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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系统地介绍了计算机的基本组成、基本原理和基本分析方法。
全书共7章，内容包括计算机系统概述、运算方法与运算器、存储器与存储体系、指令系统、控制器
与中央处理器、输入输出系统和系统总线，涉及计算机从部件到整机的组织结构和工作原理。

本书力求深入浅出，理论联系实际，每章均附有习题，可作为高等院校计算机专业教材，也可作为相
关科技人员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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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3.7.1 虚拟存储器的基本概念 虚拟存储技术的提出，主要是为了应对日益增大的程
序存储空间的要求，随着软件程序越来越庞大，功能越来越多，应用越来越广，使得程序员对于存储
空间的要求也越来越大，而系统自身的主存容量大小已无法满足其需求。
程序员希望能摆脱主存地址空间的限制，而完全按照自身需要来确定所需存储容量。
虚拟存储技术借助于辅助存储器，以透明的方式给用户提供一个足够大的存储空间。
在这个空间里面，程序员可以自由编程，而无需担心程序在存储器中如何存储以及实际主存容量是否
限制程序无法运行。
 此外，多道程序运行技术的应用也是促进虚拟存储器发展的原因之一，所谓多道程序运行指的是允许
多个程序同时进入一个计算机系统的主存储器并启动进行计算的方法。
也就是说，计算机内存中可以同时存放多道（两个以上相互独立的）程序，它们都处于开始和结束之
间。
从宏观上看各个程序之间是并行的，多道程序都处于运行中，并且都没有运行结束；从微观上看对于
每个程序而言，它们都是串行的，各道程序轮流使用CPU，交替执行。
引人多道程序运行技术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提高CPU的利用率，充分发挥计算机系统部件的并行性，而
且现代计算机系统都采用了多道程序运行技术。
但是随之而来的就有一个问题，那就是由于主存储器存放多道程序，而各个程序在编写的时候，都是
独立编址的。
当它们被装入主存的时候，各程序编写时所用地址与实际的主存地址不一致。
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就用到了虚拟存储器中的一个主要技术——程序的重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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