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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大型主机在现代大型企业IT基础设施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本书的主要内容包括大型主机概述、主机硬件系统、大型主机关键技术、主机基本操作、大型主机网
络连接、大型主机系统安全、主机应用系统开发和现代主机系统应用与展望。
通过本书，不仅可以了解到更多的有关大型主机系统的基本概念、体系结构和重要技术等，而且能够
了解主机操作使用的基础知识，熟悉主要的主机操作系统z／Os，同时还可以较为系统全面地认识和
掌握大型主机系统的应用以及应用的开发实施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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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S／360系统的主要贡献在以下4个方面得以体现：第一，从应用角度来看，克服了第二代计算机
功能单调的弱点，集科学计算、数据处理和实时控制功能于一身，确立了通用性。
命名360的意思是指一个圆的360度角，表示全方位的应用服务，表达了这一计算机家族的普遍适用性
。
第二，从生产角度来看，实现了系列化。
360系统的主要型号有：20型、25型和30型小型机；44型和50型中型机；65型、75型、85型大型机；91
型和105型超级计算机。
型号虽多，但采用了标准化措施，即统一指令格式（有16位、32位、48位3种字长，5种格式）、统一
数据格式（有16位、32位、64位3种标准形式和可变字长形式）、统一字符编码、统一I／O接口、统一
中断系统以及统一人机对话方式等。
由于确立了兼容性，使同一程序在不同型号的机器语言级上兼容，促进了计算机工业能力的规范和发
展。
第三，从发展角度来看，既采用了新的技术，又为日后的继续发展留有余地。
其后的System／370（简称s／370）和system／390（简称S／390）都是在System／360基础上的延续与发
展，它们各自标定着相应的系统体系结构。
360系统在处理机设计中采用了微程序技术，为系列机功能的扩充创造了条件。
为了使I／O操作进一步独立于CPU，采用了通道技术；在可靠性、可用性和可维护性方面，对指令与
数据进行奇偶校验，对存储进行4位编码的存储键保护。
对于高档机型还采用了高速缓存、流水控制、超常精度运算及冗余技术。
第四，从使用角度来看，360系统配有操作系统、汇编语言和FORTRAN、COBOL等高级语言，使用十
分方便。
更重要的是，360在建立计算机系统的继承性上起了开创性的作用，所谓系统的继承性是指它有长远开
发的价值，有逐步扩充的余地，有不断提高性能的灵活性。
它能使计算机系统适应用户新的需求，使已有的软件资源能继续得到有效的利用，使新系列的开发周
期越来越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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