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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在信息社会里，信息的获取、存储、传输、处理和应用能力越来越成为一种最基本的

生存能力，正逐步被社会作为衡量一个人文化素质高低的重要标志。计算机技术成为影响

人们生活方式、学习方式和工作方式的重要因素。大学计算机基础课程，作为非计算机专

业学生的必修基础课，其教学目标就是为学生提供计算机方面的知识、能力与素质的教育，

培养学生掌握一定的计算机基础知识、技术与方法，以及利用计算机解决本专业领域中问

题的意识与能力。 
多年来，大学计算机基础教学形成了大一上学期讲授大学计算机基础课程、下学期讲

授计算机程序设计基础课程的教学模式。目前，绝大多数二本院校依然采取这种教学模式。

这种模式在实践中存在如下弊端： 
第一，因城乡、地区的差别，新生入学时计算机水平参差不齐，给教学带来很大困难。

随着我国中小学信息技术教育的逐步普及，高校新生计算机知识水平的起点也逐年提高。

同时，由于我国中学信息科学教育水平的不平衡，来自城市的学生入学时已经具备计算机

的基本技能，而来自农村的一些学生，特别是来自西部欠发达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的一些

学生，入学时才刚刚接触计算机。这种差异使得计算机基础教学的组织与安排非常困难。 
第二，学时少、内容多、周期短，并且与专业课学习脱节，严重影响了学生的学习积

极性和程序设计思想的培养。在大一上学期讲授大学计算机基础课程时，由于内容宽泛，

涉及面广，每堂课要讲授或上机练习的内容又多，计算机基础知识好一点的学生上课不愿

意听讲、不屑于练习，而计算机基础知识相对差一点的学生又听不懂，极大地挫伤了学生

学习计算机知识的兴趣和积极性。大一下学期讲授计算机程序设计基础课程，由于学时少、

周期短，在教学中普遍缺乏利用程序设计解决实际问题和专业问题能力的训练，学完计算

机程序设计基础课程后，多数学生还不能真正领会计算机的强大功能，不能利用所学的计

算机知识解决相关的专业问题。 
第三，计算机基础教学与大学生对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证书的需求脱节。由于就业的

压力，多数二本院校的学生在毕业时迫切需要获得全国计算机二级等级考试证书。但是，

在传统的计算机基础教学模式下，学生最快在大二上学期才能参加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

一次性过级率相对较低。为在毕业前获得计算机二级证书，一些学生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

参加校外培训，花费了很多精力。 
针对计算机基础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2009 年，我校对计算机基础教学进行了改

革，建立了以学生为本，以就业需求为导向，以实践能力、创新能力和计算机应用能力培

养为目标，以大一下学期学生能够顺利参加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提高我校的全国计算机

等级考试过级率为“抓手”，适合学生特点和需求、符合教育规律和学生认知心理的计算

机基础教学新的教学内容体系和教学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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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教学内容体系和教学模式是：根据不同学科、专业学生的特点和需求，分别开设 
“C 语言程序设计”、“Visual Basic 程序设计”和“Access 数据库程序设计”课程，并以

程序设计课程为主线，以相应的全国计算机二级等级考试大纲为依据，对传统的大学计算

机基础教学的两门课程“大学计算机基础”和“C 语言(Visual Basic、Access 数据库)程序

设计”的教学内容进行梳理、整合，并将 MATLAB 基础知识和数学建模入门知识纳入计

算机基础教学内容体系中来，使之更贴近学生的需求，更符合学生的认知规律，更有利于

学生计算机应用能力的培养和信息素养的提高。 
1) 新的教学模式将传统的在大一下学期讲授的“C 语言(Visual Basic、Access 数据库)

程序设计”课程提前至大一上学期开始，并延伸到大一下学期结束，更符合大学生的认知

规律。大一上学期讲完“C 语言(Visual Basic、Access 数据库)程序设计”课程的基本内容，

下学期通过参加 3 月下旬的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使学生的程序设计基础知识得到强化；

等级考试后，通过综合性、设计性实验，使学生的计算机应用能力得到进一步提高。 
2) 将与专业课学习密切相关的计算机软件(MATLAB 软件)纳入大一的计算机基础教

学中来，并结合数学建模进行讲解，为学生学习后续专业课程和参加数学建模竞赛奠定了

扎实的基础，对学生的实践能力、创新能力的培养起到了非常好的作用。 
3) 以“案例教学”为主要教学模式，改变了以往 Office 软件的讲法，以毕业论文排版

为案例，介绍 Word 高级应用；以成绩统计分析为案例，介绍 Excel 知识；以简历、展板

的设计为案例，介绍 PowerPoint 应用，更加贴近学生的就业需求。 
4) 改革考核方式，实行阶段性滚动考试，加强学习过程的监督与考核，极大地提高了

学生自主学习的积极性。基于“百科园通用考试平台”开发了 C 语言、VB 程序设计、Access
数据库、Office 应用的题库，为学生自主练习提供了方便，并且为按单元进行的阶段性考

试和期末考试提供了重要保障。 
以大连民族大学为例，在新制定的培养方案中，非计算机专业的大学计算机基础课程

共 5 学分，其中 4 学分为通识教育必修课，1 学分为通识教育选修课。我校的具体做法是：

4 学分的必修课在大一下学期 3 月底的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前完成，1 学分的选修课主要在

大一下学期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后完成。具体分 3 个阶段实施。 
第一阶段，大一上学期，3.5 学分，68 学时，其中理论课教学 32 学时，上机实验课教

学 36 学时。根据不同的专业，分别开设“C 语言程序设计”、“Visual Basic 程序设计”

和“Access 数据库程序设计”课程，并结合相应程序设计课程的需要，完成新生入学的计

算机入门教育，使学生尽快了解计算机基本原理，熟悉计算机的基本操作；完成对全国计

算机二级等级考试大纲所要求的计算机程序设计主要内容的学习。 
第二阶段，大一下学期前 4 周，0.5 学分，12 学时的上机实验课教学。针对 3 月底的

全国计算机二级等级考试，进行辅导和上机强化训练。 
第三阶段，大一下学期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后，1 学分，24 学时的上机实验课教学。

共两部分内容：一是进行计算机程序设计课程的综合性、设计性实验，进一步提高学生的

计算机程序设计能力和计算机应用能力；二是应用软件选讲，提高学生使用软件解决实际

问题和专业问题的能力。通过开设不同的模块课程，使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需求、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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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爱好和个人能力等具体情况选修相应的课程，达到考核要求即可获得相应的学分。在这

里可供学生选修的课程有：“办公自动化应用”、“网络工程师培训”、“Flash 动画设计

与制作”、“Excel VBA 数据处理技术”、“图形图像处理”、“Office 2010 应用”、“计

算机组装、维护与应用软件实训”、“音频视频处理”、“Visio 图形化设计”和“MATLAB
基础与应用技术”等。 

多年的教学实践使我们体会到，新的教学内容体系和教学模式至少有以下 4 点好处： 
第一，拉长了大学计算机程序设计基础课程的学习周期，由原来的一个学期变为现在

的两个学期，分 3 个阶段实施，符合学生的认知规律，并且对培养学生的编程思想和利用

计算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非常有益。 
第二，将获得全国计算机二级等级考试证书作为新生入学的第一个阶段性目标，可以

使学生尽快摆脱刚入大学时的“迷茫”状态，有利于优良学风的建设。 
第三，满足了学生对全国计算机二级等级证书的需求，增加了学生将来就业的筹码。 
第四，提高了学生的素质，增强了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和利用软件解决实际问题的

能力。 
为了配合计算机基础教学改革，满足教学用书的基本需求，2010 年 5 月，我们成立了

教材编写委员会，着手进行系列教材的编写工作。共编写主辅教材 6 本，分别是《计算机

基础与 C 语言程序设计》和《计算机基础与 C 语言程序设计实验指导》、《计算机基础与

Visual Basic 程序设计》和《计算机基础与 Visual Basic 程序设计实验指导》、《计算机基

础与 Access 数据库程序设计》和《计算机基础与 Access 数据库程序设计实验指导》。2012
年 7 月该套教材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 

《计算机基础与 C 语言(Visual Basic、Access 数据库)程序设计》教材包括：计算机入

门基础知识，全国计算机二级等级考试大纲所要求的程序设计相关内容。 
《计算机基础与 C 语言(Visual Basic、Access 数据库)程序设计实验指导》辅助教材包

括：《计算机基础与 C 语言(Visual Basic、Access 数据库)程序设计》习题解答、实验指导、

全国计算机二级等级考试介绍(包括大纲、公共基础知识的相关内容以及模拟试题)以及应

用软件选讲(包括 Office 的高级应用和 MATLAB 软件简介)。 
教材是体现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的知识载体，是进行教学的基本工具，是深化教育教

学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培养创新人才的重要保证。教材建设是提高教学质量的基础

性工作，要为学生知识、能力、素质的协调发展创造条件。该套教材的使用，对我校全国

计算机等级考试过级率的提高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与改革前相比，我校的全国计算机

等级考试过级率提高了 20%。2012 级同学在 2013 年 3 月首次参加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

过级率为 52.4%，创历史最好成绩。该套教材是 2013 年辽宁省教学成果二等奖“以就业需

求为导向计算机应用能力培养为目标的计算机基础教学新模式”的主要成果之一，其中，

《计算机基础与 C 语言程序设计》和《计算机基础与 C 语言程序设计实验指导》2014 年

被评为辽宁省第二批“十二五”普通高等教育本科省级规划教材。 
有关我校的计算机基础教学改革：2009 年 10 月，获得辽宁省教育教学改革项目立项；

2010 年 1 月，在首届全国民族院校计算机基础课程教学研讨会上，我校做了“基于应用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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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培养的计算机基础教学课程体系及教学内容的探讨”的主题报告，初步介绍了计算机

基础教学改革思路与设想，得到与会代表的热烈反响；2011 年 7 月，在辽宁省计算机基础

学会年会上，我校做了“基于能力培养与等级考试需求的计算机基础教学改革”的主题发

言，得到与会同行们的充分肯定和兄弟院校的广泛关注；2011 年 11 月，获得国家民族事

务委员会本科教学改革与质量建设研究项目立项；2012 年 10 月，在全国高等院校计算机

基础教学研究会学术年会上，发表了“新形势下的计算机基础教学改革实践——以大连民

族学院为例”的研究论文，全面介绍了我校的计算机基础教学改革，获得优秀论文二等奖；

2013 年 6 月，在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 2013 年民族院校教学观摩会上，我校做了计算机基

础课教学改革的经验介绍，并于同年获得辽宁省教学成果二等奖。 
该套教材在第二版的基础上进行了修订，将主教材中有关全国计算机二级等级考试公

共基础知识所要求的相关内容移到相应的辅助教材中，并删除辅助教材中有关 Office 高级

应用的部分(该内容已另外出版了一套教材)，使得教材结构更加合理。该套教材适合作为

高等院校的计算机基础教学用书，也可作为学生自学计算机基础知识和相关程序设计基础

知识，准备全国计算机二级等级考试的参考用书。 
为了继续做好计算机基础教学的改革工作，我们热忱欢迎专家、同行以及广大读者多

提宝贵意见！ 
 
 
 

焉德军   
2017 年 3 月 



 

 

前    言 

C 语言是一种非常优秀的程序设计语言，它既具备高级语言的特点，又具有直接操纵

计算机硬件的能力，并因其丰富灵活的控制性和数据结构、简洁而高效的语句表达、清晰

的程序结构和良好的可移植性而拥有大量的使用者。目前，国内几乎所有的高等院校都开

设了“C 语言程序设计”课程。人们对计算机知识的需求使得 C 语言不仅成为计算机专业

学生的必修课，也成为广大非计算机专业学生和计算机爱好者首选的程序设计语言，而且

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也将 C 语言列为重要的考试内容之一。 
本书面向程序设计新手，在编写过程中，作者力求使本教材体现如下特点： 
(1) 对 C 语言中的重点、难点进行分解，将重点、难点分散编排，使学生在学习过程

中循序渐进。 
(2) 对 C 语言中生僻、不常用的内容不做过多描述；对在实践中使用较多、需要牢固

掌握的内容进行详细叙述，并给出大量的示例。 
(3) 本书在介绍 C 语言基本知识的同时，还强调读者编程风格的形成，有意识地训练

读者逐步养成一个良好的程序编写习惯和程序设计风格。 
(4) 本书所有示例均在 Visual C++ 6.0 环境下调试通过，也能在 Turbo C 2.0 环境下运行。 
全书共 11 章。第 1 章介绍计算机系统与工作原理、数制与编码；第 2 章介绍 C 程序

的基本构成和简单的 C 程序示例；第 3 章介绍基本数据类型、常用输入与输出函数；第 4
章介绍各种运算符和表达式；第 5 章介绍 C 语言的控制结构(顺序结构、选择结构、循环结

构)；第 6 章介绍数组的使用及常用字符串处理函数；第 7 章介绍函数的使用及变量的存储

类别；第 8 章介绍编译预处理命令；第 9 章介绍指针的使用方法；第 10 章介绍结构体和共

用体的使用、链表及其操作；第 11 章介绍文件的类型和操作。其中，第 1 章由辛慧杰编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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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计算机基础知识 

20 世纪 40 年代诞生的电子数字计算机是 20 世纪最伟大的发明之一，是人类科学技术

发展史中的一个里程碑。半个多世纪以来，计算机科学技术飞速发展，计算机的性能越来

越卓越、价格越来越便宜、应用越来越广泛。时至今日，计算机已经广泛地应用于国民经

济以及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特别是因特网技术的发展和智能手机的普及，极大地改变了

人们的生活方式，对人们的生产生活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计算机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

计算机的应用程度已经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标志。 
本章介绍计算机的基础知识，包括计算机系统的组成与工作原理、数据在计算机中的

表示，个人计算机的基本配置及性能指标。 

1.1  计算机系统与工作原理 

计算机在诞生的初期主要被用来进行科学计算，因此被称为“计算机”。然而，现在

计算机的处理对象已经远远超过了“计算”这个范围，它可以对数字、文字、声音以及图

像等各种形式的数据进行处理。实际上，计算机是一种能够按照事先存储的程序，自动、

高速地对数据进行输入、处理、输出和存储的系统。本节介绍计算机系统的组成和工作

原理。 

1.1.1  计算机系统的组成 

一个完整的计算机系统包括硬件系统和软件系统两部分，如图 1-1 所示。硬件是指肉

眼看得见的机器部件，它就像是计算机的“躯体”。通常所看到的计算机会有一个机箱，

里边是各式各样的电子元件，机箱外部还有键盘、鼠标、显示器和打印机等，它们是计算

机工作的物质基础。不同种类计算机的硬件组成各不相同，但无论什么类型的计算机，都

可以将其硬件划分为功能相近的几大部分。软件则像是计算机的“灵魂”，它是程序、数

据及相关文档的总称。程序是由一系列指令组成的，每条指令都能指挥机器完成相应的操

作。当程序执行时，其中的各条指令就依次发挥作用，指挥机器按指定顺序完成特定任务，

把执行结果按照各种格式输出。 
计算机系统是一个整体，既包括硬件也包括软件，两者缺一不可。计算机如果没有软

件的支持，也就是在没有装入任何程序之前，被称为“裸机”，裸机是无法完成任何处理

任务的。反之，若没有硬件设备的支持，单靠软件本身，软件也就失去了其发挥作用的物

质基础。计算机系统的软、硬件系统相辅相成，共同完成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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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算器 

控制器 
中央处理单元 

(CPU) 

专用软件：各企业的管理信息系统等 
通用软件：办公软件包、数据库管理系统、实时监控等 

只读存储器(ROM) 

计算机系统 

硬件 

系统 

软件 

系统 

主    机 

外部设备 

内存储器 随机存储器(RAM) 
高速缓冲存储器(Cache) 

系统软件 

应用软件 

实用程序：诊断程序、排错程序等 
语言处理系统：C、Pascal、Fortran、Visual Basic 等 

操作系统：Windows、UNIX、Linux、OS/2、DOS 等 
其他设备：网络适配器、调制解调器、集线器等 
外存储器：软盘、硬盘、光盘、闪存(优盘)等 
输出设备：显示器、打印机、绘图仪、音响等 
输入设备：键盘、鼠标、扫描仪、光笔、麦克风等 

 
图 1-1  计算机系统的组成结构 

1.1.2  计算机硬件系统 

计算机硬件(Computer Hardware)或称硬件平台，是指计算机系统所包含的各种机械的、

电子的、磁性的装置和设备。每个功能部件各尽其职、协调工作，缺少其中任何一个就不

能构成完整的计算机系统。 
计算机处理存储的数据。可以说，存储和处理是一个整体：存储是为了处理，处理需

要存储。“存储和处理的整体性”的最初表达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冯·诺依曼于 1946
年提出的计算机体系结构思想，一般称为“存储程序思想”。计算机从 1946 年问世至今都

是以这种思想为基本依据的。它的主要特点可归结为以下 3 点。 
(1) 计算机由 5 个基本部分组成：运算器、控制器、存储器、输入设备和输出设备。 
(2) 程序和数据存放在存储器中并按地址访问。 
(3) 程序和数据用二进制表示，与十进制相比，实现二进制运算的结构简单，容易

控制。 
如今，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计算机的系统结构已发生了很大改变，就其结构原理来说，

仍然是冯·诺依曼型计算机，其结构如图 1-2 所示，图中实线为数据流，虚线为控制流。 

 
图 1-2  冯·诺依曼计算机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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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件是计算机系统的物质基础。计算机的性能，如运算速度、存储容量、计算精度、

可靠性等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硬件的配置。下面简单介绍计算机的 5 个基本组成部分。 

1. 运算器 

计算机最主要的工作是运算，大量的数据运算任务是在运算器中进行的。 
运算器由算术逻辑单元(Arithmetic Logic Unit，简称 ALU)、寄存器等组成。算术逻辑

单元的主要功能是进行算术运算和逻辑运算。算术运算是指加、减、乘、除等基本运算，

逻辑运算是指逻辑判断、关系比较以及与、或、非等其他的基本逻辑运算。但不管是算术

运算还是逻辑运算，都只是基本运算。也就是说，运算器只能做这些最简单的运算，复杂

的计算都要通过基本运算一步步实现。然而，运算器的运算速度却快得惊人，因而计算

机才有高速的信息处理功能。运算器中的寄存器用来暂存参与运算的操作数和中间结果，

常用的寄存器有累加寄存器、暂存寄存器、标志寄存器和通用寄存器等。 
运算器的主要技术指标是运算速度，其单位是 MIPS(百万指令／秒)。由于执行不同的

指令所花费的时间不同，因此某一台计算机的运算速度通常是按照一定的频度执行各类指

令的统计值。微型计算机一般采用主频来描述运算速度，主频越高，运算速度就越快。目

前，个人计算机的运算速度已达每秒数十亿次，而超级计算机的运算速度通常则以万亿次

计算，例如我国自行研制的超级计算机“天河一号”，其系统峰值性能为每秒 1206 万亿次

双精度浮点运算。 

2. 控制器 

控制器是计算机的神经中枢和指挥中心，只有在它的控制之下整个计算机才能有条不

紊地工作，自动执行程序。控制器的主要特点是采用内存程序控制方式，即在使用计算机

时必须预先编写(或由编译程序自动生成)由计算机指令组成的程序并存入内存储器，由控

制器依次读取并执行。 
控制器由程序计数器(PC)、指令寄存器(IR)、指令译码器(ID)、时序控制电路以及微操

作控制电路等组成。其中程序计数器用来对程序中的指令进行计数，使得控制器能够依次

读取指令；指令寄存器在指令执行期间暂时保存正在执行的指令；指令译码器用来识别指

令的功能，分析指令的操作要求；时序控制电路用来生成时序信号，以协调在指令执行周

期内各部件的工作；微操作控制电路用来产生各种控制操作命令。 
运算器和控制器合称为中央处理单元(Central Processing Unit，简称 CPU )。 

3. 存储器 

存储器的主要功能是存放程序和数据。使用时，可以从存储器中取出信息，不破坏原

有的内容，这种操作称为存储器的读操作；也可以把信息写入存储器，原来的内容被抹掉，

这种操作称为存储器的写操作。 
存储器分为程序存储区、数据存储区和栈。程序存储区存放程序中的指令，数据存储

区存放数据。CPU 通过地址总线发出相应的地址，找到存储器中该地址对应的存储单元，

然后通过数据总线操作该单元中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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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储器通常分为内存储器和外存储器。 
(1) 内存储器 
内存储器简称内存(又称主存)，是计算机中信息交流的中心。用户通过输入设备输入

的程序和数据最初被送入内存，控制器执行的指令和运算器处理的数据取自内存，运算的

中间结果和最终结果保存在内存中，输出设备输出的信息来自内存，内存中的信息如要长

期保存，应送到外存储器中。总之，内存要与计算机的各个部件打交道，进行数据交换。

因此，内存的存取速度直接影响计算机的运算速度。 
(2) 外存储器 
外存储器设置在主机外部，简称外存(又称辅存)，主要用来长期存放暂时不用的程序

和数据。通常外存不和计算机的其他部件直接交换数据，只和内存交换数据，而且不是按

单个数据进行存取，而是成批地进行数据交换。 
常用的外存是磁盘、磁带和光盘等。 
由于外存储器安装在主机外部，因此也可以归属外部设备。 

4. 输入设备 

输入设备用来接受用户输入的原始数据和程序，并将它们转换为计算机可以识别的形

式(二进制代码)存放到内存中。常用的输入设备有键盘、鼠标、扫描仪、光笔、数字化仪

和麦克风等。 

5. 输出设备 

输出设备用于将存放在内存中由计算机处理的结果转换为人们所能接受的形式。常用

的输出设备有显示器、打印机、绘图仪和音响等。 

1.1.3  计算机软件系统 

计算机软件(Computer Software)是相对于硬件而言的，它包括计算机运行所需的各种

程序、数据以及相关的技术文档资料。在裸机上只能运行机器语言程序，使用很不方便，

效率也低。硬件是软件赖以运行的物质基础，软件是计算机的灵魂，是发挥计算机功能

的关键。 
通常软件可分为系统软件和应用软件两大类。用户与计算机系统各层次之间的关系如

图 1-3 所示。 

 
图 1-3  用户与计算机系统各层次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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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系统软件 

系统软件是管理、监控和维护计算机资源的软件，用来扩展计算机的功能、提高计算

机的工作效率、方便用户使用计算机的软件。它包括操作系统、语言处理系统、数据库管

理系统、系统辅助处理程序等。 
(1) 操作系统 
在计算机软件中，最重要且最基本的就是操作系统(Operating System，简称 OS)。它是

最底层的软件，控制所有在计算机上运行的程序并管理整个计算机的资源，是在计算机裸

机与应用程序及用户之间架起的沟通桥梁。没有它，用户就无法自如地应用各种软件或

程序。 
目前计算机常见的操作系统有 Windows、UNIX、Linux 和 Mac 等。 
(2) 语言处理系统 
计算机语言大致分为机器语言、汇编语言和高级语言。 
① 机器语言：机器语言是二进制代码表示的指令集合，它是计算机能直接识别和执

行的计算机语言。优点是执行效率高、速度快。但其直观性差，可读性不强，给计算机的

推广和使用带来了极大的困难。 
② 汇编语言：汇编语言是符号化的机器语言，它用助记符来表示指令中的操作码和

操作数。它比机器语言前进了一步，助记符比较容易记忆，可读性也较强，但编制程序的

效率不高、难度较大、维护较困难，属于低级语言。 
③ 高级语言：高级语言是接近人类自然语言和数学语言的计算机语言，是第三代计算

机语言。高级语言的特点是与计算机的指令系统无关。它从根本上摆脱了语言对机器的依赖，

使之独立于机器，面向过程，进而面向用户。由于易学易记、便于书写和维护，提高了程序

设计的效率和可靠性。目前广泛使用的高级语言有 Java、C\C++、PHP 和 Python 等。 
将计算机不能直接执行的非机器语言编写的程序翻译成能直接执行的机器语言的翻

译程序称为语言处理程序。 
用汇编语言和高级语言编写的程序称为源程序，计算机不能直接识别和执行。把计算

机本身不能直接读懂的源程序翻译成机器能够识别的机器指令代码后，计算机才能执行，

这种翻译后的程序称为目标程序。 
计算机将源程序翻译成机器指令的方法有两种：编译方式和解释方式。编译方式与解

释方式的工作过程如图 1-4 所示。 

 

高级语言 
源程序 

机器语言 
目标程序 

执行 
结果 

编译程序 

(编译) (运行) 

 

(链接) 
可执行 
程序 

链接程序 

        

高级语言
源程序

执行
结果

解释程序

(解释并执行)

 
                     (a) 编译过程                                (b) 解释过程 

图 1-4  源程序翻译成机器指令的过程 

由图 1-4 可以看出，编译方式是把源程序用相应的编译程序翻译成机器语言的目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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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然后再链接成可执行程序，运行可执行程序后得到结果。目标程序和可执行程序都是

以文件方式存放在磁盘上，再次运行该程序，只需直接运行可执行程序，不必重新编译和

链接。 
解释方式就是将源程序输入计算机后，用该语言的解释程序将其逐条解释，逐条执行，

执行完后只能得到结果，而不能保存解释后的机器代码，下次运行该程序时还要重新解释

执行。 
(3) 数据库管理系统 
数据库管理系统是能够对数据进行加工、管理的系统软件。常见的数据库管理系统有

Visual FoxPro、Oracle、Access 和 SQL Server 等。 
(4) 系统辅助处理程序 
系统辅助处理程序也称“软件研制开发工具”、“支持软件”或“工具软件”，主要

包括编辑程序、调试程序、装配和连接程序以及测试程序等。 

2. 应用软件 

应用软件是用户利用计算机及其提供的系统软件，为解决实际问题所开发的软件的总

称。应用软件一般分为两大类：通用软件和专用软件。 
通用软件支持最基本的应用，如文字处理软件(Word)、表格处理软件(Excel)等。 
专用软件是专门为某一专业领域而开发的软件，如财务管理系统、计算机辅助设计

(CAD)软件和本部门的应用数据库管理系统等。 

1.1.4  计算机的工作原理 

如前所述，计算机能自动、连续地工作，主要是因为内存中存储了程序。计算机在执

行程序时，在控制器的控制下，逐条从内存中取出指令、分析指令、执行指令完成相应的

操作。 

1. 指令和程序 

(1) 指令 
计算机指令(instruction)是控制计算机操作的代码，又称指令码(instruction code)。一

条指令就是给计算机下达的一道命令，它告诉计算机要进行什么样的操作、参与此项操

作的数据来自何处、操作结果又将送往哪里。所以，一条指令包括操作码(operation code)
和操作数两部分，操作码控制执行何种操作；操作数指出参与操作的数据或数据存放的

位置。 
通常，一种计算机能够完成多种操作，即能执行多条指令，计算机所能执行的所有指

令的集合称为该计算机的指令系统(instruction system)。由于每种计算机硬件结构的不同，

其指令系统也不同。计算机指令系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计算机的处理能力，是计算机性

能的一个重要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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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程序 
程序就是为完成某项任务而由若干指令组成的有序集合。编写程序称为程序设计。人

们通过编写程序，发挥计算机的作用，从而解决工作和生活中的各种问题。那么计算机是

怎样执行程序的呢？ 

2. 指令和程序在计算机中的执行过程 

要执行程序，首先将程序和程序所操作的数据放入内存。执行程序就是依次执行组成

程序的一条条指令。计算机在执行程序中的每条指令时，先将要执行的指令从内存中取出

后放到 CPU 内，然后通过控制器对该指令进行译码分析，判断该指令要完成的操作，随后

向相关部件发出完成该指令的控制信号以完成相应的操作。由此可见，计算机执行程序，

就是在控制器的控制下，逐条从内存中读取程序中的指令，分析该指令，向相应的部件发

出控制信息执行指令，从而实现程序的运行。 

1.2  数制与编码 

在计算机系统中，数字和符号都是用电子元件的不同状态表示的，即以电信号表示。

根据计算机的这一特点，提出这样的问题：数值在计算机中是如何表示和运算的？这就是

本节要讨论的“数制”问题。 

1.2.1  数制的基本概念 

用一组固定的数字(数码符号)和一套统一的规则来表示数值的方法称为数制(number 
system)，也称为计数制。数制的种类很多，除了十进制数，还有二十四进制(24 小时为一

天)、六十进制(60 秒为 1 分钟、60 分钟为 1 小时)、二进制(手套、筷子等两只为一双)等。 
在计算机系统中采用二进制，主要原因是电路设计简单、运算简单、工作可靠和逻辑

性强。 
不论是哪一种数制，其计数和运算都有共同的规律和特点。 

1. 逢 R 进一 

R 是计数制中所需要的数字字符的总个数，称为基数(Radix)。例如，十进制数用 0、1、
2、3、4、5、6、7、8、9 这 10 个不同的符号来表示数值。在十进制中基数是 10，表示逢

十进一。 

2. 位权表示法 

位权(也叫权)是指一个数字在某个位置上所代表的值，处在不同位置上的数字所代表

的值不同，每个数字的位置决定了它的值或位权。例如，在十进制数 586 中，5 的位权是

100(即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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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权与基数的关系是：各进位制中位权的值是基数的若干次幂。因此，用任何一种数

制表示的数都可以写成按位权展开的多项式之和。例如，十进制数 256.07 可以用如下形式

表示： 
(256.07)10=2×102+5×101+6×100+0×10-1+7×10-2 

位权表示法的原则是数字的总个数等于基数，每个数字都要乘以基数的幂次，而该幂

次是由每个数字所在的位置决定的。排列方式是以小数点为界，整数自右向左依次为 0 次方、

1 次方、2 次方，以此类推；小数自左向右依次为负 1 次方、负 2 次方，以此类推。 

1.2.2  常用的数制 

在用计算机解决实际问题中输入/输出使用的是十进制数，而计算机内部使用的是二

进制数。但是在计算机应用中常常根据需要使用十六进制数或八进制数，因为二进制数

与十六进制数和八进制数正好有倍数的关系，如 23等于 8、24等于 16，所以便于在计算

机应用中表示。 

1. 十进制数(Decimal) 

按“逢十进一”的原则进行计数，称为十进制数，即每位计满 10 时向高位进 1。对于

任意一个十进制数，可用小数点把数分成整数部分和小数部分。 
十进制数的特点是：数字的个数等于基数 10，逢十进一，借一当十；最大数字是 9，

最小数字是 0，有 10 个数字字符 0、1、2、3、4、5、6、7、8、9；在数的表示中，每个数

字都要乘以基数 10 的幂次。 
例如，在十进制数 436.82 中，小数点左边第一位的 6 代表个位，它的数值为 6×100； 小

数点左边第二位的 3 代表十位，它的数值为 3×101；左边第三位的 4 代表百位，它的数值

为 4×102；小数点右边第一位的值为 8×10-1；小数点右边第二位的值为 2×10-2。可见，数码

处于不同的位置，代表的数值是不同的。 
十进制数的性质是：小数点向右移动一位，数值扩大 10 倍；反之，小数点向左移动

一位，数值缩小 10 倍。 

2. 二进制数(Binary) 

按“逢二进一”的原则进行计数，称为二进制数，即每位计满 2 时向高位进 1。 
(1) 二进制数的特点 
二进制数的特点是：数字的个数等于基数 2；最大数字是 1，最小数字是 0；即只有两

个数字字符 0，1；在数值的表示中，每个数字都要乘以 2 的幂次，这就是每一位的位权。

第一位的位权是 20，第二位是 21，第三位是 22，后面依次类推。表 1-1 给出了二进制的位

权和十进制数值的对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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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二进制的位权与十进制数值的对应关系 

二进制位数 7 6 5 4 3 2 1 -1 -2 -3 -4 

26 25 24 23 22 21 20 2-1 2-2 2-3 2-4 位权 

(十进制表示) 64 32 16 8 4 2 1 0.5 0.25 0.125 0.0625 

 
任何一个二进制数，都可以表示为： 

(1101.11)2=1×23+1×22+0×21+1×20+1×2-1+1×2-2 

10)75.13(  

二进制数的性质是：小数点向右移动一位，数值就扩大两倍；反之，小数点向左移动

一位，数值就缩小一半。例如，把二进制数 110.101 的小数点向右移动一位，变为 1101.01，
比原来的数扩大了两倍；把 110.101 的小数点向左移动一位，变为 11.0101，比原来的数缩

小了一半。 
(2) 二进制算术运算 
二进制运算与十进制运算类似，同样可以进行算术运算，其操作简单、直观，更容易

实现。 
二进制求和法则如下： 
0+0=0 
0+1=1 
1+0=1 
1+1=10(逢二进一) 
二进制求差法则如下： 
0-0=0 
1-0=1 
10-1=1(借一当二) 
1-1=0 
二进制求积法则如下： 
0×0=0 
0×1=0 
1×0=0 
1×1=1 
二进制求商法则如下： 
0÷1=0 
1÷1=1 
例如，在进行两数相加时，首先写出被加数和加数，这种方法曾用来计算两个十进

制数的加法。然后按照由低位到高位的顺序，根据二进制求和法则把两个数字逐位相加

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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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1.1  求 1101.01+1001.11。 
解：   1101.01 
     +  1001.11 
      —————— 
      10111.00 
计算结果：1101.01+1001.11=10111.00 
例 1.2  求 1101.01-1001.11。 
解：   1101.01 
      - 1001.11 
        ————— 
       0011.10 
计算结果：1101.01-1001.11=11.10 
例 1.3  求 1101×110。 
解：   1101 
     ×  110 
     ———— 
       0000 
      1101 
     1101 
   ————— 
    1001110 
计算结果：1101×110=1001110 
例 1.4  求 100111÷1101。 
解：     

     
11

1101 100111  
           1101 
         ———— 
            1101 
            1101 
         ———— 
               0 
计算结果：100111÷1101=11 

3. 八进制数(Octal) 

八进制数的进位规则是“逢八进一”，其基数 R=8，采用的数码是 0、1、2、3、4、5、
6、7，每位的位权是 8 的幂次。例如，对于八进制数 376.4 可表示为： 

(376.4)8=3×82+7×81+6×80+4×8-1 
5.0687643   

10)5.254(  

4. 十六进制数(Hexadecimal) 

十六进制数的特点如下： 
(1) 采用的 16 个数码为 0、1、2…9、A、B、C、D、E、F。符号 A~F 分别代表十进

制数的 10~15。 
(2) 进位规则是“逢十六进一”，基数 R=16，每位的位权是 16 的幂次。例如，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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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进制数 3AB.11 可表示为： 

(3AB.11)16=3×162+10×161+11×160+1×16-1+1×16-2 

10)0664.939(  

5. 常用数制的对应关系 

(1) 常用数制的基数和数制符号 
常用数制的基数和数制符号如表 1-2 所示。 

表 1-2  常用数制的基数和数制符号 

 十进制 二进制 八进制 十六进制 

基数 10 2 8 16 

数制符号 0~9 0，1 0~7 0~9，A，B，C，D，E，F 

 
(2) 常用数制的对应关系 
常用数制的对应关系如表 1-3 所示。 

表 1-3  常用数制的对应关系 

十进制 二进制 八进制 十六进制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0 

1 

10 

11 

100 

101 

110 

111 

1000 

1001 

1010 

1011 

1100 

1101 

1110 

1111 

10000 

0 

1 

2 

3 

4 

5 

6 

7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20 

0 

1 

2 

3 

4 

5 

6 

7 

8 

9 

A 

B 

C 

D 

E 

F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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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数制间的转换 

将数由一种数制转换成另一种数制称为数制间的转换。由于计算机采用二进制，而在

日常生活中人们习惯使用十进制，因此在计算机进行数据处理时就必须把输入的十进制数

转换成计算机所能接受的二进制数，计算机运行结束后，再把二进制数转换成人们习惯的

十进制数输出。这两个转换过程完全由计算机系统自动完成。 

1. 二进制数与十进制数间的转换  

(1) 二进制数转换成十进制数 
二进制数转换成十进制数，前面已经讲过了，只需将二进制数按位权展开，然后将各

项数值按十进制数相加，便可得到等值的十进制数。例如： 
(10110.11)2=1×24+1×22+1×21+1×2-1+1×2-2=(22.75)10

 

同理，若将任意进制数转换为十进制数，只需将数(N)R写成按位权展开的多项式表达

式，并按十进制规则进行运算，便可求得相应的十进制数(N)10。 
(2) 十进制数转换成二进制数 
十进制数转换成二进制数需要将整数部分和小数部分分别转换。 
① 整数转换 
整数转换用除 2 取余法。 
例 1.5  将(57)10转换为二进制数。 
解：设(57)10 20121nn )aaaaa(   

用除 2 取余法得： 
 

 

 
结果：(57)10 2)111001(  
② 小数转换 
小数转换用乘二取整法。 
例 1.6  将(0.834)10转换成二进制小数。 
解：设(0.834)10 2321- )aa0.a(   

用乘二取整法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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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210 )1101.0()834.0( 
 

由例 1.6 可见，在小数部分乘 2 取整的过程中，不一定能使最后的乘积为 0，因此转

换值存在误差。通常在二进制小数的精度已达到预定的要求时，运算便可结束。  
将一个带有整数和小数的十进制数转换成二进制数时，必须将整数部分和小数部分分

别按除 2 取余法和乘 2 取整法进行转换，然后再将两者的转换结果合并起来即可。  
同理，若将十进制数转换成任意 R 进制数(N)R，则整数部分转换采用除 R 取余法；小

数部分转换采用乘 R 取整法。 

2. 二进制数与八进制数、十六进制数间的转换  

八进制数和十六进制数的基数分别为 8=23，16=24，所以三位二进制数恰好相当于一

位八进制数，四位二进制数相当于一位十六进制数，它们之间的相互转换是很方便的。 
二进制数转换成八进制数的方法是从小数点开始，分别向左、向右，将二进制数按每

三位一组分组(不足三位的补 0)，然后写出每一组等值的八进制数。 
例 1.7  将二进制数 100110110111.00101 转换成八进制数。 
解： 
           100    110    110    111    .    001    010 

↓     ↓     ↓     ↓    ↓    ↓     ↓ 
            4      6      6      7     .     1      2 
结果：(100110110111.00101)2=(4667.12)8 
八进制数转换成二进制数的方法恰好和二进制数转换成八进制数相反，即从小数点开

始分别向左、向右将八进制数的每一位数字转换成三位二进制数。如对例 1.7 按相反的过

程转换，则有： 
(4667.12)8=(100110110111.00101)2 

二进制数转换成十六进制数的方法和二进制数与八进制数的转换相似，从小数点开始

分别向左、向右将二进制数按每四位一组分组(不足四位补 0)，然后写出每一组等值的十六

进制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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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1.8  将二进制数 1111000001011101.0111101 转换成十六进制数。 
解： 
          1111    0000    0101    1101    .    0111    1010 

↓      ↓      ↓      ↓    ↓    ↓      ↓ 
            F       0       5       D     .     7       A 
结果：(1111000001011101.0111101)2=(F05D.7A)16 
类似地，将十六进制数转换成二进制数，可按例 1.8 的相反过程操作。 

1.2.4  数据在计算机中的表示方式 

在计算机中处理的数据可分为数值型和非数值型两类。数值型数据是指数学中的代数

值，具有量的含义，如 235、-328.45 或 3/8 等；非数值型数据是指输入到计算机中的所有

文本信息，没有量的含义，如数字 0~9、大写字母 A~Z 或小写字母 a~z、汉字、图形、声

音及一切可印刷的符号+、-、！、#、%等。 

由于计算机采用二进制，所以这些数据信息在计算机内部都必须以二进制编码的形式

表示。也就是说，一切输入到计算机中的数据都是由 0 和 1 两个数字进行组合的。对于数

值型数据来说有正有负，在数学中用符号“+”和“-”表示正数和负数，但在计算机中数

的正、负号也要用 0 和 1 来表示。 

1. 带符号数的表示方法 

在计算机中，对有符号的数常用原码、反码和补码 3 种方式表示，其主要目的是解决减法

运算的问题。任何正数的原码、反码和补码的形式都完全相同，负数则各自有不同的表示形式。 
(1) 数的原码表示 
正数的符号位用 0 表示，负数的符号位用 1 表示，有效值部分用二进制绝对值表示，

这种表示法称为原码。原码对 0 的表示方法不唯一，即正的 0(000…00)和负的 0(100…00)。 
例如： 
X=+76；Y=-76 
则： 
 
 
 
 
(2) 数的反码表示 
正数的反码和原码相同，负数的反码是对该数的原码除符号位外各位取反，即“0”

变“1”，“1”变“0”。 
例如： 
(+76)原=(+76)反=01001100 

(X)原= 0 1001100 
(Y)原= 1 1001100 
  ↑  ↑ 

 符号位 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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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原=11001100 
(-76)反=10110011 
可以验证，任何一个数的反码的反码即是原码本身。 
(3) 数的补码表示 
正数的补码和原码相同，负数的补码是其反码加 1。 
例如： 
(+76)原=(+76)反=(+76)补=01001100 
(-76)原=11001100 
(-76)反=10110011 
(-76)补=10110100 
可以验证，任何一个数的补码的补码即是原码本身。引入补码的概念之后，减法运算

可以用加法来实现。 

例如：  
(1) 10- (2)10 

=(1)10 +(-2)10 

=(00000001)补+ (11111110)补 

=(11111111)补 

=(11111110)反  
=(10000001)原 

=(-1)10 
结果正确，所以使用补码可以将减法运算转换为加法运算。补码的设计目的是: 
(1) 使符号位能与有效值部分一起参与运算，从而简化运算规则。 
(2) 使减法运算转换为加法运算，进一步简化计算机中运算器的线路设计。 
要注意，所有这些转换都是在计算机的最底层进行的，而在我们使用的高级语言中使

用的都是原码。  

2. 定点数与浮点数 

数值除了有正、负数外，还有带小数点的数值。当所要处理的数值含有小数部分时，

计算机还要解决数值中的小数点的表示问题。在计算机中，通常采用隐含规定小数点的位

置来表示有小数点的数。 
根据小数点的位置是否固定，数的表示方法可以分为定点整数、定点小数和浮点数 3

种类型。定点整数和定点小数统称为定点数。 
(1) 定点整数 
定点整数是指小数点隐含固定在整个数值的最后，符号位右边的所有位数表示的是一

个整数。如果用 4 位表示一个定点整数，则 0110 表示二进制数“+110”，即十进制数“+6”。 
(2) 定点小数 
定点小数是指小数点隐含固定在某一个位置上的小数。通常将小数点固定在最高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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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的左边。如果用 4 位表示一个定点小数，则 0110 表示二进制数“+0.110”，即十进制数

“+0.75”。 
由此可见，定点数可以表示纯小数和整数。定点整数和定点小数在计算机中的表示没

有什么区别，小数点完全靠事先约定而隐含在不同位置，如图 1-5 所示。 

 
(a) 定点整数格式            (b) 定点小数格式 

图 1-5  定点数格式 

(3) 浮点数 
浮点数是指小数点位置可浮动的数据，它既有整数部分又有小数部分，通常以下式表示： 

EMN R  

其中，N 为浮点数，M(mantissa)为尾数，E(exponent)为阶码，R(radix)称为“阶的基数

(底)”，而且 R 为一常数，一般为 2、8 或 16。在一台计算机中，所有数据的 R 都是相同

的，于是不需要在每个数据中表示出来。因此，浮点数的机内表示一般采用以下形式： 

Ms E M 
Ms是尾数的符号位，通常称为数符，设置在最高位上。 
E 为阶码，一般为整数，其中有一位符号位，设置在 E 的最高位上，用来表示正阶或

负阶。 
M 为尾数，有 m 位，Ms和 M 组成一个定点小数。Ms=0 时，表示正号；Ms=1 时，表

示负号。为了保证数据精度，尾数通常用规格化形式表示：当 R=2，且尾数值不为 0 时，

其绝对值应大于或等于(0.5)10，即小数点后的第一位是 1。对非规格化浮点数，可以通过将

尾数左移或右移，并修改阶码值使之满足规格化要求。假设浮点数的尾数为 0.0011，阶码

为 0100(设定 R=2)，规格化时，将尾数左移 2 位，而成为 0.1100，阶码减去(10)2，修改为

0010，浮点数的值保持不变。 
根据 IEEE754 国际标准，常用的浮点数有如下两种格式： 
(1) 单精度浮点数(32 位)，阶码 8 位，尾数 24 位(内含 1 位符号位)。 
(2) 双精度浮点数(64 位)，阶码 11 位，尾数 53 位(内含 1 位符号位)。 
例如，+110110 的数值等于 26×0.11011，阶码为 6，即+110，尾数为+0.11011。其单精

度浮点数表示形式如图 1-6 所示。 

31 30       23 22    0 

0 0 0 0 0 0 1 1 0 1 1 0 1 1 0 …… 0 

数 

符 
阶码部分 尾数部分 

图 1-6  浮点数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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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  字符编码 

计算机是以二进制编码方式组织、存放信息的，信息编码就是指对输入到计算机中的

各种数值型和非数值型数据用二进制进行编码的方式。对不同机器、不同类型的数据，其

编码方式是不同的，编码的方法很多。为了使信息的表示、交换、存储或加工处理方便，

在计算机系统中通常采用统一的编码方式，因此制定了编码的国家标准或国际标准。如：

位数不等的二进制码、BCD 码、ASCII 码等。计算机使用这些编码在计算机内部和键盘等

终端设备之间以及计算机之间进行信息交换。 
在输入过程中，系统自动将用户输入的各种数据按编码的类型转换成相应的二进制形

式存入计算机的存储器中。在输出过程中，再由系统自动将二进制编码的数据转换成用户

可以识别的数据形式输出给用户。 
字符是计算机中使用最多的非数值型数据，是人与计算机进行通信、交互的重要媒介，

国际上广泛使用的字符编码有美国信息交换标准码(American Standard Code for Information 
Interchange，简称 ASCII)、BCD 码和 Unicode 编码。 

1. ASCII 码 

ASCII 码有 7 位码和 8 位码两种形式。7 位 ASCII 码是用 7 位二进制数进行编码的，

所以可以表示 128 个字符。这是因为 1 位二进制数可以表示两种状态，0 或 1(21=2)；两位

二进制数可以表示 4 种状态，00、01、10、11(22=4)；依此类推，7 位二进制数可以表示

27=128 种状态，每种状态都唯一对应一个 7 位二进制码，这些码可以排列成一个十进制序

号 0~127，参见附录 B。 

ASCII 码表的 128 个符号是这样分配的：第 0~32 号及 127 号(共 34 个)为控制字符，

主要包括换行、回车等功能字符；第 33~126 号(共 94 个)为字符，其中第 48~57 号为 0~9
的 10 个数字符号，65~90 号为 26 个大写英文字母，97~122 号为 26 个小写英文字母，其

余为一些标点符号、运算符号等。例如，大写字母 A 的 ASCII 码值为 1000001，即十进制

数 65，小写字母 a 的 ASCII 码值为 1100001，即十进制数 97。这些字符基本满足了各种程

序设计语言、西文文字、常见控制命令等的需要。 
为了使用方便，在计算机的存储单元中，一个字符的 ASCII 码占一个字节(8 个二进制

位)，其最高位只用作奇偶校验位，如图 1-7 所示。 

 
图 1-7  一个字节的 ASCII 码表示 

奇偶校验是指在代码传送过程中，用来检验是否出现错误的一种方法。一般分为奇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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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和偶校验两种。奇校验规定，正确的代码一个字节中 1 的个数必须是奇数，若非奇数，

则在最高位 b7处添 1 来满足；偶校验规定，正确的代码一个字节中 1 的个数必须是偶数，

若非偶数，则在最高位 b7处添 1 来满足。 
例 1.9  将“COME”中的 4 个字符用带奇校验的 ASCII 码存储。 
解：先由附录 B 查出十进制 ASCII 码，然后转换成二进制 ASCII 码，再根据奇校验的

规定在左面补上奇偶校验位，如表 1-4 所示。 

表 1-4  ASCII 码应用示例 

字    母 十进制 ASCII 码 二进制 ASCII 吗 带奇校验位的 ASCII 码 

C 

O 

M 

E 

67 

79 

77 

69 

1000011 

1001111 

1001101 

1000101 

01000011 

01001111 

11001101 

01000101 

 
例 1.10  当 ASCII 码值为“101010”时，问：它是什么字符？当采用偶校验时，奇偶

校验位 b7等于什么？ 
解：由于(101010)2=(42)10，由附录 B 得知所代表的字符为“*”；根据偶校验规则，

应使一个字节中 1 的个数为偶数，所以在奇偶校验位添 1，即 b7=1。 
ASCII 码虽然是最常用的编码，但由于最高位 b7用来作为校验位，所以只能表示 128

个不同的字符。如果最高位 b7也用来编码，则称为扩展 ASCII 码(即 8 位码)，可用来表示

256 个不同的字符。 
目前，还有一种编码在许多环境中都得到了应用，这就是 Unicode 码。Unicode 码使

用 16 位二进制进行编码，最多可以表示 65536 个不同的字符。通过把高 8 位置为 0，并保

持原来的编码不变，它把 ASCII 码和扩展 ASCII 码也吸收进来。例如，字母“S”的 3 种

编码如表 1-5 所示。 

表 1-5  字母“S”的 3 种编码 

ASCII 扩展 ASCII Unicode 

01010011 01010011 00000000 01010011 

 

2. BCD 码 

BCD(Binary Coded Decimal)码是二进制编码的十进制数，有 4 位 BCD 码、6 位 BCD
码和扩展的 BCD 码三种。 

(1) 8421 BCD 码 
8421 BCD 码是用 4 位二进制数表示一个十进制数字，4 位二进制数从左到右依次为 8、

4、2、1，它只能表示十进制数的 0~9 十个字符。为了能对一个多位十进制数进行编码，

需要有与十进制数的位数一样多的 4 位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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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扩展 BCD 码 
由于 8421 BCD 码只能表示 10 个十进制数，所以在原来 4 位 BCD 码的基础上又产生

了 6 位 BCD 码。它能表示 64 个字符，其中包括 10 个十进制、26 个英文字母和 28 个特

殊字符。但在某些场合，还需要区分英文字母的大小写，这就提出了扩展 BCD 码，它是

由 8 位组成的，可表示 256 个符号，其名称为 Extended Binary Coded Decimal Interchange 
Code，缩写为 EBCDIC。EBCDIC 码是常用的编码之一，IBM 及 UNIVAC 计算机均采用

这种编码。 

1.2.6  汉字编码 

ASCII 码只对英文字母、数字和标点符号进行编码。为了在计算机中表示汉字，用计

算机处理汉字，同样也需要对汉字进行编码。计算机对汉字信息的处理过程实际上是各种

汉字编码间的转换过程。这些编码主要包括：汉字信息交换码、汉字输入码、汉字内码、

汉字字形码及汉字地址码等。下面分别对各种汉字编码进行介绍。 

1. 汉字信息交换码 

汉字信息交换码是用于汉字信息处理系统之间或汉字信息处理系统与通信系统之间

进行信息交换的汉字代码，简称交换码，也叫国际码。它是为了使系统、设备之间信息交

换时能够采用统一的形式而制定的。 
我国 1981 年颁布了国家标准——信息交换用汉字编码字符集(基本集)，代号

GB2312_1980，即国际码。了解国际码的下列概念，对使用和研究汉字信息处理系统十分

有益。 
(1) 常用汉字及其分级 
国际码规定了进行一般汉字信息处理时所用的 7445 个字符编码，其中 682 个非汉字

图形符号(如序号、数字、罗马数字、英文字母、日文假名、俄文字母、汉语注音等)和 6763
个汉字的代码。汉字代码中又有一级常用字 3755 个，二级次常用字 3008 个。一级常用汉

字按汉语拼音字母顺序排列，二级次常用字按偏旁部首排列，部首依笔画多少排序。 
(2) 两个字节存储一个国际码 
由于一个字节只能表示 28(256)种编码，显然用一个字节不可能表示汉字的国际码，所

以用两个字节来表示。 
(3) 国际码的编码范围 

为了中英文兼容，国际 GB2312_1980 规定，国际码中所有字符(包括符号和汉字)的每

个字节的编码范围与 ASCII 码表中的 94 个字符编码相一致，所以其编码范围是

2121H~7E7EH(共可表示 94×94 个字符)。 
(4) 国际码是区位码 
类似于 ASCII 码表，国际码也有一张国际码表。简单而言，就是将 7445 个国际码放

置在一个 94 行×94 列的阵列中。阵列的每一行称为一个汉字的“区”，用区号表示；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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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列称为一个汉字的“位”，用位号表示。显然，区号范围是 1~94，位号范围也是 1~94。
这样，一个汉字在表中的位置可用它所在的区号与位号来确定。一个汉字的区号与位号的

组合就是汉字的“区位码”。区位码的形式是高两位为区号，低两位为位号。如“中”字

的区位码是 5448，即 54 区 48 位。区位码与每个汉字之间具有一一对应的关系。国际码在

区位码表中的安排是：1~15 区是非汉字图形符区；16~55 区是一级常用汉字区；56~87 区

是二级次常用汉字区；88~94 区是保留区，可用来存储自造字代码。实际上，区位码也是

一种输入法，其最大优点是一字一码的无重码输入法，最大缺点是难以记忆。 

2. 汉字输入码 

为将汉字输入计算机而编制的代码称作汉字输入码，也叫外码。 
目前，汉字主要是经标准键盘输入计算机的，所以汉字输入码都是由键盘上的字符或

数字组合而成。例如，用全拼输入法输入“中”字，就要输入字符串 zhong(然后选字)。汉

字输入码是根据汉字的发音或字形结构等多种属性及有关规则编制的，目前流行的汉字输

入码的编码方案已有许多，如全拼输入法、双拼输入法、自然码输入法、五笔输入法等。

可分为音码、形码、音形结合码 3 类。全拼输入法和双拼输入法是根据汉字的发音进行编

码的，称为音码；五笔输入法是根据汉字的字形结构进行编码的，称为形码；自然码输入

法是以拼音为主，辅以字形字义进行编码的，称为音形结合码。 
可以想象，对于同一个汉字，不同的输入法有不同的输入码。例如，“中”字的全拼

输入码是 zhong，其双拼输入码是 vs，而五笔输入码是 kh。不管采用何种输入方法，输入

汉字都会转换成对应的机内码并存储在介质中。 

3. 汉字内码 

汉字内码是为在计算机内部对汉字进行存储、处理而设置的汉字编码，它应能满足在

计算机内部存储、处理和传输的要求。当一个汉字输入计算机后先转换为内码，然后才能

在机器内传输和处理。汉字内码的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的，目前对应于国际码，一个汉字的

内码也用两个字节存储，并把每个字节的最高二进制位置“1”作为汉字内码的标识，以免

与单字节的 ASCII 码混淆产生歧义。也就是说，国际码的两个字节每个字节最高位置“1”，
即转换为内码。 

4. 汉字字形码 

目前，汉字信息处理系统中产生汉字字形的方式，大多以点阵的方式形成汉字，汉字

字形码也就是指确定一个汉字字形点阵的编码，也叫字模或汉字输出码。 
汉字是方块字，将方块等分成有 n 行 n 列的格子，简称点阵。凡笔画所到的格子点为

黑点，用二进制“1”表示，否则为白点，用二进制“0”表示。这样一个汉字的字形就可

用一串二进制数表示了。例如，16×16 汉字点阵有 256 个点，需要 256 位二进制位来表示

一个汉字的字形码。这样就形成了汉字字形码，亦即汉字点阵的二进制数字化。图 1-8 所

示为“中”字的 16×16 点阵字形表示图。 

在计算机中，8 个二进制位组成一个字节，它是对存储空间编地址的基本单位。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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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 16×16 点阵的字形码需要 16×16/8=32B 存储空间；同理 24×24 点阵的字形码需要

24×24/8=72B 存储空间。例如，用 16×16 点阵的字形码存储“中国”两个汉字，需占用

2×16×16/8=64B 的存储空间。 

 

图 1-8  “中”字的 16×16 点阵的字形示意图 

显然，点阵中行、列划分越多，字形的质量越好，锯齿现象也就越轻微，但存储汉字

字形码所占用的存储空间也就越大。汉字字形通常分为通用型和精密型两类。通用型汉字

字形点阵分为如下 3 种： 
(1) 简易型：16×16 点阵。 
(2) 普通型：24×24 点阵。 
(3) 提高型：32×32 点阵。 
精密型汉字字形用于常规的印刷排版，由于信息量较大(字形点阵一般在 96×96 点阵

以上)，通常都采用信息压缩存储技术。 
汉字的点阵字形在汉字输出时要经常使用，所以要把各个汉字的字形码固定地存储起

来。存放各个汉字字形码的实体称为汉字库。为满足不同需要，还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字库，

如宋体字库、仿宋体字库、楷体字库、黑体字库和繁体字库等。 
汉字的点阵字形的缺点是放大后会出现锯齿现象，很不美观。中文 Windows 中广泛采

用了 TrueType 类型的字形码，它采用了数学方法来买描述一个汉字的字形码，可以实现无

限放大而不产生锯齿的现象。 

5. 汉字地址码 

汉字地址码是指汉字库(这里主要指字形的点阵式字模库)中存储汉字字形信息的逻辑

地址码。汉字库中，字形信息都是按一定顺序(大多数按国际码中汉字的排列顺序)连续存

放在存储介质中，所以汉字地址码也大多是连续有序的，而且与汉字内码间有着简单的对

应关系，以简化汉字内码到汉字地址码的转换。 

6. 各种汉字代码之间的关系 

汉字的输入、处理和输出的过程，实际上是汉字的各种编码之间的转换过程，或者说

汉字编码在系统有关部件之间传输的过程。图 1-9 所示为这些代码在汉字信息处理系统中

的位置及它们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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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9  汉字编码在系统有关部件之间传输的过程图 

汉字输入码向内码的转换，是通过使用输入字典(或称索引表，即外码与内码的对照表)
实现的，一般的系统具有多种输入方法，每种输入方法都有各自的索引表。 

在计算机的内部处理过程中，汉字信息的存储和各种必要的加工以及向磁盘存储汉字

信息，都是以汉字内码形式进行的。 
汉字通信过程中，处理器将汉字内码转换为适合于通信用的交换码(国际码)以实现通

信处理。 
在汉字的显示和打印输出过程中，处理器根据汉字内码计算出汉字地址码，按地址码

从字库中取出汉字字形码，实现汉字的显示或打印输出。 

1.2.7  存储单位 

各种各样的数据在计算机内都用二进制形式存储，在计算存储空间的大小时，要用到

不同的存储单位。 

1. 位(bit) 

位是计算机的最小存储单位，简写为“b”，表示二进制中的一位。位也称为“比特”，

是 bit 的音译。一个二进制位只能表示两种状态，即只能存放二进制数“0”或“1”。 

2. 字节(Byte) 

字节是计算机的最小存储单元，也是处理数据的基本单位，简写为“B”，表示二进

制中的 8 位，即 1B=8b。字节也称为“拜特”，是 Byte 的音译。 
常用的存储单位有：KB、MB、GB、TB。1KB 表示 1K 字节，读作“千字节”，是 2

的 10 次方字节，等于 1024 个字节；相应的 1MB 读作“兆字节”，是 2 的 20 次方字节，

等于 1024 KB；1GB 读作“吉字节”或者“千兆字节”，是 2 的 30 次方字节；1TB 读作

“太字节”，是 2 的 40 次方字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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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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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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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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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常用单位的前缀 

例如，64KB 中的 KB 是 Kilobyte(千字节)的缩写。Kilo 是一种度量前缀，表示 1000。
因而，1Kilometer 是 1 千米，1Kilogram 是 1000 克。由于数据在计算机中用二进制形式存

储，为了计算的方便，当 K 用在度量存储空间的时候，这里的 1000 仅仅是一个近似值。

它的实际值是 2 的 10 次方，等于 1024。 
在描述计算机存储容量时，常用的存储单位 KB、MB、GB、TB 的前缀的含义见表 1-6。 

表 1-6  计算机存储容量的常用单位 

前    缀 前缀的含义 单    位 单位的含义 

Kilo- 1000 K 210=1024 

Mega- 1000000 M 220=1048576 

Giga- 1000000000 G 230=1073741824 

Tera- 1000000000000 T 240=1099511627776 

 
下面举例说明常用存储容量的计算方法。 
例 1.11  为了满足一台 1024列、768行像素的单色显示器存储的需要，需要使用多少字

节？ 
解：可以说它具有 1024 列，每列包含 768 个像素。由于是单色显示器，每个像素需

要 1 位存储空间，也就是说，一个字节能存放 8 个像素。所以共需要 

字节   98304  
8

7681024 
字节 

例 1.12  假设显示屏上的每个像素都要用两个字节来存储，一台 1024 列、768 行像

素的显示器需要多少 KB 的存储空间。 
解：所需要的存储空间为 

KB 1536KB  
1024

27681024 

 
例 1.13  计算机动画对计算机存储的需求一直都在增长。有一种格式的计算机动画要

把一系列图片存储在计算机中。假设图片显示在屏幕上一个包含 1024 列、768 行像素的长

方形矩阵中，而且一个像素需要一个字节的存储空间，要存储一段包含 32 幅图片的动画需

要多少存储空间？在求得字节数以后，再把答案转化为 MB。 
解：一个图片所包含的像素个数为 

  23)23(27681024 18810  (像素) 

由于一个像素需要一个字节的存储空间，所以 32 幅图片所需要的字节数为 

  232332 2318  (字节) 

将其转化为 MB，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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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MBMB23
B2

1MBB23 3
20

23   

注意：我们使用 MB 表示 Megabyte(百万字节)的缩写，使用 Mb 表示 Megabit(百万位)。 

1.3  个人计算机的基本配置及性能指标 

个人计算机是人们日常工作和生活中的重要设备，怎样衡量个人计算机的性能指标是

人们所关心的重要问题。 

1.3.1  硬件 

硬件性能是基础性指标，包括 CPU、内存、硬盘、显示器等核心部件的性能指标。 

1. CPU 

CPU 是计算机的心脏，其性能好坏对整个计算机的性能起决定作用。CPU 的基本指标

包括： 

● 时钟频率。计算机的所有操作都是按照严格的时序进行的，时钟相当于操作的节拍，

节拍越快，操作越快。目前常见的时钟频率单位是 GHz(1GHz = 1 000 000 000Hz)，
频率越高意味着运算速度越快。 

● 运算器字长。运算器一次运算可以处理的二进制位数叫字长，字长越大，处理能力

越强。目前个人计算机 CPU 典型的字长是 32 位和 64 位。 
● 地址总线、数据总线宽度。地址总线宽度是指内存地址空间的二进制位数，典型的

宽度是 32 位和 64 位，位数越多，内存空间越大。数据总线宽度是指 CPU 和外部

交换数据时一次可以传输二进制数据的位数，位数越大，数据传输效率越高。一般

所说的 32 位 CPU 是指字长、地址总线、数据总线宽度都是 32 位的 CPU；64 位

CPU 是指字长、地址总线、数据总线宽度都是 64 位的 CPU。 
● 内核数量。CPU 芯片内封装的 CPU 数量。多核处理器一般比单核处理器具有更高

的处理能力。 

2. 内存 

内存是计算机中暂存数据的部件，是计算机各部件的沟通桥梁。内存的基本指标是： 

● 容量。内存是以字节为单位的，一个字节包含 8 个二进制位，可以整体读写。内存

容量是指内存的字节总数。目前常见的内存容量单位是 GB(1GB=1 000 000 000 字

节，实际是 1024×1024×1024 字节)。内存容量越大越好。 
● 读写速度。内存的读写速度快，CPU 的处理速度才能充分地发挥出来。目前，主

流内存为DDR SDRAM(Double Data Rate SDRAM)内存,常见的是DDR3、DDR4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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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量其内存速度的指标是内存主频，单位为 MHz(1MHz = 1 000 000Hz)。内存主频

越高越好。 

3. 硬盘 

硬盘是典型的外存储设备。与内存不同的是，硬盘数据不能直接被 CPU 读写，从硬

盘读出的数据首先要保存到内存中，然后才能被应用程序使用。同样，写入硬盘的数据首

先必须在内存中准备好，然后才能写入到硬盘中。 
硬盘的主要指标包括容量、转速和数据传输速率等。 
● 硬盘容量是指硬盘可以存储的字节总数，个人计算机硬盘的容量一般为 1-2TB。 
● 转速是指磁盘盘片每分钟旋转的转数。一般而言，转速越高，磁盘的读写速度越高。

典型的个人计算机硬盘转速一般为 5400 转或 7200 转。 
● 数据传输速率是指硬盘与内存之间的数据交换速率，该速率取决于硬盘接口性能，

所以也称为接口传输率。目前流行的硬盘接口类型为 SATA(Serial Advanced 
Technology Attachment)接口，SATA 2.0 可以达到 3Gb/s(b/s 为每秒比特，近似于一

个二进制位)，约为 300MB/s(每秒 300M 字节)，SATA 3.0 则可以达到 6Gb/s，约

600MB/s。 

4. 显示器 

显示器是个人计算机的典型输出设备。目前流行的显示器是液晶显示器，其主要性能

指标包括屏幕尺寸、屏幕比例(宽高比)、分辨率、功耗等。 
● 屏幕尺寸是指屏幕显示区域对角线的长度，以英寸为单位，目前，个人计算机显示

器的屏幕尺寸大多为 20 英寸左右。 
● 屏幕比例是指显示区域的宽度和高度的比值，目前，宽屏显示器屏幕比例一般为

16:9 或 16:10，普通屏显示器的屏幕比例一般为 4:3 或 5:4。 
● 分辨率是指屏幕的水平及垂直像素点数，如 1920×1200，1920×1080，1680×1050，

1440×900 等。一般尺寸较大的屏幕分辨率也较高。 
● 功耗是指显示器消耗的电能。一般为数十瓦左右。 
显示器的显示效果与显示卡的性能密切相关。显示卡是个人计算机中处理显示信息的

部件，对于图形、高速视频图像处理应用而言，应精心选择显卡及显示器。普通应用对显

卡及显示器的要求不高。 

5. 其他设备 

个人计算机硬件中还包括键盘、鼠标及光盘驱动器等。键盘和鼠标都是个人计算机必

需的设备，因其性能对计算机整体性能的影响不大，且价值不高，因此可以忽略。光盘驱

动器是可选的设备，在移动存储设备得到普遍应用的情况下，光盘驱动器的作用已越来越

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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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操作系统 

操作系统(Operating System)是一种综合管理和控制计算机运行的计算机程序，只有安

装了操作系统，普通用户才能操作和使用计算机。目前，个人计算机操作系统大多采用

Windows 操作系统。本节中仅介绍我们常用的 Windows 操作系统。 
购买和安装 Windows 操作系统需要注意 32 位版本和 64 位版本的区别。如果个人计算

机 CPU 为 64 位的，应选择安装 64 位版本的 Windows，这样才能充分发挥 CPU 的性能。

32 位版本的 Windows 可以访问的实际内存大小约为 3.5GB 左右，即使安装更大的内存，

多余的空间也会被白白浪费，根本得不到利用。64 位版本的 Windows 可以访问的实际内

存大小在 100GB 以上，足可以满足个人计算机用户的需求。 

1. Windows 10 

Windows 10 是微软开发的操作系统， 2015 年 1 月 22 日，微软正式发布 Windows 10，
主推跨平台融合。Windows 10 在推广期是免费安装的，任何正版 Windows 7、Windows 8 
用户都可免费升级获得。2015 年 5 月 14 日，微软正式公布 Windows 10 家族阵容，一共包

含七大版本，包括： 
● 家庭版(Windows 10 Home)，主要面向消费者和 PC 用户的电脑系统版本，适合个

人或者家庭电脑用户。 
● 专业版(Windows 10 Pro)，也是主要面向个人电脑用户，并且还面向大屏平板电脑、

笔记本、PC 平板二合一变形本等桌面设备。 
● 移动版(Windows 10 Mobile)则主要面向小尺寸的触摸设备，主要针对智能手机、小

屏平板电脑等移动设备。 
● 企业版(Windows 10 Enterprise)，在专业版基础上，增加了专门为满足大中型企业的

需求而开发的高级功能，适合企业用户。 
● 教育版(Windows 10 Education)，主要基于企业版进行开发，专门为了符合学校教职

工、管理人员、老师和学生的需求。 
● 移动企业版(Windows 10 Mobile Enterprise)，则主要面向使用智能手机和小尺寸平

板的企业用户，提供最佳的操作体验。 
● Windows 10 IoT Core，该版本主要面向低成本的物联网设备。 
Windows 10 需要的硬件环境为： 
● CPU 时钟频率 1GHz 或者更高。 
● 内存至少 1GB(32 位)或 2GB(64 位)。 
● 硬盘空间至少 16 GB(32 位)或 20GB(64 位)。 
● 显卡支持微软 DirectX9 图形设备或更高版本。 

2. Windows 8 

Windows 8 于北京时间 2012 年 10 月 26 日正式推出，其可选的版本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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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准版，Windows 8 中文版即是标准版。标准版适用于台式机、笔记本电脑和平板

电脑，是普通家庭用户的最佳选择。 
● 专业版，简称 Windows 8 Pro，是面向专业技术人员及开发者的高级版本。 
● 企业版，是 Windows 8 Enterprise 的批量授权版本，其功能与专业版相同。 
● Windows RT，是一种专门用途的 Windows 8，不适合普通用户使用。 
Windows 8 需要的硬件环境为： 
● CPU 时钟频率：1 GHz 以上。 
● 内存：至少 1 GB RAM(32 位)或 2 GB RAM(64 位)。 
● 硬盘空间：至少 16 GB(32 位)或 20 GB(64 位)。 
● 显卡：支持 Microsoft DirectX9 图形设备或更高版本。 
● 网络及显示器分辨率：若要访问 Windows 应用商店，需要有效的 Internet 连接及至

少 1024×768 的屏幕分辨率。若要拖曳程序，屏幕分辨率至少要达到 1366×768
或更高。 

● 其他：若要使用触控，需要支持多点触控的平板电脑或显示器。 

3. Windows 7 

目前个人计算机预装的 Windows 一般是 Windows 7，可选的版本有： 
● 家庭普通版，对应的英文版本是 Starter。 
● 家庭高级版，对应的英文版本是 Home Premieum。 
● 专业版，对应的英文版本是 Professional。 
● 旗舰版，对应的英文版本是 Ultimate。 

4. Windows Vista 

Windows Vista 是 Windows 7 的上一代产品，目前已停止销售，微软公司只对现有产

品提供技术支持。 
Windows Vista 有家庭普通版、家庭高级版、商用版和旗舰版等版本，功能依次递增。 

5. Windows XP 

Windows XP 是比 Windows Vista 更早期的产品，目前已很少见到。与 Windows Vista
相比，Windows XP 是一个较为成功的产品，其应用普及程度及流行时间都远远高于

Windows Vista。 

1.4  习    题 

一、选择题 

1. 一个完整的计算机系统包括_______两大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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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控制器和运算器               B)  CPU 和 I/O 设备 
C) 硬件和软件                   D) 操作系统和计算机设备 

2. 计算机硬件系统包括_______。 
A) 内存储器和外部设备          B) 显示器、主机箱、键盘   
C) 主机和外部设备               D) 主机和打印机 

3. 计算机软件系统应包括_______。 
A) 操作系统和语言处理系统     B) 数据库软件和管理软件 
C) 程序和数据        D) 系统软件和应用软件 

4. 银行的储蓄程序属于_______。 
A) 表格处理软件     B) 系统软件 
C) 应用软件      D) 文字处理软件 

5. 系统软件中最重要的是_______。 
A) 解释程序            B) 操作系统 
C) 数据库管理系统              D) 工具软件 

6. 计算机能直接执行_______。 
A) 高级语言编写的源程序     B) 机器语言程序 
C) 英语程序           D) 十进制程序 

7. 将高级语言翻译成机器语言的方式有两种_______。 
A) 解释和编译      B) 文字处理和图形处理 
C) 图像处理和翻译     D) 语音处理和文字编辑 

8. “程序存储思想”是_______提出来的。 
A) 丹尼尔·里奇       B) 冯·诺依曼    
C) 贝尔         D) 马丁·理查德 

9. (10110110)2+(111101)2=(_______)2。 
A) 110101       B) 11110011 
C) 11001100      D) 11010111 

10. (10010100)2-(100101)2=(_______)2。 
A) 11110101      B) 10010011 
C) 1101111      D) 1100111 

11. (1101)2×(101)2=(_______)2。 
A) 1000001      B) 1010011 
C) 1011100      D) 1101111 

12. (10010)2÷(11)2=(_______)2。 
A) 1010       B) 111 
C) 1100       D) 110 

13. 将补码转换为十进制数，即(11110110)补= (_______)10。 
A) 8        B)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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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10       D) 11 
14. 已知字符“8”的 ASCII 码是 56，则字符“5”的 ASCII 码是_______。 

A) 52       B) 53 
C) 54       D) 55 

15. 1KB 表示_______。 
A) 1024 位      B) 1000 位 
C) 1000 字节      D) 1024 字节 

16. 指令存储在存储器的_______存储区。 
A) 程序           B) 数据         C) 栈         D) 堆 

二、填空题 

1. 计算机由 5 个基本部分组成：运算器、控制器、______________ 和输出设备。 
2. 运算器的主要功能是算术运算和___________。 
3. 存储器通常分为内存储器和___________。 
4. 计算机能直接识别和执行的计算机语言是____________。 
5. 中央处理器是决定计算机性能的核心部件，由__________组成。 
6. (254)10=(           )2=(         )8=(         )16。 
7. (3.40625)10=(          )2=(       )8=(       )16。 
8. (125)10=(        )原=(         )反=(       )补。 
9. (-25)10=(        )原=(         )反=(        )补。 
10. 十进制数 3527 的 8421 码的表示为                    。 
11. 已知字符“a”的 ASCII 码是 97，则字符“f”的 ASCII 码是        。 


	WQ01.pdf
	WQ02.pdf
	WQ03.pdf
	WQ04.pdf
	WJ01.pdf
	WJ02.pdf
	WJ03.pdf
	WJ04.pdf
	WJ05.pdf
	WJ06.pdf
	WJ07.pdf
	WJ08.pdf
	WJ09.pdf
	WJ10.pdf
	WJ11.pdf
	WJ12附录A.pdf
	WJ13附录B.pdf
	WJ14附录C.pdf
	WJ15附录D.pdf
	WJ16参考文献.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