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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 务 １ ２ 　计算机进制与信息编码


①进位计数制

②数制间的转换

③计算机中的数据单位

④数据信息编码




在现实生活中， 人们常常习惯在电脑显示器上看文字、 图像、 影视等信息， 甚至

通过电脑进行统计计算和设计， 这些操作信息在计算机内部又是怎样的呢？
我们在工作中用电脑制表格、 编辑报告、 图片， 这些文件保存到移动存储设备方

便携带， 文件有多大， 移动存储设备能存多少？ 还剩多少？




１ ２ １　 进位计数制

１ 进位计数制的概念

在人类历史发展的过程中， 根据生产、 生活交流的需要， 人们创立了数。 数制就

是用一定的符号和规则来表示数的方法。
进位计数制是指用一组特定的数字符号按照先后顺序排列起来， 从低位向高位进

位计数表示数的方法， 简称进制。 例如， 十进制数 ２ ６１５ 就是用 ２、 ６、 １、 ５ 这 ４ 个数

码从低位到高位排列起来的， 表示二千六百一十五。 在进位计数制中包含两个基本要

素： “基数”和“位权”。
（１）基数。 一种进位计数制中允许使用的基本数字符号的个数称为基数。 这些数

字称为数码或数符。
（２）位权。 就是单位数码在该数位上所表示的数量。 位权是以指数形式表达， 指

数的底是计数进位制的基数。
例如， 在十进制数 ３２７ ５ 中， ３ 表示的是 ３００（３ × １０２）， ２ 表示的是 ２０（２ × １０１），

３ 表示的是 ３（３ × １００）， ５ 表示的是 ０ ５（５ × １０ － １）。
任何一个数都可以按位权展开式表示， 位权展开式又称为乘权求和。
一般地， 任何一个 ｎ 位 Ｒ 进制数都是可以用数字乘权求和的形式来表达的， 其公

式为

（Ｋ１Ｋ２…Ｋｎ）Ｒ ＝ Ｋ１ × Ｒｎ － １ ＋ Ｋ２ × Ｒｎ － ２ ＋… ＋ Ｋｎ × Ｒ０
其中， Ｒ 为基数， 可以是 ２， ８， １０， １６ 等。

另外， 在运算中还应遵守“逢 Ｒ 进 １， 退 １ 当 Ｒ”的进位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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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常用的进位计数制介绍

常用的进位计数制有二进制、 八进制、 十进制和十六进制。
（１）二进制。 它有两个数码： ０ 和 １。 进位规则是“逢二进 １， 退 １ 当二”。 因此运

算规则如下： 二进制加法规则： ０ ＋ ０ ＝ ０　 　 ０ ＋ １ ＝ １　 　 １ ＋ ０ ＝ １　 　 １ ＋ １ ＝ １０
　 　 　 　 二进制减法规则： ０ － ０ ＝ ０　 　 １ － ０ ＝ １　 　 １ － １ ＝ ０　 　 １０ － １ ＝ １
　 　 　 　 二进制乘法规则： ０ × ０ ＝ ０　 　 ０ × １ ＝ ０　 　 １ × ０ ＝ ０　 　 １ × １ ＝ １
在计算机中之所以采用二进制的主要原因是：
①实现容易。 二进制数只有两个符号， 即 ０ 和 １。 可以用两种对立物理状态来表

示它， 而且能够很容易制造具有两个稳定状态的电子元件。 电子元件两个稳定状态在

需要时也很容易被相互转换。 例如， 二极管的导通和截止、 晶体管的导通与截止、 电

平的高和低、 脉冲的有和无等， 它们都可以用来表示 ０ 和 １， 实现起来非常容易。
②便于使用逻辑代数。 逻辑代数是计算机科学的数学基础， 又称为布尔代数。 二

进制数的“１”和“０”正好可以表示逻辑值“真”和“假”， 为计算机进行逻辑运算及对计

算机逻辑线路进行分析与设计提供方便。
③运算简单。 二进制数的加法和乘法规则都只有四条， 非常简单。 比使用十进制

运算规则简单得多， 所以， 实现二进制运算的电子线路也大为简化。
④记忆和传输可靠。 电子元件对立的两种状态， 识别起来较容易， 同时提高电路

抗干扰能力， 使电路工作更可靠。
当然， 事物总是一分为二的， 尽管二进制有许多优点， 但仍存在书写起来太长，

阅读与记忆不方便等不足。 因此， 人们在书写和记忆时常采用八进制和十六进制。
（２）八进制。 它有八个数码： ０、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进位规则是“逢八进 １，

退 １ 当八”。 十六进制， 它有十六个数码： ０、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Ａ、 Ｂ、
Ｃ、 Ｄ、 Ｅ、 Ｆ。 进位规则是“逢十六进 １， 退 １ 当十六”。

（３）十进制。 日常生活中最常用的是十进制。 十进制， 它有十个数码： ０、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进位规则是“逢十进 １， 退 １ 当十”。

二进制、 八进制、 十进制和十六进制这 ４ 种进制之间的对应关系， 如表 １ － １
所示。

表 １ －１　 ４ 种进制之间的对应关系

十进制 二进制 八进制 十六进制

０ ０ ０ ０

１ １ １ １

２ １０ ２ ２

３ １１ ３ ３

４ １００ ４ ４

５ １０１ ５ ５

６ １１０ ６ ６

７ １１１ ７ ７

十进制 二进制 八进制 十六进制

８ １ ０００ １０ ８

９ １ ００１ １１ ９

１０ １ ０１０ １２ Ａ

１１ １ ０１１ １３ Ｂ

１２ １ １００ １４ Ｃ

１３ １ １０１ １５ Ｄ

１４ １ １１０ １６ Ｅ

１５ １ １１１ １７ 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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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避免以上不同进位数制的数在使用时产生混淆， 在给出一个数时， 应指明它

的数制， 通常用字母 Ｄ、 Ｂ、 Ｏ、 Ｈ 或用下标 １０、 ２、 ８、 １６ 分别表示十进制、 二进制、
八进制和十六进制数。 其中十进制可以不作标明。

例如： １ １２４Ｄ、 １１ ０１１Ｂ、 ３７４Ｏ、 ４ＦＥ２Ｈ 或 （ １ １２４ ）１０、 （ １１ ０１１ ）２、 （ ３７４ ）８、
（４ＦＥ２）１６

１ ２ ２　 数制之间的相互转换

１ Ｒ 进制数转换为十进制数

方法特别简单， 先将 Ｒ 进制数按位权展开式展开， 然后按十进制规则进行计算，
其计算结果就是转换后的十进制数。

例： 将（３２５） ８、 （１ ０１０ ０１１） ２转换为十进制数。
（３２５） ８ ＝ ３ × ８２ ＋ ２ × ８１ ＋ ５ × ８０ ＝ １９２ ＋ １６ ＋ ５ ＝ ２１３
（１ ０１０ ０１１） ２ ＝ １ × ２６ ＋ ０ × ２５ ＋ １ × ２４ ＋ ０ × ２３ ＋ ０ × ２２ ＋ １ × ２１ ＋ １ × ２０ ＝ ６４ ＋ １６ ＋ ２

＋ １ ＝ ８３

２ 十进制数转换为 Ｒ 进制数

这里的 Ｒ 通常是表示二、 八、 十六。 转换规则分成整数部分和小数部分：
整数部分： 采用“除以 Ｒ 取余法”。 即用十进制数反复地除以 Ｒ， 记下每次所得的

余数， 直至商为 ０。 将所得余数按最后一个余数到第一个余数的顺序依次排列起来即

为转换结果。
例： 将十进制数（１２４） １０转换成二进制数， 转换过程如下：

所以， （１２４） １０ ＝ （１ １１１ １００） ２

小数部分： 采用“乘以 Ｒ 取整法”。 即用十进制小数乘以 Ｒ， 得到一个乘积， 将乘

积的整数部分取出来， 将乘积的小数部分再乘以 Ｒ， 重复以上过程， 直至乘积的小数

部分为 ０ 或满足转换精度要求为止， 最后将每次取得的整数依次从左到右排列即为转

换结果。 若要转换成二进制小数， 则采用“乘 ２ 取整法”。
将十进制数（０ ６２５） １０转换成二进制小数的过程如下：

０ ６２５ × ２ ＝ １ ２５０　 ……　 取出整数部分 １
０ ２５０ × ２ ＝ ０ ５００　 ……　 取出整数部分 ０
０ ５００ × ２ ＝ １ ０００　 ……　 取出整数部分 １

　 　 小数部分为 ０ ０００， 转换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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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 （０ ６２５） １０ ＝ （０ １０１） ２。 在本例中， 能够精确转换， 没有丝毫误差。 特别要

注意的是， 并非所有的十进制小数都能完全准确地转换成对应的二进制小数， （０ １） １０

就是一个例子， 有兴趣的读者不妨试一试， 看看转换过程中会出现什么情况。
对于既有整数部分又有小数部分的十进制数， 转换成 Ｒ 进制数， 转换规则是： 将

该十进制数的整数部分和小数部分分别进行转换， 然后将两个转换结果拼接起来

即可。
例： 将（１２４ ６２５） １０转换成二进制数：
因为（１２４） １０ ＝ （１ １１１ １００） ２

（０ ６２５） １０ ＝ （０ １０１） ２

所以（１２４ ６２５） １０ ＝ （１ １１１ １００ １０１） ２。
以上介绍了十进制数与 Ｒ 进制数（在此主要是指二进制、 八进制及十六进制数）的

相互转换方法， 为便于记忆， 可简单归纳为： Ｒ 至十， 位权展开式求和； 十至 Ｒ， 用

整部除 Ｒ 取余， 小数乘 Ｒ 取整， 并特别注意转换结果的排列规则（除 Ｒ 取余法是“先
余为低， 后余为高”； 乘 Ｒ 取整法是“先整为高， 后整为低”）。

３ 二进制数与八进制、 十六进制数之间的特殊转换

由于二进制数与八进制、 十六进制数的特殊关系（８ 和 １６ 都是 ２ 的整数次幂： ８ ＝
２３， １６ ＝ ２４）， 所以由二进制转换成八进制、 十六进制， 或者做反向的转换， 都非常

简单。
（１）二进制数与八进制数的相互转换。 把一个二进制整数转换成八进制数的方法

是， 从二进制数的小数点开始从右向左， 将每三位数字分成一组（最后一组若不足三

位， 可不补“０”）， 把每组数换成对应的八进制数码即得到转换结果。
例： 将二进制整数 １０ １０１ １１１ ００１ 转换成八进制数的过程如下：
分　 组： １０　 １０１　 １１１　 ００１　 （整数分组， 不足三位， 可不补 ０）
对应值： ２　 ５ ７　 　 １　 （每组对应一位八进制数）
结果： （１０ １０１ １１１ ００１） ２ ＝ （２５７１） ８

把二进制小数转换成八进制数的方法与整数转换相同， 只是应注意以下两点：
①分组方向是小数点开始从左向右。
②分组时末尾若不足三位， 必须在右边补 ０， 补足三位， 否则会出错， 读者应特

别注意。
例： 把二进制数 １１ １００ １０１ １ １０１ 转换成八进制数的过程如下：
１１
３ 　 １００

４ 　 １０１
５ 　 １１０

６ 　 １００
２ 　 （小数分组， 不足三位， 必须补 ０）

所以， （１１ １００ １０１ １ １０１） ２ ＝ （３４５ ６４） ８。
本例中， 小数部分分组时， 最末一组只有一位， 应补两个 ０， 成为“１００”， 若不

补 ０， 将得到错误结果： （１１ １００ １０１ １ １０１） ２ ＝ （３４５ ６１） ８。
八进制数转换成二进制数的方法与上述转换过程相反， 转换时， 将每一位八进制

数展开为对应的三位二进制数字串， 然后把这些数字串依次拼接起来即得到转换

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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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把八进制数 ５３２ ０７ 转换成二进制数的过程如下：
５　 ３　 ２ ０　 ７
１０１　 ０１１　 ０１０ ０００　 １１１
所以， （５３２ ０７） ８ ＝ （１０１ ０１１ ０１０ ０００ １１１） ２。
再看一个例子， 把八进制 ２１ ３４ 转换成二进制数的过程如下：
２　 １ ３　 ４
０１０　 ００１ ０１１　 １００
将转换结果中的前导 ０ 及小数部分尾部的 ０ 去掉， 所以， （２１ ３４） ８ ＝ （１０ ００１ ０

１１１） ２。
（２）二进制数与十六进制数的相互转换。 二进制数与十六进制数的相互转换方法

和上述二进制与八进制间的转换相同， 只是在转换时， 用四位二进制数与一位十六进

制数互换， 具体过程不再赘述， 下面给出一些转换实例：
例： （１１０ １０１ ０１１ ０１１） ２ ＝ （Ｄ５Ｂ） １６

（１ ００１ １１１ １ ０１０）２ ＝ （４Ｆ Ａ）１６
（ＡＢＣ）１６ ＝ （１０１ ０１０ １１１ １００）２
（Ｅ６４ ５Ａ）１６ ＝ （１１１ ００１ １００ １００ ０ １０１ １０１） ２

（３）八进制数与十六进制数的相互转换。 这两种数制的相互转换可借助二进制或

十进制作为桥梁来进行。
例： （５７６） ８ ＝ （１０１ １１１ １１０） ２ ＝ （１７Ｅ） １６

（２ＦＢ） １６ ＝ （７６３） １０ ＝ （１ ３７３） ８

注意： 每一位八进制数可用三位二进制数表示， 每位十六进制数可用四位二进制

数表示， 这是以上三种数制相互转换的要点， 并且必须记住表 １ － １ 中所列的基本对

应关系。

１ ２ ３　 计算机中的数据单位

计算机内所有的信息（无论是程序还是数据）都以二进制的形式存放。 其中，
一个二进制是数据的最小单位， 称为位（ ｂｉｔ） 。 计算机处理信息时， 一般以一组二

进制数作为一个整体， 这组二进制数称为一个字（ ｗｏｒｄ） 。 一个字的二进制位数自

然数为字长。 不同计算机系统内部的字长不同。 计算机中常用的字长有 ８ 位、 １６
位、 ３２ 位、 ６４ 位等。 字长是衡量计算机性能的一个重要指标。

一般用字节（Ｂｙｔｅ）作为基本单位来度量计算机存储容量。 一个字节由 ８ 位二进制

数组成。 在计算机内部， 一个字节可以表示一个数据， 也可以表示一个英文字母或其

他特殊字符； 一个或几个字节还可以表示一条指令； 两个字节可以表示一个汉字等。
有关存储的常用度量单位及其换算关系如下：
１ｋＢ ＝ ２１０Ｂｙｔｅ ＝ １ ０２４Ｂ（Ｂｙｔｅ）
１ＭＢ ＝２２０Ｂｙｔｅ ＝ １ ０２４ｋＢ ＝ １ ０２４Ｂ × １ ０２４Ｂ（Ｂｙｔｅ）
１ＧＢ ＝２３０Ｂｙｔｅ ＝ １ ０２４ＭＢ ＝１ ０２４ × １ ０２４ × １ ０２４Ｂ（Ｂｙｔｅ）
１ＴＢ ＝ ２４０Ｂｙｔｅ ＝ １ ０２４ＧＢ ＝１ ０２４ × １ ０２４ × １ ０２４ × １ ０２４Ｂ（Ｂｙｔ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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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ｋ、 Ｍ、 Ｇ、 Ｔ 分别称为千、 兆、 吉、 太。
为了便于对计算机内的数据进行有效的管理和存取， 需要对内存单元进行编号，

即给每个存储单元一个地址。 每个存储单元存放一个字节的数据。 如果需要对某一个

存储单元进行存储， 必须先知道该单元的地址， 然后才能对该单元进行信息的存取。
应当注意， 存储单元的地址和存储单元的内容是不同的。

１ ２ ４　 数据编码

１ 数据与信息的概念

数据（Ｄａｔａ）是指计算机能够接收和处理的物理符号， 包括字符（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 表格

（Ｔａｂｌｅ）、 声音（Ｓｏｕｎｄ）、 图形（Ｐｉｃｔｕｒｅ）和影像（Ｖｉｄｅｏ）等。 数据可以在物理介质上记

录和传输。
数据有两种形态。 一种形态称为人类可读形式的数据， 简称人读数据。 例如图

书、 资料、 音像制品等。 另一种形式称为机器可读形式的数据， 简称机读数据， 例如

印刷在物品上的条形码， 录制在磁带、 磁盘、 光盘上的数码， 穿在纸带和卡片上的各

种孔等， 都是通过特制的输入设备将这些信息传输给计算机处理， 它们都属于机器可

读数据。
信息本身也是数据， 但数据不一定是信息。
单独的数据通常不能表示完整的意义， 经过解释并赋予一定的意义后便成为信

息， 因此信息是人们消化了的数据， 是数据的具体含义。 数据与信息既有联系又有区

别。 数据是信息的载体， 信息则是数据的具体内涵。 对同一数据可能有不同的解释，
使之成为内容不完全相同的信息， 如 ３６ 可以是年龄 ３６ 岁， 也可以是鞋长 ３６ 码。 对同

一信息也可能有不同的数据来表示。 例如， 同样一条新闻， 可能在不同的报纸上发

布， 但文字内容可能不同。

２ 计算机中的字符信息编码

在计算机处理的数据中， 除了数值型数据外， 非数值型数据（如字符、 图形）也占

很大比重。 其中字符是日常生活中使用最频繁的非数值型数据， 它包括了英文字母、
数字、 符号以及汉字等。 由于计算机只能识别二进制代码， 为了能够对字符进行识别

和处理， 同样要对字符进行二进制编码表示。 每一个英文字符和一个确定的编码相对

应， 而一个汉字字符和一组确定编码相对应。
计算机中英文字符主要用 ＡＳＣＩＩ 编码， 简体中文字符主要用变形的国标码。
（１）ＡＳＣＩＩ 码。 ＡＳＣＩＩ 码是“美国信息交换标准代码”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Ｃｏｄｅ ｆｏｒ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ｔｅｒｃｈａｎｇｅ）的简称， 该标准已经被国际标准化组织（ＩＳＯ）指定为国际标准，
是国际上使用最广泛的一种字符编码。

ＡＳＣＩＩ 码的编码规则是： ＡＳＣＩＩ 码是 ７ 位码， 即每个字符用 ７ 位二进制数（ ｂ６

ｂ５ｂ４ｂ３ｂ２ｂ１ｂ０）来表示， 共有 ２ ７ ＝ １２８ 个字符。 在计算机中， 每个 ＡＳＣＩＩ 码字符可

存放在一个字节中， 最高位 （ ｄ７ ） 为校验位用 “ ０ ” 填充， 后 ７ 位为编码值， 如

表 １ － ２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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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２　 ＡＳＣＩＩ 码表

　 　 　 ｂ６ｂ５ｂ４

ｂ３ｂ２ｂ１ｂ０ 　 　 　
０００ ００１ ０１０ ０１１ １００ １０１ １１０ １１１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１
０ ０１０
０ ０１１
０ １００
０ １０１
０ １１０
０ １１１
１ ０００
１ ００１
１ ０１０
１ ０１１
１ １００
１ １０１
１ １１０
１ １１１

ＮＵＬ
ＳＯＨ
ＳＴＸ
ＥＴＸ
ＥＯＴ
ＥＮＧ
ＡＣＫ
ＢＥＬ
ＢＳ
ＨＴ
ＬＥ
ＶＴ
ＦＦ
ＣＲ
ＳＯ
ＳＩ

ＤＥＬ
ＤＣ１
ＤＣ２
ＤＣ３
ＤＣ４
ＮＡＫ
ＳＹＮ
ＥＴＢ
ＣＡＮ
ＥＭ
ＳＵＢ
ＥＳＣ
ＦＳ
ＧＳ
ＲＳ
ＵＳ

空格

！
“
＃
＄
％
＆
‘
（
）
∗
＋
，
－

／

０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
；
＜
＝
＞
？

＠
Ａ
Ｂ
Ｃ
Ｄ
Ｅ
Ｆ
Ｇ
Ｈ
Ｉ
Ｊ
Ｋ
Ｌ
Ｍ
Ｎ
Ｏ

Ｐ
Ｑ
Ｒ
Ｓ
Ｔ
Ｕ
Ｖ
Ｗ
Ｘ
Ｙ
Ｚ
＼ ［
＼ ＼
＼ ］
＾
＿

｀
ａ
ｂ
ｃ
ｄ
ｅ
ｆ
ｇ
ｈ
Ｉ
Ｊ
Ｋ
Ｌ
Ｍ
Ｎ
Ｏ

Ｐ
Ｑ
Ｒ
Ｓ
Ｔ
Ｕ
Ｖ
Ｗ
Ｘ
Ｙ
Ｚ
｛
｜
｝
～

ＤＥＬ

值得注意的是： 在 ＡＳＣＩＩ 码表中， 三组常用字符———阿拉伯数字、 大写英文字

母、 小写英文字母在， 它们的 ＡＳＣＩＩ 码值都是分别连续递增的。 也就是说， 知道了每

组字符中的第一个字符的 ＡＳＣＩＩ 码值， 则该组中的其他字符的 ＡＳＣＩＩ 码值都是可以计

算出来的。 如： 若已知字符“Ａ”的 ＡＳＣＩＩ 码值为 ６５， 则字符“Ｅ”的 ＡＳＣＩＩ 码值为 ６９，
字符“Ｊ”的 ＡＳＣＩＩ 码值为 ７４。

此外， ＡＳＣＩＩ 码表中的可打印字符在 ＰＣ 机标准键上都可以找到， 当通过键盘输入

字符时， 每个字符实际是按 ＡＳＣＩＩ 码转换为相应二进制数字串， 屏幕上显示相应字

符， 同时将该字符的 ＡＳＣＩＩ 码送入计算机的存储器中。 例如， 在键盘上输入字符

“ＣＨＩ”则计算机中处理是“０１００００１１ ０１００１０００ ０１００１００１”。
前面介绍是 ７ 位 ＡＳＣＩＩ 码， 称基本 ＡＳＣＩＩ 码。 若用 ８ 位编码的 ＡＳＣＩＩ 码， 共有

２８ ＝ ２５６个字符， 称为扩展 ＡＳＣＩＩ 码， 主要是能增加字符使用数量。
（２）汉字编码。 文字（字符、 汉字）信息的编码体系包括机内码、 输入码、 字形

码、 交换码、 地址码和控制码。 其中最主要是机内码、 输入码和字形码。
英文为拼音文字， 所有的字均由 ２６ 个字母拼组而成， 加上数字等其他符号， 常

用的字符仅有 ９５ 种， 所以 ＡＳＣＩＩ 码采用 ７ 比特编码已经够用， 一个字符只须占一个字

节。 汉字为非拼音文字， 如果一字一码， ２ ０００ 个汉字需要 ２ ０００ 种码才能区分。 显

然， 汉字编码比英文字符编码要复杂得多。
①国标码。 １９８１ 年， 我国颁布了用于信息处理的汉字国家标准———《中华人民共

和国国家标准（ＧＢ２３１２—８０）通讯用汉字字符集·基本集》， 该标准常称为 ＧＢ２３１２—
８０ 汉字编码标准， 简称为汉字国标， 它是汉字交换码的国家标准， 所以又称“国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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码”。 该标准收入了 ６ ７６３ 个常用汉字（其中一级常用汉字 ３７５５ 个， 二级不常用汉字 ３
００８ 个）， 以及英、 俄、 日文字母与其符号 ６８２ 个， 共有 ７ ４４５ 个符号。 任何汉字编码

都必须包括该标准规定的这两级汉字。
此外， ＧＢＫ 码是新的国标码， 是扩展的汉字国家标准（ＧＢ３０００１—９４ １）， 该标准

简称为 ＧＢＫ 国标。 ＧＢＫ 码除包含了 ＧＢ２３１２ 码外， 还收录了其他 ２０ ９８２ 个汉字， 因

此， 现在国标码是指 ＧＢＫ 码。
国标码规定， 每个字符由一个 ２ 字节代码组成。 每个字节的最高位恒为“０”， 其

余 ７ 位用于组成各种不同的码值， 如图 １ － １ 所示。

图 １ － １　 汉字国标码的编码格式

两个字节的代码， 共可表示 １２８ × １２８ ＝ １６ ３８４ 个符号， 而国标码的基本集目前仅

有 ７ ０００ 多个符号， 所以足够使用。
②汉字机内码。 机内码是计算机内部进行文字（字符、 汉字）信息处理时使用的编

码， 简称内码。 当文字信息输入到计算机中后， 都要转换为机内码， 才能进行各种处

理： 存储、 加工、 传输、 显示和打印等。 对一种文字， 其机内码是唯一的。
计算机既要处理汉字， 也要处理英文。 为了实现中、 英文兼容， 通常利用字节的

最高位来区分某个码值是代表汉字或 ＡＳＣＩＩ 码字符。 具体的作法是， 若最高位为“１”
视为汉字符， 为“０”视为 ＡＳＣＩＩ 字符。 所以， 汉字机内码可在上述国标码的基础上，
把两个字节的最高位一律由“０”改“１”而构成。 例如， 汉字“大”字的国标码 ３４７３Ｈ，
两个字节的最高位均为“０”。 把两个最高位全改成“１”， 变成 Ｂ４Ｆ３Ｈ， 就可得“大”字
的机内码。 由此可见， 同一汉字的汉字国标码与汉字机内码内容并不相同， 而对

ＡＳＣＩＩ 字符来说， 机内码与国标码的码值是一样的。 汉字机内码是变形的国标码， 这

种变形又正好将中文和英文区分开来。
③汉字输入码（外码）。 汉字输入曾经是应用计算机进行汉字处理的瓶颈， 近年

来， 经过人们细心研究， 现已有了键盘输入、 语音输入和字形识别三种输入方法。 其

中， 目前仍以键盘输入使用最普遍。 汉字输入码是汉字信息由键盘输入计算机时使用

的编码， 简称外码， 通过使用键盘的字母键和数字键编码输入汉字方法。 每一种键盘

汉字输入法都有相应的编码方法， 可以划分为流水码、 音码、 形码和音型结合码四种

类型。
英文输入时， 想输入什么字符便按什么键， 输入码与机内码总是一致的。 汉字输

入则不同， 假设现在要输入汉字“成”字， 在键盘上按“ｃｈｅｎｇ”键， 这里的“ｃｈｅｎｇ”便是

“成”字的输入编码。 汉字输入法非常多， 最广泛使用的是五笔字型输入法和拼音输

入法。
需要指出， 无论采用哪一种汉字输入法， 当用户向计算机输入汉字时， 存入

计算机中的总是它的机内码， 与所采用的输入法无关。 实际上不管使用何种输入

法， 在输入码与机内码之间存在着一个对应关系， 很容易通过“输入管理程序”把

输入码转换为机内码。 可见输入码仅是供用户选用的编码， 故也称为“外码” ， 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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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内码则是供计算机识别的“内码” ， 其码值是唯一的。 两者通过键盘管理程序来

转换， 如图 １ － ２ 所示。

图 １ － ２　 从外码到内码的转换

④汉字字形码。 汉字字形码是指汉字字形存储在字库中的数字化代码， 用于计算

机显示和打印输出汉字的“形”， 即字形码决定了汉字显示和打印的外形。 字形码是汉

字的点阵表示， 称为“字模”。 同一文字符号， 可以有多种“字模”， 也就是字体或

字库。
显示 ／打印文字时还要用到汉字字形码。 通常汉字显示使用 １６ × １６ 点阵， 图１ －３给

出了汉字“阿”字点阵构成。 汉字打印可选用 ２４ × ２４、 ３２ × ３２、 ４８ × ４８ 等点阵。 点数愈

多， 打印的字体愈美观， 但汉字占用的存储空间也愈大。 例如一个 １６ ×１６ 的汉字占用空

间为 ３２ 个字节， 一个 ２４ ×２４ 的汉字将占用 ７２ 个字节。

图 １ － ３　 “阿”字的点阵构成

综上可知， 无论英文字符和中文字符， 在机内一律用二进制编码来表示。 但因汉

字字符和英文字符数量悬殊， 所以后者可采用单字节码， 前者必须采用双字节码。 又

因两者共用一个存储器， 导致汉字内码不同于它的交换码； 二者要共用同一键盘， 使

汉字不得不实行编码输入。 汉字库占用的空间， 也远比英文字库（称为字符发生器）
大。 汉字处理较纯英文处理需要更多的时间与空间。

（３）英文字符的全角与半角。 英文字符存储用一个字节， 汉字用两个字节， 早期

显示时英文字符用 ８ × １６ 点阵， 汉字用 １６ × １６ 点阵， 即显示时汉字比英文字符宽一

倍， 在中文处理时会有半边汉字， 出现不整齐的现象， 与通常的中文方格不一致， 于

是在汉字编码时， 把所有英文字符又按汉字编码方式再一次编码， 仍是两个字节存

储， 显示和汉字一样宽， 并把中文特有的标点符号如空心句号也进行了处理。 这样显

示时就和习惯一致了。 汉字编码方式的英文字符称为英文字符的全角符号， ＡＳＣＩＩ 编
码方式的英文字符称为半角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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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探索

（１）在计算机内部采用什么进制？ 为什么？
（２）完成下列各数的进制转换。

（１０ １０１ ００１ １０１ ０１１）２ ＝ （ 　 　 　 　 　 ）１０ ＝ （ 　 　 　 　 　 ）８ ＝ （ 　 　 　 　
　 ）１６

（Ａ８Ｄ） １６ ＝ （ 　 　 　 　 　 ） １０ ＝ （ 　 　 　 　 　 ） ８ ＝ （ 　 　 　 　 　 ） ２

（３）计算机的最小数据单位是什么、 基本单位是什么？
（４）找几个硬盘、 优盘、 内存， 查看其容量单位和大小。
（５）在电脑中找几个文件， 查看其大小分别是多少？
（６）完成下列单位的换算。

４ＧＢ ＝ （ 　 　 　 　 　 ）ＭＢ ＝ （ 　 　 　 　 　 ）ＫＢ ＝ （ 　 　 　 　 　 ）Ｂ
（７）举例说明在计算机内部英文、 中文、 符号等是怎样表示的？ 计算机内部

的这些编码信息又怎样让人眼识别呢？

任 务 １ ３ 　计算机系统与常用设备


①计算机系统的组成及工作原理

②计算机硬件系统

③计算机软件系统

④指令和程序设计语言

⑤熟悉主机、 显示器、 键盘和鼠标、 存储器、 光盘、 打印机、 扫描仪等设备




计算机已成为办公和家庭最基本的设备， 计算机系统由哪几部分组成呢？ 它们的

功能又是什么呢？ 你会组装计算机吗？ 你会解决简单的计算机故障吗？ 你会连接、 操

作常见计算机设备吗？




１ ３ １　 计算机系统的组成

一个完整的计算机系统是由硬件（Ｈａｒｄｗａｒｅ）系统和软件（Ｓｏｆｔｗａｒｅ）系统两部分组

成的。 硬件是指客观存在的物理实体， 是构成计算机看得见、 摸得着的物理元件的总

称。 软件是指运行在计算机硬件上的程序、 运行程序所需的数据和相关文档的总称。
硬件是软件发挥作用的舞台和物质基础， 软件是使计算机系统发挥强大功能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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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者相辅相成， 缺一不可。 一般将没有安装软件的计算机称为“裸机”。 计算机系统的

各种功能都是由硬件与软件共同完成的。
为了进一步认识计算机系统的组成， 对计算机系统有一个比较清晰的了解， 下面

介绍计算机的基本结构。
半个世纪以来， 计算机已发展成为一个庞大的家族， 尽管各种类型的计算机

的性能、 结构、 应用等存在着差异， 但它们的基本结构一直是由控制器、 运算

器、 存储器、 输入设备和输出设备 ５ 个基本部分组成， 它们之间的关系如图 １ － ４
所示。

图 １ － ４　 计算机的基本结构

图 １ － ４ 中的信息流代表数据或指令， 控制流代表控制信号， 在计算机中表现为

高低电平形式。 下面分别介绍各个组成部分的功能。
１ 控制器

控制器主要由指令寄存器、 译码器、 程序计数器和控制电路组成， 控制器是用来

控制计算机各部件协调工作， 并使整个处理过程有条不紊地进行， 是计算机的指挥中

心。 它的基本功能就是从内存中取指令和执行指令， 即控制器按程序计数器指出的指

令地址从内存中取出该指令进行译码， 然后根据该指令功能向有关部件发出控制命

令， 执行该指令。 另外， 控制器在工作过程中， 还要接受各部件反馈回来的信息。 简

言之， 控制器就是协调指挥计算机各部件工作的元件， 它的基本任务就是根据各类指

令的需要综合有关的逻辑条件与时间条件产生相应的微命令。
２ 运算器

运算器又称算术逻辑单元（Ａｒｉｔｈｍｅｔｉｃ Ｌｏｇｉｃ Ｕｎｉｔ， ＡＬＵ）。 是计算机对数据进行加

工处理的部件， 它的主要功能是执行各种算术运算和逻辑运算。 算术运算指各种数值

运算， 包括加、 减、 乘、 除等。 逻辑运算是进行逻辑判断的非数值运算， 包括与、
或、 非、 比较、 移位等。 运算器在控制器的控制下实现其功能， 运算结果由控制器指

挥送到内存储器中。
通常把运算器和控制器集成在一起， 合称为中央处理单元（Ｃｅｎｔｒａｌ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Ｕｎｉｔ， ＣＰＵ）， 又称为中央处理器。
３ 存储器

存储器具有记忆功能， 它的主要功能是用来保存信息， 如数据、 指令和运算结果

等。 存储器分为内存储器（简称内存）和外存储器（简称外存）两大类。 内存也称主存

储器（简称主存）， 它直接与 ＣＰＵ 相连接， 存储容量较小， 但速度快， 用来存放当前

运行程序的指令和数据， 并直接与 ＣＰＵ 交换信息。 外存又称辅助存储器（简称辅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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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是内存的扩充。 外存存储容量大， 价格低， 但存储速度较慢， 一般用来存放大量暂

时不用的程序、 数据和中间结果， 需要时， 可成批地和内存储器进行信息交换。 外存

不能和 ＣＰＵ 直接交换信息， 必须通过内存来实现外存和 ＣＰＵ 之间的信息交换， 不能

被计算机系统的其他部件直接访问。
４ 输入设备

输入设备是用来接受用户输入的原始数据和程序的设备， 它是重要的人机接口。
它的主要功能是负责将输入的程序和数据转换成计算机能识别的二进制数存放到内

存中。
５ 输出设备

输出设备是用于将存放在内存中的数据输出的设备。 它的主要功能是负责将计算

机处理后的结果转变为人们所能接受的形式并通过显示、 打印等方式输出。
通常将输入设备和输出设备合称为输入 ／输出设备， 简称 Ｉ ／ Ｏ（Ｉｎｐｕｔ ／ Ｏｕｔｐｕｔ）设备。

１ ３ ２　 计算机的工作原理

要了解计算机的工作原理， 必须从以下 ３ 个方面来说明计算机的工作原理。
１ “存储程序”的基本原理

１９４６ 年， 美籍匈牙利数学家冯·诺依曼简化了计算机的结构， 提出了计算机“存
储程序”的基本原理， 提高了计算机的速度， 奠定了现代计算机设计的基础。 这个基

本原理可以概括为以下 ３ 个基本点：
（１）计算机应包括控制器、 运算器、 存储器、 输入设备和输出设备 ５ 个基本部分。
（２）计算机内部应采用二进制来表示指令和数据。
（３）将编好的程序和数据存储在内存中， 然后计算机自动地从内存中逐条取出指

令和数据进行分析、 处理和执行。
２ 指令及其执行过程

指令是计算机能够识别和执行的一些基本操作， 通常包含操作码和操作数两部

分。 操作码规定计算机要执行的基本操作类型， 如加法操作； 操作数则告诉计算机哪

些数据参与操作。 计算机系统中所有指令的集合称为计算机的指令系统。 每种计算机

都有一套自己的指令系统， 它规定了该计算机所能完成的全部基本操作， 如数据传

送、 算术和逻辑运算、 Ｉ ／ Ｏ 等。 一条指令的执行过程可以分为下面 ４ 步：
（１）取出指令。 把要执行的指令从内存取到 ＣＰＵ 中。
（２）分析指令。 把指令送到指令译码器中进行分析。
（３）执行指令。 根据指令译码器的译码结果向各个部件发出相应的控制信号， 完

成指令规定的操作功能。
（４）形成下条指令的地址， 为执行下条指令做好准备。
３ 程序的执行过程

程序是由若干条指令构成的指令序列。 计算机运行程序时， 实际上是顺序执行程

序中所包含的指令， 即不断重复“取出指令、 分析指令、 执行指令”这个过程， 直到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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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程序的所有指令全部执行完毕， 就完成了程序的运行， 实现了相应的功能。

１ ３ ３　 计算机的软件系统

计算机软件系统可分为系统软件和应用软件两大类。 系统软件处于硬件和应用软

件之间， 具有计算机各种应用所需的通用功能， 是支持应用软件的平台。 而应用软件

则是用户为解决实际问题开发的专门程序， 如财务管理软件包、 统计软件包等。
１ 系统软件

系统软件是在计算机系统中直接服务于计算机系统的由计算机厂商或专业软件开

发商提供的， 给用户使用的操作系统环境和控制计算机系统按照操作系统要求运行的

软件。 它包括操作系统、 语言处理程序、 编译和连接程序、 数据库系统、 服务程

序等。
（１）操作系统。 操作系统（Ｏｐｅｒａｔ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是控制和管理计算机硬件和软件资源，

合理地组织计算机工作流程以及方便用户使用计算机的程序的集合。 一般都具有处理

机管理、 存储管理、 设备管理、 文件管理和用户接口五大功能。 使用操作系统的目的

有两个： 一是管理计算机系统的所有资源； 二是方便用户使用计算机而在计算机与用

户之间提供接口。 目前常用的操作系统有 ＵＮＩＸ、 ＬＩＮＵＸ、 Ｗｉｎｄｏｗｓ 等。
（２）语言处理程序。 计算机语言一般分为三类， 它们是机器语言、 汇编语言和高

级语言。 对计算机语言进行有关处理（编译、 解释和汇编）的程序称为语言处理程序。
•机器语言。 用直接与计算机联系的二进制代码指令表达的计算机编程语言称为

机器语言。 这种语言对于机器而言不需要任何翻译， 但不易记忆、 难于修改。 因为计

算机只能接受以二进制形式表示的机器语言， 所以任何高级语言最后都要翻译成二进

制代码组成的程序（目标程序）才能在计算机上运行。
•汇编语言。 用能反映指令功能的助记符表达的计算机语言称为汇编语言（Ａｓ⁃

ｓｅｍｂｌｅｒ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它是符号化的机器语言。 用汇编语言写出的程序称为汇编语言源

程序， 机器无法执行它， 必须用计算机配置好的汇编程序把它翻译成机器语言目标程

序， 机器才能执行。 这个翻译过程称为汇编过程。 汇编语言比机器语言在编写、 修

改、 阅读方面均有很大改进， 运行速度也快。 但掌握起来比较困难。
•高级语言。 机器语言和汇编语言都是面向机器的语言， 虽然执行效率较高， 但

编写效率很低。 高级语言是一种与具体的计算机指令系统表面无关， 而且描述方法接

近人们对求解过程或问题的表达方法（倾向自然性语言）， 易于掌握和书写的语言， 并

具有共享性、 独立性。 这种语言所用的一套符号、 标记更接近人们的日常习惯， 便于

理解记忆。 常用的高级程序设计语言有： Ｖｉｓｕａｌ Ｂａｓｉｃ、 Ｃ ＋ ＋ 、 ＪＡＶＡ 等。
（３）编译和连接程序。 编辑输入的高级语言程序称为源程序， 源程序经过编译程

序的编译生成目标程序， 连接程序把这些目标程序组成一个可执行的程序。 这种方式

称为程序的编译执行方式， 过程如图 １ － ５ 所示。

图 １ － ５　 源程序连接成可执行程序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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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服务程序。 服务程序包括诊断程序和测试程序等， 是专门用于计算机硬件性

能测试和系统故障诊断维护的系统程序。 如能对 ＣＰＵ、 驱动器、 接口、 内存等设备的

性能和故障进行检测。
（５）数据库系统。 数据库系统是一个复杂的系统， 它由硬件、 操作系统、 数据库、

数据库管理系统等构成。 它实现了有组织地、 动态地存储大量关联数据， 方便多用户

访问， 它与文件系统的重要区别是数据的充分共享、 交叉访问、 与应用程序的高度独

立性。 它的特点有查询迅速且准确、 数据结构化且统一管理、 数据冗余度小、 具有较

高的数据独立性、 数据共享性好、 数据控制功能强等。 常见的数据库管理系统有

Ａｃｃｅｓｓ、 ＳＱＬ Ｓｅｒｖｅｒ 和 Ｏｒａｃｌ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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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设计的计算机

程序， 是指除系统软件外的所有软件， 是由各种应用软件包和各种应用程序组成。 由

于计算机已渗透到各个领域， 因此， 按其服务对象的不同， 可以分为通用软件和专用

软件。
（１）通用软件， 是为解决某一类问题而开发的， 这类问题是大多数用户都会

遇到和使用的。 如办公软件 ＭＳ Ｏｆｆｉｃｅ、 绘图软件 ＡｕｔｏＣＡＤ、 图像处理软件 Ｐｈｏｔｏ⁃
ｓｈｏｐ 等。

（２）专用软件。 是针对特殊用户的要求而设计的软件。 如银行的金融处理系统、
交通信号灯的自动控制系统等。

１ ３ ４　 微型计算机系统

目前， 微型计算机（简称微型机或微机）主要包括台式电脑即 ＰＣ 机和笔记本电脑，
图 １ － ６ 和图 １ － ７ 分别是台式电脑和笔记本电脑的外观。

图 １ － ６　 台式电脑（ｌｅｎｏｖｏ）

　 　 　 　

图 １ － ７　 笔记本电脑（ｌｅｎｏｖｏ）

下面着重介绍微型机中常见的硬件及其功能。
１ 中央处理器（ＣＰＵ）
微型机的中央处理器又称为微处理器， 它是整个微型机系统的核心， 可以直接访

问内存储器。 它安装在主板的 ＣＰＵ 插座中， 是由制作在一块芯片上的运算器、 控制

器、 若干寄存器以及内部数据通路构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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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 ８　 微处理器芯片

其中， 运算器的主要功能是完成数据的

算术和逻辑运算。 控制器一般由指令寄存器、
译码器、 程序计数器和控制电路组成， 它根

据指令的要求， 对微型计算机各部件发出相

应的控制信息， 使它们协调工作。 寄存器用

来暂存指令和经常使用的数据。 图 １ － ８ 是

Ｉｎｔｅｌ公司酷睿 ２ 至尊四核 ＱＸ９７７０ 芯片。 目

前， 世界上生产微处理器芯片的公司主要有

Ｉｎｔｅｌ 和 ＡＭＤ 两家著名公司。
由于微处理器的性能指标对整个微型机具有重大影响， 因此， 人们往往用 ＣＰＵ 型

号作为衡量微型机档次的标准。 通常 Ｉｎｔｅｌ 系列 ＣＰＵ 性能由低到高依次为： ８ ０８６→８０
２８６→８０ ３８６→８０ ４８６→Ｐｅｎｔｉｕｍ→ＰｅｎｔｉｕｍⅡ→ＰｅｎｔｉｕｍⅢ→ＰｅｎｔｉｕｍⅣ→Ｃｏｒｅ→Ｃｏｒｅ２→
Ｃｏｒｅｉ３→Ｃｏｒｅｉ５→Ｃｏｒｅｉ７→Ｃｏｒｅｉ９ 等。 对于相同档次的 ＣＰＵ， 在比较性能时还需看其主

频（时钟频率）高低。 一般说来， 主频越高， 运算速度越快， 性能也越好。
此外， 微型机的字长也是影响性能和速度的一个重要因素。 微型机的字长首先是

指操作数寄存器的长度， 然后还要考虑出入处理器的数据宽度。 通常微型机的字长可

分为 ８ 位、 １６ 位、 ３２ 位、 ６４ 位等。 字长越长， 则表示数的有效位数越多， 精度也越

高。 因此， 决定微型机的性能指标主要是 ＣＰＵ 的主频和字长。
２ 存储器

微型机的存储器分为两大类， 一类是内存储器（简称内存或主存）， 主要是临时存

放当前运行的程序和所使用的数据； 另一类是外存储器（简称外存或辅存）， 主要是用

于永久存放暂时不使用的程序和数据。 程序和数据在外存中以文件的形式存储， 一个

程序需要运行时， 首先从外存调入内存， 然后在内存中运行。
存储器中能够存放的最大数据信息量称为存储器的容量。 存储器容量的基本单位

是字节（Ｂｙｔｅ）， 记作 Ｂ。 由于存储器中存储的一般是二进制数据， 二进制数只有 ０ 和

１ 两个代码， 因而计算机技术中常把一位二进制数称为一位（ｂｉｔ）， 记作 ｂ。 １ 个字节

包含 ８ 位， 即 １Ｂ ＝ ８ｂ。 在实际中为了便于表示大容量存储器， 还常用 ＫＢ、 ＭＢ、 ＧＢ、
ＴＢ 为单位， 其换算关系为

１ＫＢ ＝１ ０２４Ｂ， １ＭＢ ＝１ ０２４ＫＢ， １ＧＢ ＝１ ０２４ＭＢ， １ＴＢ ＝１ ０２４ＧＢ
１）内存储器

绝大多数内存储器是由半导体材料构成的， 如图 １ － ９ 所示。 按其功能可分为：
随机访问存储器（Ｒａｎｄｏｍ Ａｃｃｅｓｓ Ｍｅｍｏｒｙ， ＲＡＭ）、 只读存储器（Ｒｅａｄ Ｏｎｌｙ Ｍｅｍｏｒｙ，
ＲＯＭ）等。

（１）ＲＡＭ 主要是用来根据需要随时读写。 它的特点是通电时存储的内容可以保

持， 断电后， 存储的内容立即消失。 ＲＡＭ 可分为动态（Ｄｙｎａｍｉｃ ＲＡＭ）和静态（ Ｓｔａｔｉ⁃
ｃＲＡＭ）两大类。 所谓动态随机存储器 ＤＲＡＭ 是用 ＭＯＳ 电路和电容来作存储元件的。
由于电容会放电， 所以需要定时充电以维持存储内容的正确， 例如每隔 ２ｍｓ 刷新一

次， 因此称之为动态存储器。 所谓静态随机存储器 ＳＲＡＭ 是用双极型电路或 ＭＯＳ 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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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的触发器来作存储元件的， 它没有电容放电造成的刷新问题。 只要有电源正常供

电， 触发器就能稳定地存储数据。 ＤＲＡＭ 的特点是集成密度高， 主要用于大容量存储

器。 ＳＲＡＭ 的特点是存取速度快， 主要用于高速缓冲存储器。 微型机中配置的内存就

是指 ＲＡＭ 内存。 目前， 一般内存选配的容量是 ４ ～ １６Ｇ。

图 １ － ９　 内存条

（２）ＲＯＭ 主要是用来存放固定不变的程序和数据， 例如 ＢＩＯＳ 程序。 它的主要特

点是只能读出原有的内容， 不能由用户再写入新内容。 原来存储的内容是由厂家一次

性写入的， 因此断电后信息不会丢失， 能永久保存下来。 ＲＯＭ 可分为可编程（Ｐｒｏ⁃
ｇｒａｍｍａｂｌｅ）ＲＯＭ、 可擦除可编程（Ｅｒａｓａｂｌｅ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ａｂｌｅ）ＲＯＭ、 电擦除可编程（Ｅｌｅｃｔｒｉ⁃
ｃａｌｌｙ Ｅｒａｓａｂｌｅ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ａｂｌｅ）ＲＯＭ。 如 ＥＰＲＯＭ 存储的内容可以通过紫外光照射来擦除，
这使它的内容可以反复更改。

（３）其他内存储器。
①高速缓冲存储器 Ｃａｃｈｅ。 随着 ＣＰＵ 工作频率的不断提高， ＣＰＵ 对 ＲＡＭ 的存取

速度也提出了更高要求。 因为如果 ＲＡＭ 的存取速度太慢的话， 那么 ＣＰＵ 将不得不处

于等待状态， 这将极大地影响系统工作效率。 这时就需要使用具有更高存取速度的存

储芯片。
但是， 由于在现有技术条件下高速存储芯片的价格太高， 因此如果大量使用高速

存储芯片， 则可能带来系统成本过高的问题。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 在现代计算机设计

中采用了高速缓冲存储器技术。
所谓高速缓冲存储器 Ｃａｃｈｅ， 就是一种位于 ＣＰＵ 与内存之间的存储器。 它的

存取速度比普通内存快得多， 但容量有限。 Ｃａｃｈｅ 主要用于存放当前内存中使用

最多的程序块和数据块， 并以接近 ＣＰＵ 工作速度的方式向 ＣＰＵ 提供数据。 由于

在大多数情况下， 一段时间内程序的执行总是集中于程序代码的某一较小范围，
因此， 如果将这段代码一次性装入高速缓存， 则可以在一段时间内满足 ＣＰＵ 的需

要， 从而使得 ＣＰＵ 对内存的访问变为对高速缓存的访问， 以提高 ＣＰＵ 的访问速

度和整个系统的性能。
②ＣＭＯＳ 存储器。 ＣＭＯＳ 是一小块特殊的内存， 它保存着计算机的当前配置信息，

例如日期、 时间、 硬盘容量、 内存容量等。 这些信息大多是系统启动时所必需的或者

是可能经常变化的。 如果把这些信息存放在 ＲＡＭ 中， 则系统断电后数据无法保存；
如果存放在 ＲＯＭ 中， 又无法修改（例如硬盘升级或修改时间）。 而 ＣＭＯＳ 的存储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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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介于 ＲＡＭ 和 ＲＯＭ 之间。 ＣＭＯＳ 靠电池供电， 而且耗电量极低， 因此在计算机关机

后仍能长时间保存信息。
２）外存储器

由于价格和技术方面的原因， 内存的存储容量受到限制。 为了满足存储大量

的信息， 就需要采用价格便宜的外存储器。 目前， 常用的外存储器有硬盘、 光

盘、 Ｕ 盘和移动硬盘等。 由于外存储器设置在计算机外部， 所以也可归属计算机

外部设备。
（１）硬盘。 硬盘是最重要的外存储器， 它由一组同样大小、 涂有磁性材料的铝合

金圆盘片环绕一个共同的轴心组成的。 硬盘一般都封在装一个由质地较硬的金属腔体

里， 然后将整个硬盘固定在主机箱内， 因而它不能像软盘那样随时放入和拿出， 不便

于携带， 如图 １ － １０ 所示。 同时硬盘内的洁净度要求非常高， 采用密封型空气循环方

式和空气过滤装置， 不得任意拆卸。

图 １ － １０　 硬盘及内部结构

硬盘在出厂时必须经过以下 ３ 个步骤才能正常使用： ⓐ对硬盘进行低级格式化；
ⓑ对硬盘进行分区； ⓒ对硬盘进行高级格式化。 通常这些工作都是由硬盘经销商完

成， 到达用户手中的硬盘可以直接使用。
硬盘具有存储容量大、 存取速度快、 可靠性高、 每兆字节成本低等优点。 目前，

市面上流行的是容量为 １６０Ｇ、 ２５０Ｇ、 ３２０Ｇ 等规格的硬盘。 而且随着磁盘记录技术的

迅速发展， 硬盘存储容量得到了大幅度提高， 已经出现了存储容量 ２ ５６０Ｇ（约 ２ ５ＴＢ）
的硬盘， 甚至在不久的将来会出现存储容量 ５ＴＢ 乃至更大容量的硬盘。

影响硬盘的首要性能指标是存储容量。 一个硬盘一般由多个盘片组成， 盘片的每

一面都有一个读写磁头（Ｈｅａｄ）。 硬盘使用时通过格式化将盘片划分成若干个同心圆，
每个同心圆都称为磁道， 磁道的编号从最外层以 ０ 开始（第 ０ 道）， 每个盘片上划分的

磁道数是相同的。 许多盘片组中相同磁道从上向下就形成了一个想象的圆柱， 称为硬

盘的柱面（Ｃｙｌｉｎｄｅｒ）。 同时将每个磁道再划分为若干扇区， 扇区容量仍为 ５１２ 字节。
硬盘容量的计算公式为

硬盘容量 ＝ ５１２Ｂ ／扇区 ×扇区数 ／磁道 ×磁道数（柱面数） ／磁头 ×磁头数

例： 一个硬盘由 ６４ 个磁头， １８ ８９８ 个柱面（磁道）， 每个磁道有 ６３ 扇区， 则此硬

盘的容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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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１２ × ６５ × １０ ２５６ × ６３ ＝ ２１ ５０３ １３９ ８４０Ｂ≈２０ＧＢ
影响硬盘的另一个重要性能指标是存取速度。 影响存取速度的因素有： 平均寻道

时间、 数据传输率、 盘片旋转速度（转速）以及缓冲存储器（缓存）容量等。 如普通硬

盘转速一般有 ５ ４００ｒｐｍ、 ７ ２００ｒｐｍ， 笔记本硬盘转速一般是 ４ ２００ｒｐｍ、 ５ ４００ｒｐｍ， 服

务器硬盘转速基本都采用 １０ ０００ｒｐｍ， 甚至还有 １５ ０００ｒｐｍ。 较高的转速可缩短硬盘的

平均寻道时间和实际读写时间， 但随着硬盘转速的不断提高也带来了温度升高、 电机

主轴磨损加大、 工作噪音增大等负面影响。
由于软盘和硬盘分别是在以塑料或铝合金为基盘的两面涂以磁性材料， 因此通常

将软盘和硬盘统称为磁盘。
（２）光盘。 光盘是近年来发展迅速的一种外存储介质。 它主要利用激光技术读写

信息， 可以存放各种文字、 声音、 图形、 图像等信息， 还具有价格低、 容量大、 易长

期保存等优点。
目前常用于计算机系统的光盘可分为两大类： 激光磁盘（Ｃｏｍｐａｃｔ Ｄｉｓｋ， ＣＤ）和数

字视频光盘或数字多用途光盘（Ｄｉｇｉｔａｌ Ｖｉｄｅｏ Ｄｉｓｋ ｏｒ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Ｖｅｒｓａｔｉｌｅ Ｄｉｓｋ， ＤＶＤ）。
不论哪种光盘在读写时需将光盘放入相应的光盘驱动器（简称光驱）中， 光驱有内

置式和外置式两种， 如图 １ － １１ 所示。 内置式光驱是固定安装在主机箱内， 外置式光

驱在使用时是通过数据线与计算机相连。 由光盘、 光驱构成了光盘存储器。

图 １ － １１　 内置式 ＤＶＤ 驱动器（左）和外置式 ＤＶＤ 驱动器（右）

ＣＤ 光盘可分为只读型光盘、 一次性写入光盘、 可擦除型光盘等。
①只读型光盘（Ｃｏｍｐａｃｔ Ｄｉｓｋ Ｒｅａｄ Ｏｎｌｙ Ｍｅｍｏｒｙ， ＣＤ － ＲＯＭ）。 是由生产厂家预先

写入数据或程序， 出厂后用户只能读取， 而不能写入、 修改。 信息是以一系列 ０ 和 １
存入 ＣＤ 盘的， 在盘片上用平坦表面表示 ０， 而用凹坑端部（即凹坑的前沿和后沿）表
示 ｌ。 光盘表面由一个保护涂层覆盖， 让使用者无法触摸到数据的凹坑， 这有助于盘

片不被划伤、 印上指纹和粘附其他杂物。
②一次性写入光盘（Ｃｏｍｐａｃｔ Ｄｉｓｋ Ｒｅｃｏｒｄａｂｌｅ， ＣＤ － Ｒ）。 这种光盘可由用户一次写

入， 多次读出。 通过在光盘上加一层可一次性记录的染色层， 然后在专用的光盘刻录

机（也是一种光驱， 主要具有写入数据的功能， 普通光驱不具有此功能）中进行写入。
读盘的速度高于刻录的速度。

③可擦除型光盘（Ｃｏｍｐａｃｔ Ｄｉｓｋ Ｒｅ Ｗｒｉｔａｂｌｅ， ＣＤ － ＲＷ）。 这种光盘可由用户反复

多次写入， 多次读出。 通过在光盘上加一层可改写的染色层， 然后在专用的光盘刻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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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中进行写入。
用 ＣＤ － Ｒ 或 ＣＤ － ＲＷ 光盘作计算机外存， 因具有更换性而消除了联机存储容量

的限制。
ＤＶＤ 光盘也可分为只读型 ＤＶＤ 光盘（Ｄｉｇｉｔａｌ Ｖｉｄｅｏ Ｄｉｓｋ Ｒｅａｄ Ｏｎｌｙ Ｍｅｍｏｒｙ， ＤＶＤ －

ＲＯＭ）、 一次性写入 ＤＶＤ 光盘（Ｄｉｇｉｔａｌ Ｖｉｄｅｏ Ｄｉｓｋ Ｒｅｃｏｒｄａｂｌｅ， ＤＶＤ － Ｒ）、 可擦除型

ＤＶＤ 光盘（Ｄｉｇｉｔａｌ Ｖｉｄｅｏ Ｄｉｓｋ Ｒｅ Ｗｒｉｔａｂｌｅ， ＤＶＤ － ＲＷ）等。
ＣＤ 光盘有一个数据传输速率的指标， 称为倍速。 一倍速的数据传输速率是

１５０Ｋｂｐｓ， 记为“１Ｘ”， 常见的光驱速度有“４８Ｘ”、 “５２Ｘ”等。 ＣＤ 光盘的存储容量比较

大， 一张 ４ ７２ 英寸（１２０ｍｍ）的 ＣＤ 光盘， 其实际容量可达 ６５０ＭＢ。 而同样尺寸的

ＤＶＤ 光盘则存储容量更大， 可达 ４ ７ ～ １７ ７ＧＢ。 目前， ＤＶＤ 驱动器已经成为微型机

的标准配置。
（３）Ｕ 盘和移动硬盘。 Ｕ 盘即 ＵＳＢ 盘的简称， 而优盘只是 Ｕ 盘的谐音称呼， 如

图 １ － １２ 所示。 Ｕ 盘是采用闪存（ｆｌａｓｈｍｅｍｏｒｙ）存储技术的 ＵＳＢ 外存储器， 是闪存的一

种， 因此也叫闪盘。 其最大的特点就是： 小巧易于携带、 存储容量大、 可靠性高、 可

以热插拔并且价格便宜。 一般的 Ｕ 盘容量有 １Ｇ、 ２Ｇ、 ４Ｇ、 ８Ｇ、 １６Ｇ 等。 正是由于它

携带方便， 是移动存储设备之一， 所以当然不是长期插在机箱里了， 可以把它挂在胸

前、 吊在钥匙串上、 甚至放进钱包里。 Ｕ 盘内写入的数据可以长期保存， 断电后不会

丢失， 因此可以当作外存来使用。
对于需要存储的数据量更大时， 还可以使用其他的容量更大的可移动存储设备，

这就是可移动硬盘， 如图 １ － １３ 所示。

图 １ － １２　 Ｕ 盘

　 　

图 １ － １３　 移动硬盘

移动硬盘（Ｍｏｂｉｌｅ Ｈａｒｄｄｉｓｋ）顾名思义是以硬盘为存储介质， 强调便携性的外存储

产品。 市场上绝大多数的移动硬盘都是以标准硬盘为存储介质， 而只有很少部分的是

以微型硬盘（１ ８ 英寸硬盘等）为存储介质， 但价格因素决定着主流移动硬盘还是以标

准笔记本硬盘为存储介质。 因为采用硬盘为存储介质， 移动硬盘在数据的读写模式与

标准 ＩＤＥ 硬盘是相同的。 移动硬盘多采用 ＵＳＢ、 ＩＥＥＥ１３９４ 等传输速度较快的接口，
可以较高的速度与系统进行数据传输。

移动硬盘的优点是： ⓐ容量大。 移动硬盘可以提供相当大的存储容量， 是一种较

具性价比的移动存储产品。 市场中的移动硬盘能提供 ８０ＧＢ、 １２０ＧＢ、 １６０ＧＢ 等最高可



２７　　　

达 ４ＴＢ 的容量， 一定程度上满足了用户的需求； ⓑ传输速度高。 移动硬盘大多采用

ＵＳＢ、 ＩＥＥＥ１３９４ 接口， 能提供较高的数据传输速度； ⓒ使用方便。 主流的微型机都配

备了 ２ ～ ８ 个 ＵＳＢ 接口功能， ＵＳＢ 设备在大多数版本的 Ｗｉｎｄｏｗｓ 操作系统中， 都可以

不需要安装驱动程序， 具有真正的“即插即用”特性， 使用起来灵活方便； ⓓ可靠性提

升。 移动硬盘以高速、 大容量、 轻巧便捷等优点赢得许多用户的青睐， 而更大的优点

还在于其存储数据的安全可靠性。 它采用以硅氧为材料的磁盘驱动器， 以更加平滑的

盘面为特征， 有效地降低了盘片可能影响数据可靠性和完整性的不规则盘面的数量，
更高的盘面硬度使移动硬盘具有很高的可靠性。

３ 输入 ／输出设备

１）输入设备

输入设备负责将数字、 文字、 符号、 图形、 图像、 声音等形式的信息输入到计算

机中。 常用的输入设备有键盘、 鼠标、 扫描仪等。
（１）键盘。 键盘是计算机中最基本的输入设备。 用户可以通过键盘输入命令、 数

据、 程序等信息， 或通过一些操作键和组合键来控制信息的输入、 编辑， 或对系统的

运行进行一定程度的干预和控制。 它是人机交互的一个主要媒介。 微型机工作时， 一

刻也离不开键盘， 如果系统不安装键盘， 连加电自检程序都无法通过。 传统的有 １０１
键盘、 １０４ 键盘、 １０８ 键盘等， 目前在微型机上常用的是 １０４ 键盘。 按照功能的不同，
可以将键盘分为 ４ 个键区， 分别是主键盘区、 功能键区、 编辑键区和数字键区， 如

图 １ － １４ 所示。

图 １ － １４　 １０４ 键盘

图 １ － １５　 鼠标

（２）鼠标。 鼠标因形似老鼠而得名， 鼠标的标

准称呼是鼠标器， 英文名“Ｍｏｕｓｅ”， 是目前除键盘

之外的最常见的一种基本输入设备， 如图 １ － １５ 所

示。 鼠标的出现是为了使计算机的操作更加简便，
用来代替键盘那繁琐的指令， 其主要作用是通过移

动鼠标可快速定位屏幕上的对象， 如光标、 图标

等， 从而实现执行命令、 设置参数和选择菜单等输

入操作。
鼠标的分类可以依据外形分为两键鼠标、 三键

鼠标、 滚轴鼠标和感应鼠标。 两键鼠标和三键鼠标的左右按键功能完全一致， 一般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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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下， 用不着三键鼠标的中间按键， 但在使用某些特殊软件时（如 ＡｕｔｏＣＡＤ 等）， 这

个键也会起一些作用； 滚轴鼠标和感应鼠标在笔记本电脑上用得很普遍， 往不同方向

转动鼠标中间的小圆球， 或在感应板上移动手指， 光标就会向相应方向移动， 当光标

到达预定位置时， 按一下鼠标或感应板， 就可执行相应功能。
也可以根据其工作原理来分类： 机械式鼠标、 光电式鼠标、 光机式鼠标、 无线鼠

标和 ３Ｄ 鼠标。
①机械式鼠标的底部有一个中滚球， 滚球的位置边缘有互成 ９０ 度的两个滚轴，

分别用来感受水平和垂直两个方向上的移动。 滚球一动， 带动两个转轴（分别为 Ｘ 转

轴、 Ｙ 转轴）， 便能输入鼠标水平和垂直两个方向上移动的距离。 机械式鼠标是早期

最常用鼠标， 原理简单、 操作方便， 只是准确度、 灵敏度不是很高， 适用于一般的软

件操作。
②光电式鼠标又称为光学鼠标。 在其底部没有滚轮， 也不需要借助反射板来实现

定位， 其核心部件是发光二极管、 微型摄像头、 光学引擎和控制芯片。 工作时发光二

极管发射光线照亮鼠标底部的表面， 同时微型摄像头以一定的时间间隔不断进行图像

拍摄。 鼠标在移动过程中产生的不同图像传送给光学引擎进行数字化处理， 最后再由

光学引擎中的定位 ＤＳＰ 芯片对所产生的图像数字矩阵进行分析。 由于相邻的两幅图像

总会存在相同的特征， 通过对比这些特征点的位置变化信息， 便可以判断出鼠标的移

动方向与距离， 这个分析结果最终被转换为坐标偏移量实现光标的定位。 目前微型机

配置的鼠标均为光电式鼠标。
③光机式鼠标具有光学和机械的混合结构， 是在机械鼠标基础上进行改良， 通过

引入光学技术来提高鼠标的定位精度。
④无线鼠标和 ３Ｄ 鼠标。 新出现无线鼠标和 ３Ｄ 振动鼠标都是比较新颖的鼠标。 无

线鼠标器是为了适应大屏幕显示器而生产的。 所谓“无线”， 即没有物理信号线连接，
而是采用二节七号电池无线遥控， 鼠标器有自动休眠功能， 电池可用上一年， 接收范

围在 １ ８ 米以内。 ３Ｄ 振动鼠标是一种新型的鼠标器， 它不仅可以当作普通的鼠标器

使用， 而且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具有全方位立体控制能力。 它具有前、 后、 左、 右、 上、 下六个移动方向， 而

且可以组合出前右， 左下等等的移动方向。
•外形和普通鼠标不同。 一般由一个扇形的底座和一个能够活动的控制器构成。
•具有振动功能， 即触觉回馈功能： 玩某些游戏时， 当被敌人击中时， 会感觉到

鼠标也振动了。
•是真正的三键式鼠标。 无论 ＤＯＳ 或 Ｗｉｎｄｏｗｓ 环境下， 鼠标的中间键和右键都大

派用场。
鼠标一般可通过 ＲＳ２３２Ｃ 串行接口、 ＰＳ ／ ２ 鼠标插口或 ＵＳＢ 接口与微型机相连。 如

果经常进行网上冲浪、 或是进行电子书籍的阅读和写作， 有滚轮功能的鼠标就会比较

适合。
下面简要介绍鼠标的基本操作。
鼠标控制着屏幕上的一个指针形光标（ ）。 当鼠标移动时， 鼠标光标就会随着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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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的移动而在屏幕上移动。 鼠标有 ６ 种基本操作， 可以用来实现不同的功能。 具体操

作名称与作用如下：
•单击。 将鼠标指针指向某一对象， 按一下鼠标左键， 称为左单击， 其作用是选

择一个对象或选项； 将鼠标指针指向某一对象， 按一下鼠标右键， 称为右单击， 其作

用是弹出快捷菜单， 它是执行命令的一种很方便的方式。
•双击。 将鼠标指针指向某一对象， 快速地按两下鼠标左键然后松开， 其作用是

可以用来启动一个程序或打开一个窗口。
•移动。 握住鼠标在桌子上来回移动， 这时屏幕上的鼠标箭头会跟着来回移动，

如： 将鼠标箭头从屏幕上的一个位置， 移动到另一个位置， 就要进行移动操作。
•指向。 移动鼠标， 将鼠标指针放到某一对象上， 其作用是会激活对象或显示该

对象的有关提示信息。
•拖动。 也称为拖曳或拖放， 即将鼠标指针移到该对象上， 按住鼠标左键不放并

拖动到预定位置， 然后松开鼠标左键。 其作用是可以使用鼠标将一个对象到拖动一个

新的位置。
鼠标指针是屏幕上随鼠标移动的图形元素， 它随鼠标操作的不同， 在屏幕上显示

多种形状， 常见的有如下一些：
： 在屏幕上， 有一个表示鼠标当前位置的小光标。 鼠标移动时， 屏幕上的小光

标也随着移动。 鼠标指针大部分时间呈现此状态， 表示此时鼠标可以选择对象。
： 当鼠标指针出现此形状时， 表示系统正在执行某操作， 要求用户等待。
： 编辑文本时， 鼠标指针会变成一个长形垂直条。
： 需要单击打开某个链接时鼠标指针变成一个手形。

： 鼠标在窗口边缘的时候， 就变成此四种鼠标指针之一， 可以通过拖动改

变窗口大小的双箭头。
： 当应用程序抢先运行时， 鼠标指针出现此形状， 称为后台运行状态。 此时不

必专门等待， 可以处理其他任务。
： 当鼠标指针出现此形状时， 可用键盘上的方向键移动对象， 按回车键， 对象

即可到达新位置。
： 表示当前操作不可用。

正确把握鼠标的方法是， 让食指和中指分别自然地放置在鼠标的左键和右键上，
拇指横向放在鼠标左侧， 无名指和小指放在鼠标右侧， 拇指与无名指及小指轻轻握住

鼠标； 手掌心贴住鼠标后部， 手腕自然垂放在桌面上， 工作时带动鼠标做平面运动，
如图 １ － １６ 所示。

（３）扫描仪。 扫描仪是一种光机电一体化的高科技产品。 它是将各种形式的图像

信息输入计算机的重要工具， 是继键盘和鼠标之后的第三代计算机输入设备， 也是功

能极强的一种输入设备。 人们通常将扫描仪用于计算机图像的输入， 从最直接的图

片、 照片、 胶片到各类图纸图形以及各类文稿资料都可以用扫描仪输入到计算机中进

而实现对这些图像形式的信息的处理、 管理、 使用、 存贮、 输出等。 目前扫描仪已广

泛应用于各类图形图像处理、 出版、 印刷、 广告制作、 办公自动化、 多媒体、 图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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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库、 图文通讯、 工程图纸输入等许多领域。
目前市场上扫描仪种类很多， 按不同的标准可分成不同的类型。 按扫描原理可将

扫描仪分为以 ＣＣＤ 为核心的平板式扫描仪、 手持式扫描仪和以光电倍增管为核心的滚

筒式扫描仪； 按扫描图像幅面的大小可分为小幅面的手持式扫描仪、 中等幅面的台式

扫描仪和大幅面的工程图扫描仪； 按扫描图稿的介质可分为反射式（纸材料）扫描仪和

透射式（胶片）扫描仪以及既可扫反射稿又可扫透射稿的多用途扫描仪。 按用途可将扫

描仪分为可用于各种图稿输入的通用型扫描仪和专门用于特殊图像输入的专用型扫描

仪如条码读入器、 卡片阅读机等。
平板式扫描仪主要为 Ａ４ 和 Ａ３ 幅面， 其中又以 Ａ４ 幅面的扫描仪用途最广、 功能

最强、 种类最多、 销量最大， 是扫描仪家族的代表性产品。 此类扫描仪的性能已达很

高的水平。 如图 １ － １７ 是平板式扫描仪的一种。

图 １ － １６　 鼠标的握法 图 １ － １７　 平板式扫描仪

２）输出设备

输出设备负责将主机内的信息转换成数字、 文字、 符号、 图形、 图像、 声音等形

式进行输出常用的输出设备有显示器、 打印机等。
（１）显示器。 显示器又称监视器， 是微型机不可缺少的输出设备。 其作用是将主

机处理后的信息转换成光信号， 最终将其以文字、 数字、 图形、 图像形式显示出来。
它是人机交互的另一个主要媒介。 从早期的黑白世界到现在的色彩世界， 显示器走过

了漫长而艰辛的历程， 随着显示器技术的不断发展， 显示器的分类也越来越明细。 目

前常用的显示器包括阴极射线管（Ｃａｔｈｏｄｅ Ｒａｙ Ｔｕｂｅ， ＣＲＴ）显示器、 液晶显示器（Ｌｉｑ⁃
ｕｉｄ Ｃｒｙｓｔａｌ Ｄｉｓｐｌａｙ， ＬＣＤ）、 ＬＥＤ（Ｌｉｇｈｔ Ｅｍｉｔｔｉｎｇ Ｄｉｏｄｅ， ＬＥＤ）显示器和等离子显示器

（Ｐｌａｓｍａ Ｄｉｓｐｌａｙ Ｐａｎｅｌ， ＰＤＰ）等。

图 １ － １８　 ＣＲＴ 显示器

①ＣＲＴ 显示器。 ＣＲＴ 显示器是早期应用最广泛的

显示器， 也是十几年来， 形状与使用功能变化最小的

电脑外设产品之一， 如图 １ － １８ 所示。 其优点是显示

分辨率高、 价格便宜、 使用奉命较长， 缺点是电源消

耗大、 体积大等。 随着电子技术的不断发展， 显示器

的内在品质也一直在飞速发展， 按照不同的标准，
ＣＲＴ 显示器可划分为不同的类型。

•按大小分类。 从十几年前的 １２ 英寸黑白显示器

到现在 １９ 英寸、 ２１ 英寸大屏彩色显示器， ＣＲＴ 经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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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小到大的过程， 现在市场上以 １９ 英寸为主。
•按调控方式不同。 ＣＲＴ 显示器的调控方式从早期的模仿调节到数字调节。 再到

ＯＳＤ 调节走过了一条极其漫长的道路。
模仿调节是在显示器外部设置一排调节按钮， 来手动调节亮度、 对比度等一些技

术参数。 由于此调节所能达到的功效有限， 不具备视频模式功能。 另外， 模仿器件较

多， 出现故障的概率较大， 而且可调节的内容极少， 所以目前已销声匿迹。
数字调节是在显示器内部加入专用微处理器， 操作更精确， 能够记忆显示模式，

而且其使用的多是微触式按钮， 寿命长故障率低， 这种调节方式曾红极一时。
ＯＳＤ 调节严格来说， 应算是数控方式的一种。 它能以量化的方式将调节方式直观

地反映到屏幕上， 很轻易上手。 ＯＳＤ 的出现， 使显示器得调节方式有了一个新台阶。
现在市场上的主流产品大多采用此调节方式。

•按显像管种类的不同。 显像管是显示器生产技术变化最大的环节之一， 同时也

是衡量一款显示器档次高低的重要标准， 按照显像管表面平坦度的不同可分为球面

管、 平面直角管、 柱面管、 纯平管。 球面管： 从最早的绿显、 单显到目前的许多 １４
英寸显示器， 基本上都是球面屏幕的产品， 它的缺陷非常明显， 在水平和垂直方向上

都是弯曲的。 平面直角管： 采用了扩张技术， 因此曲率相对于球面显像管较小， 从而

减小了球面屏幕上特别是四角的失真和反光现象， 配合屏幕涂层等新技术的采用， 显

示器的质量有较大提高。 柱面管： 柱面显像管采用栅式荫罩板， 在垂直方向上已不存

在任何弯曲， 在水平方向上还略有一点弧度， 但比普通显像管平整了许多。 纯平管：
显示器的纯平化无疑是 ＣＲＴ 彩显今后发展的主题， 这种显像管在水平和垂直方向上均

实现了真正的平面， 使人眼在观看时的聚焦范围增大， 失真反光都被减少到了最低限

度， 因此看起来更加逼真舒适。

图 １ － １９　 ＬＣＤ 显示器

②ＬＣＤ 显示器。 ＬＣＤ 显示器即液晶显示屏是一种采用

液晶控制透光度技术来实现色彩的显示器， 如图 １ － １９ 所

示。 ＬＣＤ 显示器与 ＣＲＴ 显示器相比， 具有图像质量细腻

稳定、 低辐射、 完全平面、 对人身体健康影响较小等优

点， 但一般价格较贵。
依据驱动方式来分类可分为静态驱动（Ｓｔａｔｉｃ）、 单纯

矩阵驱动（ Ｓｉｍｐｌｅ Ｍａｔｒｉｘ）以及主动矩阵驱动（Ａｃｔｉｖｅ Ｍａ⁃
ｔｒｉｘ）三种。

根据 ＬＣＤ （液晶） 所采用的材料构造， 可分为 ＴＮ、
ＳＴＮ、 ＦＳＴＮ、 ＤＳＴＮ、 ＣＳＴＮ、 ＴＦＴ 等诸多类别：

•ＴＮ 型 ＬＣＤ。 所谓 ＴＮ 是指 Ｔｗｉｓｔｅｄ Ｎｅｍａｔｉｃ 扭曲向列型 ＬＣＤ。
•ＳＴＮ 型 ＬＣＤ。 所谓 ＳＴＮ 是指 ＳｕｐｅｒＴｗｉｓｔｅｄ Ｎｅｕｍａｔｉｃ 超扭曲向列型 ＬＣＤ， 即通常

所说的单色 ＬＣＤ。
•ＤＳＴＮ 型 ＬＣＤ。 所谓 ＤＳＴＮ 是指 Ｄｕａｌ Ｓｕｐｅｒ Ｔｗｉｓｔｅｄ Ｎｅｍａｔｉｃ 双超扭曲向列型 ＬＣＤ

（即通常所说的微彩 ＬＣＤ）， 意即通过双扫描方式来扫描扭曲向列型液晶显示屏， 达到

完成显示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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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ＳＴＮ 型 ＬＣＤ。 所谓 ＦＳＴＮ 是指 Ｆｉｌｍ Ｓｕｐｅｒ Ｔｗｉｓｔｅｄ Ｎｅｍａｔｉｃ 薄层超扭曲向列

型 ＬＣＤ
•ＣＳＴＮ 型 ＬＣＤ。 所谓 ＣＳＴＮ 是指 ｃｏｌｏｒｓ Ｓｕｐｅｒ Ｔｗｉｓｔｅｄ Ｎｅｍａｔｉｃ 彩色超扭曲向列

型 ＬＣＤ。
一般采用透射式（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ｖｅ）照明方式， 透射式屏幕要使用外加光源照明， 称为

背光（ｂａｃｋｌｉｇｈｔ）， 照明光源要安装在 ＬＣＤ 的背后。 透射式 ＬＣＤ 在正常光线及暗光线

下， 显示效果都很好， 但在户外， 尤其在日光下， 很难辨清显示内容而背光需要电源

产生照明光线， 要消耗电功率。 目前许多手机上液晶屏即为 ＣＳＴＮ 型 ＬＣＤ。
•ＴＦＴ 型 ＬＣＤ。 所谓 ＴＦＴ 就是指 Ｔｈｉｎ Ｆｉｌｍ Ｔｒａｎｓｉｓｔｏｒ 薄片式晶体管 ＬＣＤ（即通常所

说的真彩 ＬＣＤ）， 意即每个液晶像素点都是由集成在像素点后面的薄膜晶体管来驱动，
从而可以做到高速度、 高亮度、 高对比度显示屏幕信息。 目前笔记本电脑和台式电脑

配置的液晶显示屏即为 ＴＦＴ 型 ＬＣＤ。
③ＬＥＤ 显示器。 ＬＥＤ 显示器是一种通过控制半导体发光二极管的显示方式， 它集

微电子技术、 计算机技术、 信息处理于一体， 以其色彩鲜艳、 动态范围广、 亮度高、
寿命长、 工作稳定可靠等优点， 成为最具优势的新一代显示媒体。 与 ＬＣＤ 显示器相

比， ＬＥＤ 在亮度、 功耗、 可视角度和刷新速率等方面， 都更具优势。 ＬＥＤ 与 ＬＣＤ 的

功耗比大约为 １∶１０， 而且更高的刷新速率使得 ＬＥＤ 在视频方面有更好的性能表现， 能

提供宽达 １６０°的视角， 可以显示各种文字、 数字、 彩色图像及动画信息， 也可以播

放电视、 录像、 ＶＣＤ、 ＤＶＤ 等彩色视频信号， 多幅显示屏还可以进行联网播出。
有机 ＬＥＤ 显示屏的单个元素反应速度是 ＬＣＤ 液晶屏的 １ ０００ 倍， 在强光下也可以

照看不误， 并且适应零下 ４０ 度的低温。 利用 ＬＥＤ 技术， 可以制造出比 ＬＣＤ 更

薄、 更亮、 更清晰的显示器， 拥有广泛的应用前景。 目前， ＬＥＤ 显示器已广泛应

用于大型广场、 商业广告、 体育场馆、 信息传播、 新闻发布、 证券交易等， 可以

满足不同环境的需要。
④等离子显示器。 ＰＤＰ（Ｐｌａｓｍａ Ｄｉｓｐｌａｙ Ｐａｎｅｌ， 等离子显示器）是采用了近几年来

高速发展的等离子平面屏幕技术的新一代显示设备。 等离子显示器具有： 高亮度、 高

对比度， 纯平面图像无扭曲， 超薄设计、 超宽视角； 还具有齐全的输入接口： 等离子

显示器具备了 ＤＶＤ 分量接口、 标准 ＶＧＡ ／ ＳＶＧＡ 接口、 Ｓ 端子、 ＨＤＴＶ 分量接口（Ｙ、
Ｐｒ、 Ｐｂ）等， 可接收电源、 ＶＣＤ、 ＤＶＤ、 ＨＤＴＶ 和电脑等各种信号的输出， 环保无辐

射， 分辨率高、 占用空间少且可作为家中的壁挂电视使用。 代表了未来微型机显示器

的发展趋势。
等离子显示器的特点： 等离子显示亮度高， 因此可在明亮的环境之下欣赏大

幅画面的影像； 色彩还原性好， 灰度丰富， 能够提供格外亮丽、 均匀平滑的画

面； 对迅速变化的画面响应速度快， 此外， 等离子平而薄的形状也使得其优势更

加明显； 等离子显示器的体积小、 重量轻、 无辐射； 由于等离子各个发射单元的

结构完全相同， 因此不会出现显像管常见的图像的集合变形； 等离子屏幕亮度非

常均匀， 没有亮区和暗区； 而传统显像管的屏幕中央总是比四面亮度要高一些；
等离子不会受磁场的影响， 具有更好的环境适应能力； 等离子屏幕不存在聚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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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因此， 显像管某些区域因聚焦不良或年月日已久开始散焦的问题得以解

决， 不会产生显像管的色彩漂移现象； 表面平直使大屏幕边角处的失真和颜色纯

度变化得到彻底改善， 高亮度、 大视角、 全彩色和高对比度， 是等离子图像更加

清晰， 色彩更加鲜艳， 效果更加理想， 令传统 ＣＲＴ 显示器叹为观止。
（２）打印机。 打印机作为计算机重要的输出设备已被广大用户所接受， 也已成为

办公自动化系统的一个重要设备。 它的作用就是打印输出电脑里的文件， 可以打印文

字， 也可以打印图片。 打印机种类很多， 按照打印工作原理， 可以分为针式、 喷墨和

激光打印机三大类。
①针式打印机（Ｄｏｔ － Ｍａｔｒｉｘ Ｐｒｉｎｔｅｒ）： 如图 １ － ２０ 所示。 针式打印机中的打印头是

由多支金属撞针组成， 撞针排列成一直行。 当指定的撞针到达某个位置时， 便会弹射

出来， 在色带上打击一下， 让色素印在纸上做成其中一个色点， 配合多个撞针的排列

样式， 便能在纸上打印出文字或图形。 针式打印机的优点是耗材便宜（包括打印色带

和打印纸）， 缺点是打印速度慢， 噪音大， 打印分辨率低。 此外， 针式打印机可以打

印多层纸， 因此， 在票据打印中经常选用它。
②喷墨打印机（ ＩｎｋＪｅｔ Ｐｒｉｎｔｅｒ） ： 如图 １ － ２１ 所示。 喷墨打印机使用大量的喷

嘴， 将墨点喷射到纸张上。 由于喷嘴的数量较多， 且墨点细小， 能够做出比针式

打印机更细致、 混合更多种的色彩效果。 喷墨打印机的优点是从低档到高档的都

有， 其价格可以适合各种层次的需要； 打印效果优于针式打印机、 无噪音， 并且

能够打印彩色图像。 缺点是打印速度慢、 墨盒消耗快， 并且耗材贵， 特别是彩色

墨盒。
③激光打印机（ＬＡＳＥＲ Ｐｒｉｎｔｅｒ）： 如图 １ － ２２ 所示。 激光打印机是利用碳粉附着在

纸上而成像的一种打印机。 主要是利用激光打印机内的一个控制激光束的磁鼓， 借着

控制激光束的开启和关闭， 当纸张在磁鼓间卷动时， 上下起伏的激光束会在磁鼓产生

带电核的图像区， 此时打印机内部的碳粉会受到电荷的吸引而附着在纸上， 形成文字

或图形。 由于碳粉属于固体， 而激光束有不受环境影响的特性， 所以激光打印机可以

长年保持印刷效果清晰细致， 打印在任何纸张上都可得到好的效果。 激光打印机是各

种打印机中打印效果最好的， 其打印速度快、 噪音低， 缺点是耗材贵、 价格高。 而且

一般黑白居多。

图 １ － ２０　 针式打印机

　

图 １ － ２１　 喷墨打印机

　

图 １ － ２２　 激光打印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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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微型计算机性能指标

要全面衡量一台微型机的性能， 必须用系统的观点来综合考虑。 除了前面已经介绍的

ＣＰＵ 类型、 主频、 字长、 存储容量这些主要的性能指标外， 还应该考虑以下指标。
（１）运算速度。 运算速度是指计算机进行数值运算的快慢程度， 它是衡量计算机

性能的一项重要指标。 通常所说的计算机运算速度（平均运算速度）， 是指每秒钟所能

执行的指令条数， 一般用“百万条指令 ／秒”（ＭＩＰＳ， Ｍｉｌｌｉｏｎ Ｉ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Ｐｅｒ Ｓｅｃｏｎｄ）来描

述。 同一台计算机， 执行不同的运算所需时间可能不同， 因而对运算速度的描述常采

用不同的方法。 运算速度通常有两种表示方法： 一种是把计算机在 １ 秒钟内完成定点

加法的次数记为该机的运算速度， 称为“定点加法速度”； 另一种是把计算机在 １ 秒钟

内平均完成的四则运算次数记为该机的运算速度， 称为“平均速度”。
常用的有 ＣＰＵ 时钟频率（主频）、 每秒平均执行指令数（ ｉｐｓ）等。 微型计算机一般

采用主频来描述运算速度， 例如 ＰｅｎｔｉｕｍⅣ２ ３Ｇ 的主频为 ２ ４ＧＨｚ， Ｃｏｒｅ２ ６６Ｇ 的主频

为 ２ ６６ＧＨｚ。 一般说来， 主频越高， 运算速度就越快。
（２）外部设备配置。 外部设备配置是指一套计算机系统所配置的外部设备种类及

其性能指标。 一台微型计算机可配置外部设备的数量以及配置外部设备的类型， 对整

个系统的性能有重大影响。 例如， 所配显示器是 ＣＲＴ 还是 ＬＣＤ， 分辨率是多少； 是否

配有打印机， 是激光的还是喷墨的以及是否配有摄像头等， 都是外部设备选择中要考

虑的问题。
（３）软件配置。 软件配置情况直接影响微型计算机系统的使用和性能的发挥。 通常应

配置的软件有： 操作系统、 高级语言及工具软件等， 另外还可配置数据库管理系统和各种

应用软件。
（４）可靠性。 计算机的可靠性是指计算机连续无故障运行的最长时间， 以“小时”

计。 可靠性越高， 则表示计算机无故障运行的时间越长。
（５）性能价格比。 在全面考虑一台计算机的综合性能指标时， 性能价格比是一个

不可忽视的因素。 性能优良， 价格合理， 可以促进该种型号的计算机的推广应用。 例

如， 微型计算机与其他几种机型比， 性能价格比较高， 因此在社会生活各方面获得了

更广泛的应用。
上述几个方面是全面衡量一个计算机系统性能的基本技术指标， 但对于不同用途

的计算机， 在性能指标上的侧重应有所不同。
５ 微型计算机系统集成

微型机系统的结构与普通计算机相比， 既有共同之处， 又有其自身的特点。 一个

完整的微型机系统仍然是由硬件系统和软件系统两大部分构成， 其微型机系统的组成

如图 １ － ２３ 所示。
一台微型机从用户角度看， 它的硬件一般是由主机、 显示器、 键盘、 鼠标、 音

箱、 打印机等设备构成。 主机是微型机中最重要的组成部件， 打开微型机主机箱盖板

后， 可以看到安放在其中的主板、 ＣＰＵ、 内存、 硬盘、 光驱、 显示卡、 电源等。 典型

的主机箱内部结构如图 １ － ２４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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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 ２３　 微型计算机系统 图 １ － ２４　 微型机主机箱内部结构

其中主板是主机箱中最大的电路板， 又称为母板， 其外观如图 １ － ２５ 所示。 在主

板上集成了 ＣＰＵ 插座、 内存插槽、 控制芯片组、 总线扩展槽、 ＢＩＯＳ 芯片、 键盘与鼠

标插座以及各种外设接口等。 微型机正是通过主板将 ＣＰＵ、 内存、 显卡、 声卡、 网

卡、 键盘、 鼠标等部件连接成一个整体并协调工作的。 随着超大规模集成电路技术的

发展， 主板的集成度越来越高， 芯片数目越来越少， 故障率逐步减少， 速度及稳定性

也随之提高。

图 １ － ２５　 微型机主板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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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ＣＰＵ 插座。 不同的主板的外形虽然不尽相同， 但它们除了 ＣＰＵ 不同之外， 其

他部分并没有太大的区别。
ＣＰＵ 要插在主板上， 主板上就要有对应的位置， 这就是 ＣＰＵ 插座， 也称为 ＣＰＵ

接口。 ＣＰＵ 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 采用的接口方式有引脚式、 卡式、 触点式、 针脚式

等。 不同类型的 ＣＰＵ 具有不同的 ＣＰＵ 插座， 因此选择 ＣＰＵ， 就必须选择带有与之对

应插座类型的主板。 主板 ＣＰＵ 插座类型不同， 在插孔数、 体积、 形状都有变化， 所以

不能互相接插。 目前 ＣＰＵ 接口都是针脚式， 主要有 Ｓｏｃｋｅｔ ７７５、 Ｓｏｃｋｅｔ ７５４、 Ｓｏｃｋｅｔ
９３９、 Ｓｏｃｋｅｔ ９４０、 Ｓｏｃｋｅｔ ６０３、 Ｓｏｃｋｅｔ ６０４、 Ｓｏｃｋｅｔ ４７８ 等。

主板还有 ＡＴ 主板、 ＡＴＸ 主板、 ＢＴＸ 主板之分。 早期的主板都是 ＡＴ 主板， 与之

相适应的电源是 ＡＴ 电源， 关机时要按开关按钮。 后来 ＡＴＸ 主板改进了， 配之以 ＡＴＸ
电源， 这样实现了微型机的软件开 ／关机（即开关机时不再按电源开关按钮）和绿色节

能功能， 现在的微机主板就是 ＡＴＸ 主板。 而 ＢＴＸ 则是英特尔推出的最新一代主板，
它将通过预装的 ＳＲＭ（支持及保持模块）优化散热系统， 特别是对 ＣＰＵ 而言， 同时还

将完全取消传统的串口、 并口、 ＰＳ ／ ２ 等接口。
（２）系统总线。 总线（Ｂｕｓ）是一组能为多个部件服务的公共信息传送线路， 是计

算机各部件之间的传送数据、 地址和控制信息的公共通路。 它分为 ＣＰＵ 内部使用的内

部总线（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Ｂｕｓ）和 ＣＰＵ 对外联系的外部总线（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Ｂｕｓ）。 在 ＣＰＵ 内部， 寄存

器之间和算术逻辑部件 ＡＬＵ 与控制部件之间传输数据所用的总线称为内部总线。 外部

总线又称为系统总线， 它是 ＣＰＵ 与内存 ＲＡＭ、 ＲＯＭ 和输入 ／输出设备接口之间进行

通讯的通路， 一般有三组。
①地址总线（Ａｄｄｒｅｓｓ Ｂｕｓ）传送 ＣＰＵ 发出的地址信息， 是单向总线。
②数据总线（Ｄａｔａ Ｂｕｓ）传送数据信息， 是双向总线， ＣＰＵ 既可通过数据总线从内

存或输入设备读入数据， 又可通过数据总线将 ＣＰＵ 内部数据送至内存或输出设备。
③控制总线（Ｃｏｎｔｒｏｌ Ｂｕｓ）传送控制信息， 有些是 ＣＰＵ 向内存及外设发出的信息，

有些是外设等发送给 ＣＰＵ 的信息， 因此， 控制总线中每一根线的传送方向是一定的。
总线标准是指计算机部件各生产厂家都需要遵守的系统总线要求， 从而使不同厂

家生产的部件能够互换。 微机系统采用的总线标准种类很多， 目前常见的有以下几种。
①ＩＳＡ（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总线是 ＩＢＭ 公司 １９８４ 年为推出 ＰＣ ／ ＡＴ 机而

建立的系统总线标准， 所以也叫 ＡＴ 总线。 它是对 ＸＴ 总线的扩展， 以适应 ８ ／ １６ 位数

据总线要求。 目前已经被淘汰。
②ＰＣＩ（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ａｌ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Ｉｎｔｅｒｃｏｎｎｅｃｔ）总线是当前最流行的总线之一， 它是由

Ｉｎｔｅｌ 公司推出的一种局部总线。 它定义了 ３２ 位数据总线， 且可扩展为 ６４ 位。 ＰＣＩ 总
线主板插槽的体积比原 ＩＳＡ 总线插槽还小， 其功能比 ＩＳＡ 有极大的改善， 支持突发读

写操作， 最大传输速率可达 １３２ＭＢ ／ ｓ， 可同时支持多组外围设备。
③ＡＧＰ（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ｅｄ Ｇｒａｐｈｉｃｓ Ｐｏｒｔ）总线是在 ＰＣＩ 总线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主要针对

图形显示进行优化， 专门用于图形显示卡。 它是 Ｉｎｔｅｌ 公司于 １９９６ 年 ７ 月公布的一种

新型视频接口技术标准， 使用 ＡＧＰ 必须对 ＰＣ 机的系统结构作相应的改变， 主板上要

有 ＡＧＰ 插槽， 用以安插符合 ＡＧＰ 标准的图形卡， 系统芯片组要有一个新的 ３２ 位 Ｉ ／ Ｏ



３７　　　

口， 用于与插槽连接。
（３）扩展插槽。 扩展插槽是主板上用于固定扩展卡并将其连接到系统总线上的插

槽， 也叫扩展槽、 扩充插槽。 扩展槽是一种添加或增强电脑特性及功能的方法。 例

如， 不满意主板整合显卡的性能， 可以添加独立显卡以增强显示性能； 不满意板载声

卡的音质， 可以添加独立声卡以增强音效； 不支持 ＵＳＢ２ ０ 或 ＩＥＥＥ１３９４ 的主板可以通

过添加相应的 ＵＳＢ２ ０ 扩展卡或 ＩＥＥＥ１３９４ 扩展卡以获得该功能等。 目前， 主板上提供的

扩展插槽有：
•内存插槽。 黑色插槽， 用于安装内存条。 目前， 主板上的内存插槽主要是

ＤＩＭＭ（Ｄｕａｌ Ｉｎｌｉｎｅ Ｍｅｍｏｒｙ Ｍｏｄｕｌｅ， 双列直插内存模块） 槽。 它又分为 ＳＤＲＡＭ 槽、
ＤＤＲ 槽、 ＤＤＲ２ 槽， 分别支持 ＳＤＲＡＭ、 ＤＤＲ、 ＤＤＲ２ 内存条。

•ＩＳＡ 插槽。 ＩＳＡ 插槽是基于 ＩＳＡ 总线的扩展插槽， 其颜色一般为黑色。 其工作

频率为 ８ＭＨｚ 左右， 为 １６ 位插槽， 最大传输率 ８ＭＢ ／ ｓ， 可插接显卡， 声卡， 网卡以及

所谓的多功能接口卡等扩展插卡。 其缺点是 ＣＰＵ 资源占用太高， 数据传输带宽太小，
是已经被淘汰的插槽接口。

•ＰＣＩ 插槽。 ＰＣＩ 插槽是基于 ＰＣＩ 局部总线（Ｐｅｄｐｈｅｒｄ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Ｉｎｔｅｒｃｏｎｎｅｃｔ， 周

边元件扩展接口）的扩展插槽， 其颜色一般为乳白色。 其位宽为 ３２ 位或 ６４ 位， 工作

频率为 ３３ＭＨｚ， 最大数据传输率为 １３３ＭＢ ／ ｓ（３２ 位）和 ２６６ＭＢ ／ ｓ（６４ 位）。 可插接显卡、
声卡、 网卡、 内置 Ｍｏｄｅｍ、 内置 ＡＤＳＬＭｏｄｅｍ、 ＵＳＢ２ ０ 卡、 ＩＥＥＥ１３９４ 卡、 ＩＤＥ 接口

卡、 ＲＡＩＤ 卡、 电视卡、 视频采集卡以及其他种类繁多的扩展卡。 ＰＣＩ 插槽是主板的主

要扩展插槽， 通过插接不同的扩展卡可以获得目前电脑能实现的几乎所有外接功能。
•ＡＧＰ 插槽。 通常都是棕色， 用于安装 ＡＧＰ 总线结构的显示卡。 需要注意的是

它不与 ＰＣＩ、 ＩＳＡ 插槽处于同一水平位置， 而是内进一些， 这使得 ＰＣＩ、 ＩＳＡ 卡不可能

插得进去， 当然 ＡＧＰ 插槽结构也与 ＰＣＩ、 ＩＳＡ 完全不同， 所以不可能插错的。
（４）Ｉ ／ Ｏ 接口。 是主板上用于连接各种外部设备的接口。 通过这些 Ｉ ／ Ｏ 接口， 可

以把键盘、 鼠标、 打印机、 外置 Ｍｏｄｅｍ、 扫描仪、 闪存盘、 ＭＰ３ 播放机、 ＤＣ、 ＤＶ、
硬盘、 手机、 写字板等外部设备连接到计算机上。

•ＩＤＥ（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Ｄｒｉｖｅ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ｓ， 集成驱动电路）接口。 更准确地称为是 ＡＴＡ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ｔｔａｃｈｍｅｎｔ， 高级附加技术）接口， 用于连接硬盘和光驱。 ＩＤＥ
接口从诞生至今就一直在不断发展， 性能也不断的提高， 其拥有的价格低廉、 兼容性

强的特点， 为其造就了其他类型硬盘无法替代的地位。 目前已经发展到 ＡＴＡ －１３３ 接口。
•ＳＣＳＩ（Ｓｍａｌｌ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 小型计算机系统接口）接口。 是同 ＩＤＥ

（ＡＴＡ）完全不同的硬盘接口， 它具有应用范围广、 多任务、 带宽大、 ＣＰＵ 占用率低，
以及热插拔等优点， 但较高的价格使得它很难如 ＩＤＥ 硬盘般普及， 因此 ＳＣＳＩ 硬盘主

要应用于中、 高端服务器和高档工作站中。
•ＳＡＴＡ（Ｓｅｒｉａｌ ＡＴＡ）接口。 是一种完全不同于并行 ＡＴＡ 的新型硬盘接口。 采用串

行连接方式， 串行 ＡＴＡ 总线使用嵌入式时钟信号， 具备了更强的纠错能力， 与以往相

比其最大的区别在于能对传输指令（不仅仅是数据）进行检查， 如果发现错误会自动矫

正， 这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数据传输的可靠性。 ＳＡＴＡ 接口还具有结构简单、 支持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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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拔的优点。
•ＣＯＭ 接口。 串行通信接口， 简称串口， 是采用串行通信协议的 Ｉ ／ Ｏ 接口。 串口

一般用来连接鼠标和外置 Ｍｏｄｅｍ 以及老式摄像头和写字板等设备， 目前部分新主板已

开始取消该接口。
•ＬＰＴ 接口。 并行通信接口， 简称并口， 也就是， 是采用并行通信协议的 Ｉ ／ Ｏ 接

口。 一般用来连接打印机、 扫描仪等， 所以并口又被称为打印口。
•ＰＳ ／ ２ 接口。 这是一种鼠标和键盘的专用接口， 是一种 ６ 针的圆型接口。 ＰＳ ／ ２

接口的传输速率比 ＣＯＭ 接口稍快一些， 而且是 ＡＴＸ 主板的标准接口。 需要注意的是，
在连接 ＰＳ ／ ２ 接口鼠标时不能错误地插入键盘 ＰＳ ／ ２ 接口（当然， 也不能把 ＰＳ ／ ２ 键盘插

入鼠标 ＰＳ ／ ２ 接口）。 一般情况下， 鼠标的接口为绿色、 键盘的接口为紫色。
•ＵＳＢ 接口。 它是应用在 ＰＣ 领域的接口技术。 ＵＳＢ 接口具有传输速度快， 使用

方便， 支持热插拔， 连接灵活， 独立供电等优点， 可以连接鼠标、 键盘、 打印机、 扫

描仪、 摄像头、 闪存盘、 ＭＰ３ 机、 手机、 数码相机、 移动硬盘、 外置光软驱、 ＵＳＢ 网

卡、 ＡＤＳＬ Ｍｏｄｅｍ、 Ｃａｂｌｅ Ｍｏｄｅｍ 等， 几乎所有的外部设备。
•ＩＥＥＥ １３９４ 接口。 是一种高效的串行接口标准， 功能强大而且性能稳定， 支持

热拔插和即插即用。 它可以在一个端口上连接多达 ６３ 个设备， 设备间采用树形或菊

花链拓扑结构。 没有 ＩＥＥＥ１３９４ 接口的主板也可以通过插接 ＩＥＥＥ１３９４ 扩展卡的方式获

得此功能。
•网卡接口。 计算机通过它与其他计算机网络设备连接起来。 目前常见的网络接

口主要有 ＲＪ － ４５ 接口、 ＦＤＤＩ 接口、 ＡＴＭ 接口等。 大多数微型机的网卡及接口都是集

成在主板上。
•声卡接口。 计算机通过它与音响设备连接起来。 它通常包括 ３ 个音频插孔： 蓝

色的是线路输入插孔， 粉色的是麦克风输入插孔， 绿色的是扬声器输出插孔。 大多数

微型机的声卡及接口都是集成在主板上。
•显卡接口。 计算机通过它与显示器连接起来。 目前的显卡接口类型有 ＶＧＡ

（Ｖｉｄｅｏ Ｇｒａｐｈｉｃｓ Ａｒｒａｙ， 视频图像阵列）接口和 ＤＶＩ（Ｄｉｇｉｔａｌ Ｖｉｓｕａｌ 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 数字视频接

口）。 目前大多数的显示器支持的是 ＶＧＡ 接口。 为了节约成本， 通常将显卡及接口集

成在主板上。







































 



应用探索

（１）应用计算机计算你的学科成绩总分、 平均分， 试应用计算机原理相关知

识来描述计算机的工作过程。
（２）一个完整的计算机系统由哪两大部分组成？ 这两部分有何联系？
（３）计算机硬件由哪五大部分组成？ 各部分的作用分别是什么？
（４）操作系统的作用是什么？ 你知道的有哪些操作系统？
（５）影响计算机硬件性能的主要性能指标有哪些？
（６）请列出几种 ＣＰＵ 型号。
（７）请列出几种主板型号。



３９　　　



















 


　 　 （８）常见的存储设备有哪些？
（９）鼠标的基本操作有哪些？
（１０）目前常用的计算机打印机有哪几种？ 各有何应用特点？
（１１）摄像头、 投影仪、 扫描仪的作用分别是什么？

任 务 １ ４ 　学会使用键盘


①键盘键位分区

②键盘指法




小丽要到某公司去应聘办公文秘岗位， 可是她操作键盘时就像鸡啄米， 这个样子

去应聘太不可靠了， 小丽要能标准、 快速地键盘操作， 那有多好啊！ 怎样规范、 快速

地操作键盘呢？




１ ４ １　 键盘与键盘分区

键盘是计算机中最基本的输入设备。 传统的有 １０１ 键盘、 １０４ 键盘、 １０８ 键盘等，
目前在微型机上常用的是 １０４ 键盘。 按照功能的不同， 可以将键盘分为 ４ 个键区， 分

别是主键盘区、 功能键区、 编辑键区和数字键区， 如图 １ － ２６ 所示。

图 １ － ２６　 １０４ 键盘

１ 主键盘区

主键盘区是键盘的主要使用区， 它的键位排列与标准英文打字机的键位排列是一

样的。 该键盘区包括： 数字键 ０ ～ ９， 字母键 Ａ ～ Ｚ， 标点符号键、 专用符号键（如：％ 、
＆、 ＠ 、 ＃、 ＄ 等）和控制键。 常用控制键的作用如下：

•空格键（Ｓｐａｃｅ）： 是键盘下方最长的键。 因为使用最频繁， 它的形状和位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