平板计算机）。
1.2.2 微型计算机的应用微型计算机的应用，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科学计算与数据处理这是最原始、也是占比重最大的计算机应用领域。
在科学研究、工程设计和社会经济规划管理中存在大量复杂的数学计算问题，如卫星轨道的计算、大
型水坝的设计、航天测控数据的处理、中长期天气预报、地质勘探与地震预测、社会经济发展规划的
制订等，常常需要进行几十阶微分方程组、几百个线性联立方程组和大型矩阵的求解运算，没有计算
机是不可设想的，利用计算机则可快速得到较理想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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