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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计算机技术的迅速发展不仅推动了社会的进步，更对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正潜移默化地改变着
人们的生产方式、工作方式、生活方式和学习方式。
掌握计算机基本知识和应用技术已成为当今社会人们的迫切要求和参与社会竞争的必要条件，也是衡
量个人素质的重要标志之一。
“计算机原理”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科一门重要的专业基础课程，在计算机硬件课程群中起着承上
启下的作用。
为适应计算机的发展和教学改革的需要，编者结合多年的教学实践经验，首先进行内容“优化”，将
计算机硬件课程群中相近的内容进行整合，使该教材既能体现原课程教材的主体面貌，又赋予了新的
结构内容；其次突出内容“关联”，将内容之间的联系勾画出来，展现在读者面前，以达到“纲举目
张”之目的；最后采用“案例教学”，针对目前学生普遍存在的“对设计无从下手，对问题束手无策
”等现象，采用“案例教学”是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行之有效的方法。
全书共11章，内容包括：计算机系统概论、计算机中数据的表示、运算方法与运算器、存储器系统、
指令系统、控制器、接口与输入，输出、外围设备、总线、并行处理与互连网络、多处理机与机群系
统。
本书由张道光主编，刘卫光、夏冰担任副主编。
其中，第1章和第3章由王鼎媛编写；第2、4、5章由张道光编写；第6章由张书钦编写；第7章和第8章
由刘卫光编写；第9章和第11章由董跃钧编写；第10章由夏冰编写。
全书由张道光、周兵统稿。
周兵教授审阅了该书，并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在此表示诚挚的感谢。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书中难免存在疏漏之处，敬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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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计算机原理》围绕计算机系统的组成，详细论述了计算机系统各个部分的组成及工作原理，并
结合新的计算机应用技术，使内容更具有先进性和实用性。
全书共11章，内容包括：计算机系统概论、计算机中数据的表示、运算方法与运算器、存储器系统、
指令系统、控制器、接口与输入，输出、外围设备、总线、并行处理与互连网络、多处理机与机群系
统。
《计算机原理》既可作为高等院校计算机及相关专业本科生的教材，也可作为非计算机专业研究生及
计算机工程技术人员的参考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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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6.2.2　时序信号与体制时序信号是对操作控制信号实施时间控制而形成的信号，是利用定时脉
冲的顺序和不同的脉冲间隔，有条理、有节奏地指挥机器的动作，规定在这个脉冲到来时做什么，在
那个脉冲到来时又做什么，给计算机各部分提供工作所需的时间标志。
为此，需要采用周期、节拍、脉冲多级时序体制。
至于计算机内存中所存放的二进制形式的指令和数据的区分问题，我们可以从两个层面上进行区分，
一是从时间上来说，取指令是发生在指令周期的第一个CPU周期中，即发生在“取指令”阶段，而取
数据是发生在指令周期的后面几个CPU周期中，即发生在“执行指令”阶段；二是从空间上来说，如
果取出的代码是指令，那么一定送往指令寄存器，如果取出的代码是数据，那么一定送往运算器。
由此可见，时间控制对计算机来说是十分重要，计算机的协调动作需要时间标志，而时间标志则是用
时序信号来体现的，控制器所产生的各种控制信号都是时间因素（时序信号）和空间因素（部件）的
函数。
时序信号最基本的体制是电位一脉冲制，该体制下最容易理解的例子是寄存器之间的数据传送，数据
加在触发器的电位输入端，用电位的高低来表示数据是“1”还是“0”；而打入数据的控制信号加在
触发器的时钟输入端，且要求打入数据的控制信号到来之前，电位信号必须是稳定的，只有电位信号
先建立，打入到寄存器中的数据才是可靠的。
在组合逻辑控制器中，时序信号的体制往往采用周期一节拍一脉冲三级体制，即一个CPU周期包含多
个节拍，每个节拍又允许包含多个脉冲。
图6.3中，一个CPU周期包含4个节拍，每个节拍又包含1个脉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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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计算机原理》由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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