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丛书前言

一年一度的对口升学考试牵动着数万考生、教师和家长的心，能在复习迎考期间拥有权威性、

导向性、实用性的精品资料是每个考生最大的心愿。
《单招零距离》丛书的编写一直遵循“为了一切考生、为了考生一切”的宗旨，本着“与时俱进、

精益求精”的理念。丛书编委会在广泛听取各方面专家意见的基础上，认真研究最新考纲的走向，

集众家之长，及时组织省内有丰富教学经验的一线骨干名师对丛书进行改版编写。这些参编人员
中有新考纲、新教材的编写者，有参加对口高考命题的名师以及省中心教研组成员。其所编写资
料权威性、导向性、实用性不言而喻。

单招零距离丛书特色：
精益求精 专家倾力打造，彰显最新命题动态

　　权威预测 各科试题与单招考题常有惊人吻合

　　覆盖面广 １２个单招专业，讲练测全面有机融合

　　实用性强 三轮复习，循序渐进，纵横梳理，直击考点

　　※一轮《总复习方案和配套测试卷》
亮点一：权威性———教研专家与一线名师联袂打造，洞观考纲最新变化，精心编著，成为业

界公认的品牌畅销复习用书。

亮点二：实用性———依纲扣本；突出重点，梳理考点，精析难点；同步配套试卷出新求变，多
层面检测复习效果。

亮点三：导向性———贴近对口高考，适时应变，引领命题最新动态。

　　※二轮《专题点拨与强化训练》
亮点一：精选专题，直击考点，强化训练，合点成面。

亮点二：提纲挈领，精解精析，强化训练，提高能力。

　　※三轮专家预测冲刺金卷
亮点一：汇资深专家之精华，集名校备考之秘笈。

亮点二：精研考试信息动态，体现命题最新趋势。

亮点三：与单招真题高度吻合。

　　本丛书包含公共基础课和专业基础课十多门学科的一、二、三轮复习用（书）（卷）。其中本册
《总复习方案·计算机应用专业综合（下）》，均依托最新考纲，紧扣国家审定教材，编写内容结构合
理，讲、学、练、测全面有机融合，题型、题量科学适当，更能满足广大师生复习迎考的需求。

《单招零距离》丛书多年来得到各方面专家的肯定和关心支持，现已成为广大职教师生有口皆
碑的对口升学教辅第一品牌。“临风斩浪腾云去，欲上天宫揽玉钩”。求学途上苦苦求索的莘莘学
子，愿《单招零距离》助你走向渴望的高校殿堂。

丛 书 编 委 会
ｗｗｗ．ｗｆｊｙｔｓ．ｃｏ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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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计算机原理

专题一　计算机中数据的表示方法

１．了解计算机中数据的分类和表示方法
２．掌握各种数制及其相互转换的方法
３．掌握原码、反码、补码的概念；原码、反码、补码的求法，表示范围，补码的范围
４．掌握ＡＳＣＩＩ编码，ＡＳＣＩＩ编码与汉字编码的各种关系

本专题在历年高考中都有考点出现，例如２００９年出现５个考点，共１０分，其中选择题两分，判断
题４分，填空题４分。涉及的知识点有：汉字编码换算、进制转换、补码的加减运算、ＡＳＣＩＩ码等。
１．进制转换
（１）十进制数转换成非十进制数：
转换时将整数部分和小数部分分开，整数部分采用除基反序取余，小数部分采用乘基取整的

方法，然后将转换的结果分别作为非十进制数的整数和小数部分。
（２）非十进制数转换成十进制数：按数展开求和进制数转换成八（十六）进制数。
（３）二进制数、八进制数与十六进制数之间的转换：
整数部分：从小数部分开始向前，每三（四）位一组构成一位八（十六）进制数，不够三（四）时，

在最左边补０。
小数部分：从小数部分开始向后，每三（四）位一组构成一位八（十六）进制数，不够三（四）时，

在最右边补０。
（４）八（十六）进制数转化成二进制数：
将一位八（十六）进制数用相应三（四）位的二进制数表示。
２．机器数的表示（以字长ｎ＝８为例）
原码：
表示方法：数符位用０表示正，１表示负，数值一般用二进制表示。
表示范围：定点小数：［－（１－２－７），１－２－７］　　　定点整数：［－１２７，１２７］
０的原码表示：［＋０］原＝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０］原＝１０００００００
表示个数：２５５
反码：
表示方法：正数的反码同原码，负数的反码为除符号位外，其他各位按位取反。
表示范围：定点小数：［－（１－２－７），１－２－７］　　　定点整数：［－１２７，１２７］
０的反码表示：［＋０］反＝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０］反＝１１１１１１１１
表示个数：２５５
补码：
表示方法：正数的补码同原码，负数的补码为反码加１。
表示范围：定点小数：［－１，１－２－７］　　　定点整数：［－１２８，１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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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０的原码表示：［＋０］补 ＝［－０］补＝［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表示个数：２５６
３．有关ＡＳＣＩＩ码：是计算机中最常用的字符编码。国际通用的是７位的ＡＳＣＩＩ码。用７位二

进制数表示一个字符的编码，其有１２８个不同的编码值，相应可以表示１２８个不同编码。计算机的
内部用一个字节（８个二进制位）存放一个７位ＡＣＳＩＩ码，最高位置０。

【例１】　某汉字的机内码Ｃ９Ｂ３Ｈ，则其对应的汉字区位码是　　　。
【答案】　４１１９Ｄ
【解题指导】　汉字机内码＝国标码＋８０８０Ｈ，国标码＝区位码＋２０２０Ｈ，汉字机内码＝区位码

＋Ａ０Ａ０Ｈ。由于区位码一般表示为十进制，所以要将十六进制转换成十进制。Ｃ９Ｂ３Ｈ－Ａ０Ａ０Ｈ
＝２９１３Ｈ，２９Ｈ＝４１Ｄ，１３Ｈ＝１９Ｄ。

【例２】　下列这组数据中最小数是　　　。
Ａ．１１０１１００１Ｂ Ｂ．７５ Ｃ．３７Ｑ Ｄ．２Ａ６Ｈ

【答案】　Ｃ
【解题指导】　将各进制数转换成同一进制数后再比较大小。
【例３】　十进制算式４＊４０９６＋７＊５１２＋６＊６４＋５＊８＋３的结果以二进制数表示含有　　　个１。
【答案】　１０
【解题指导】　本式可写成４＊８４＋７＊８３＋６＊８２＋５＊８１＋３＊８０，它所对应的八进制数为

４７６５３，而此八进制数与二进制数１００１１１１１０１０１０１１相对应，所以结果为１０。此题关键是深入理解
“按权展开”的含义。

１．补码１００１１０扩展成八位后的补码是　１１１００１１０　。
【误区】　同学看到后，直接在左端添加两个０，要注意此数为负整数，先求出真值，再去求八位

的补码。若补码为０１１００１，扩展八位如何？
２．若用８位二进制补码形式表示整数，则可表示的最小整数是　－１２８　，最大整数是　１２７　。
【误区】　学生在学习时死记硬背，不能正确理解公式，对一个字长为Ｎ的补码的表示范围为：

－２Ｎ－１～２Ｎ－１－１。
３．已知Ｘ的原码为１１００１０００，Ｙ的原码为１０００１０００，则Ｘ＋Ｙ的补码为　１０１１００００　。
【误区】　学生不能正确理解补码的运算规则：［Ｘ＋Ｙ］补＝［Ｘ］补＋［Ｙ］补，故应将Ｘ，Ｙ转换成

补码形式再计算。

一、选择题
１．下列不同进制的数中最小的数为（　　）。２００７年
Ａ．１０１００１Ｂ Ｂ．５２Ｑ Ｃ．２ＢＨ　 Ｄ．５０Ｄ

２．在７位ＡＳＣⅡ码表中，按照码值从小到大顺序排列的是（　　）。２００７年
Ａ．０～９、ａ～ｚ、Ａ～Ｚ　 Ｂ．０～９、Ａ～Ｚ、ａ～ｚ　 Ｃ．ａ～ｚ、Ａ～Ｚ、０～９ Ｄ．Ａ～Ｚ、ａ～ｚ、０～９

３．在定点二进制运算器中，减法运算一般通过（　　）来实现。２００７年
Ａ．原码运算的二进制减法器 Ｂ．补码运算的二进制减法器
Ｃ．补码运算的十进制加法器 Ｄ．补码运算的二进制加法器

４．下列数中最小的数是（　　）。２００８年
Ａ．［１００１０１０１］原 Ｂ．［１００１０１０１］反 Ｃ．［１００１０１０１］补 Ｄ．［１００１０１０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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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５．计算机中的字符，一般采用ＡＳＣＩＩ编码方案。若已知“Ｔ”的ＡＳＣＩＩ码值为５５Ｈ，则可推出
“Ｐ”的ＡＳＣＩＩ码值为（　　）。２００８年

Ａ．５４Ｈ Ｂ．５３Ｈ Ｃ．５２Ｈ Ｄ．５１Ｈ
６．某Ｒ进制数（６２７）Ｒ＝４０７，则Ｒ＝（　　）。２００９年
Ａ．８ Ｂ．９ Ｃ．１２ Ｄ．１６

７．十进制数－４８用补码表示为（　　）。２０１０年
Ａ．１０１１００００ Ｂ．１１０１００００ Ｃ．１１１１００００ Ｄ．１１００１１１１

二、填空题
１．设寄存器的内容为１０００００００，若它的真值等于－１２７，则为　　　　　码。２００７年
２．目前微型计算机中通用的编码是美国标准信息交换码，简称　　　　　码。２００８年
３．十进制数２５．１８７５对应的二进制数是　　　　　。２００９年
４．已知［Ｘ］补＝０１１１０１１１Ｂ，［Ｙ］补＝０１１０００１０Ｂ，则［Ｘ－Ｙ］补＝　　　　　。２００９年
５．汉字“啊”的机内码是Ｂ０Ａ１Ｈ，对应的区位码是　　　　　。２００９年
６．数Ａ３．１Ｈ转换成二进制是　　　　　。２０１０年
７．已知数字０的ＡＳＣＩＩ码是４８，则数字９的ＡＳＣＩＩ码是　　　　　。２０１０年

三、判断题
１．１０２４个汉字在计算机内存中占１ＫＢ的存储空间。２００３年 （　　）
２．基本ＡＳＣＩＩ码７位二进制数组成，它包含了１２８个字符编码。２００４年 （　　）
３．真值０的补码有＋０和－０两种形式。２００６年 （　　）
４．浮点数的溢出以尾数是否溢出作为标准。２００７年 （　　）
５．一个四位的二进制数最大值是"１１１１"，其值为１５，因此四位的二进制数最多可表示１５种状

态。２００８年 （　　）
６．在计算机内部为简化电路设计，一般采用补码形式进行数值运算。２００９年 （　　）
７．在微型计算机中ＡＳＣＩＩ码用７位表示，所以ＡＳＣＩＩ也用７位存储。２００９年 （　　）

一、填空题
１．计算机中最小的数据单位是　　　　　，一个字节由　　　　　位二进制位组成，而字长

一般是　　　　　的整数倍，　　　　　越长则机器的功能越强。
２．计算机中数据可分为　　　　　型和　　　　　型两大类。
３．国标码（ＧＢ２３１２－８０）共规定了　　　　　个汉字和符号，其中一级汉字　　　　　个，按

　　　　　顺序排列，二级汉字　　　　　个，按　　　　　顺序排列。
４．汉字“国”的区位码是２５９０，其机内码是　　　　　，国标码是　　　　　。
５．１０００个３２＊３２点阵字库占用的存储空间是　　　　　ＫＢ。
６．８．３７５Ｄ＝　　　　　Ｈ＝　　　　　Ｑ＝　　　　　Ｂ。
７．已知［Ｘ］补＝１１１１１１０１，则［－２Ｘ］补＝　　　　　。

二、选择题
８．如果Ｘ＝－０．１０１１０１，用８位二进制表示，那么Ｘ补＝（　　）。
Ａ．１．０１００１０１ Ｂ．１．０１００１００ Ｃ．１．１０１００１１ Ｄ．０．１０１１０１０

９．８位无符号二进制数表示定点整数的范围是（　　）。
Ａ．－１２７～１２７ Ｂ．－１２８～１２７ Ｃ．０～２５５ Ｄ．０～２５６

１０．如６×７的结果为３６，则５×５的结果为（　　）。
Ａ．２５ Ｂ．２１ Ｃ．１２ Ｄ．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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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判断题
１１．１６位二进制数的补码形式可以表示的最小定点整数为－３２７６８。 （　　）
１２．在任何机器数中０的表示形式都有两种。 （　　）
１３．二进制数１００１０１１的反码为１０１１０１００。 （　　）
１４．标准ＡＳＣＩＩ码采用一个字节来存储，最高位置０。 （　　）

专题二　计算机系统的组成

１．掌握计算机的发展，了解计算机的特点、分类与各种应用领域
２．掌握计算机软硬件系统的组成、硬件的结构、软件的分类，了解常用的软件
３．掌握计算机的基本工作原理以及它与其他运算设备的本质区别

本专题内容不多也不难，都是一些常规概念题，属于较易题目。近几年中每年均考到。如
２００９年选择题２分，填空题２分。涉及到计算机的发展、应用、软硬件的组成等。

１．计算机的发展
世界上第一台计算机于１９４６年诞生在美国的宾夕法尼亚大学，取名为ＥＮＩＡＣ。人们将计算

机划分为四个发展阶段，主要是根据计算机所用的电子元器件来区分：电子管时代，晶体管时代，
集成电路时代，大规模和超大规模集成电路时代。
２．计算机的应用
（１）科学计算（最早的应用领域） （２）数据处理（最广泛的应用领域）
（３）过程控制 （４）计算机辅助系统
ＣＡＤ　　　计算机辅助设计　　　　ＣＡＭ　　　计算机辅助制造
ＣＡＩ 计算机辅助教学　　　　ＣＡＴ 计算机辅助测试
ＣＡＥ 计算机辅助教育　　　　ＣＡＰ 计算机辅助出版
ＣＩＭＳ 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
（５）智能模拟
３．硬件系统：从功能上看，主要由控制器、运算器、存储器、输入设备、输出设备五个部分组成。
４．软件系统：软件是指实现算法的程序和相关文档。由系统软件与应用软件组成。系统软件

包括操作系统、语言处理程序、数据库管理系统和服务程序等，其中操作系统是最重要也是最基本
的系统软件。应用软件是用户为了解决某个实际问题而开发的软件，它运行于系统软件之上，主
要包括文字处理软件、表格处理软件、图形图像处理软件等。
５．计算机的工作原理
冯·诺依曼原理，即存储程序和程序控制

【例１】　计算机最主要的工作特点是（　　）。
Ａ．高速度 Ｂ．高精度 Ｃ．记忆能力强 Ｄ．存储程序和自动执行

【答案】　Ｄ
【解题指导】　计算机与一般计算装置的重要区别是它采用存储程序的工作原理。
【例２】　目前微型计算机中采用的逻辑元件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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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小规模集成电路 Ｂ．中规模集成电路
Ｃ．大规模和超大规模集成电路 Ｄ．分立元件
【答案】　Ｃ
【解题指导】　目前使用的计算机一般都是微型计算机，微型计算机采用的主要电子元器件是

超大规模集成电路。
【例３】　微型计算机的发展是以操作系统技术为特征标志。（　　）
【答案】　×
【解题指导】　在传统主机快速发展的同时，出现了以微处理器为主要特征的微型计算机，它

的一次更新也就让微机产生一个阶段性的变化，操作系统虽然对计算机也有较大的影响，但它并
不是衡量计算机发展的主要技术特征。

【例４】　一个完整的微型计算机系统包括　　　　　、应用软件和硬件系统。
【答案】　系统软件
【解题指导】　一个完整的计算机系统包括硬件与软件，其中软件系统主要可分为两类：系统

软件与应用软件。

１．世界上不同型号的计算机，就基本工作原理而言，一般都基于　Ｃ　原理。
Ａ．二进制数 Ｂ．开关电路 Ｃ．存储程序控制 Ｄ．布尔代数

【误区】　学生易将计算机的一般特点与本质特点混淆，计算机最重要的是将程序存储在计算
机中，并在程序的控制下连续自动完成工作。
２．计算机软件按其功能一般分为　系统软件　和　应用软件　。
【误区】　在学习中，对专用名词应在理解概念的基础上熟记，不可混淆系统软件和软件系统，

前者属于后者范畴。
３．计算机硬件和软件交互联系是通过以下　Ｄ　实现的。
Ａ．Ｃ语言 Ｂ．高级语言 Ｃ．汇编语言 Ｄ．机器语言

【误区】　同学在学习中由于不能正确理解各类语言的关系及执行方式，特别是软件操作是如
何转变为硬件动作的，导致曲解题意而答非所问。

一、选择题
１．第一台电子计算机ＥＮＩＡＣ所用的主要元件是（　　）。２００７年
Ａ．晶体管 Ｂ．电子管 Ｃ．集成电路 Ｄ．超大规模集成电路

２．计算机应用最广泛的领域是（　　）。２００８年
Ａ．科学计算 Ｂ．数据处理 Ｃ．ＣＡＤ／ＣＡＭ　 Ｄ．过程控制

３．目前我们所使用的笔记本电脑属于第（　　）代电脑。２００８年
Ａ．一 Ｂ．二 Ｃ．三 Ｄ．四

４．天气预报属于（　　）方面的应用。２００９年
Ａ．科学计算 Ｂ．人工智能 Ｃ．过程控制 Ｄ．辅助设计

５．目前广泛使用的笔记本电脑属于（　　）。２０１０年
Ａ．大型机 Ｂ．中型机 Ｃ．小型机 Ｄ．微型机

６．冯·诺依曼结构的计算机其工作原理一般都基于（　　）原理。２０１０年
Ａ．存储程序与程序控制 Ｂ．二进制
Ｃ．开关电路 Ｄ．布尔代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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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填空题
１．计算机的软件系统按功能可分为　　　　　软件和应用软件两部分。２００７年
２．某中学教师利用自己设计的教学课件为同学们生动形象地讲授课程，这是计算机应用中的

一个领域，我们称该技术或过程为　　　　　。２００８年
３．世界上公认的第一台电子计算机　　　　　１９４６年诞生于美国。２００９年
４．计算机硬件系统中各部件之间传输的信息流是数据流和　　　　　。２０１０年
５．计算机软件一般可分为系统软件和应用软件两类，Ｃ语言编译程序属于　　　　　软件。２０１０年

三、判断题
１．存储程序和程序控制是冯·诺依曼体系结构计算机的基本工作原理。２００４年 （　　）
２．计算机系统由硬件系统、软件系统和操作系统三部分构成。２００５年 （　　）
３．计算机的运算速度 ＭＩＰＳ是指每秒钟能执行几百万条高级语言的语句。２０１０年 （　　）

一、填空题

１．能将高级语言源程序转换成目标程序的是　　　　　。
２．一台计算机的硬件由　　　　　和　　　　　两部分组成，前者由　　　　　和　　　　

两部分组成。
３．到目前为止，计算机都采用　　　　　体系结构。
４．计算机系统软件包括　　　　　、　　　　　、服务性程序和　　　　　。
５．现代计算机的工作原理是　　　　　和程序控制。
６．计算机硬件通常由　　　　　、　　　　　、存储器、输入设备和输出设备五大部件组成。
７．字长是计算机一次能处理的　　　　　进制位数。
８．软件通常分为　　　　　和　　　　　两大类。
９．计算机语言可以分为　　　　　、　　　　　和高级语言三大类。
１０．计算机硬件的核心是　　　　　　　，计算机系统软件的核心是　　　　　　　　。

二、选择题

１１．计算机执行的程序在没有启动时存放在（　　）中。
Ａ．主存 Ｂ．磁盘 Ｃ．外存 Ｄ．ＲＯＭ

１２．计算机软件系统中，编译软件属于（　　）。
Ａ．应用软件 Ｂ．系统软件 Ｃ．文字处理软件 Ｄ．通信软件

１３．自检、自举程存放于（　　）中。
Ａ．ＲＯＭ－ＢＩＯＳ　 Ｂ．主存 Ｃ．外存 Ｄ．光盘

三、判断题

１４．计算机辅助设计的英文缩写是ＣＡＴ。 （　　）
１５．操作系统是计算机和用户之间的接口。 （　　）
１６．由程序设计语言编写出的程序我们称之为源程序。 （　　）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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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三　中央处理器

１．掌握ＣＰＵ的组成、控制器的组成及运算器的组成，掌握ＣＰＵ中寄存器的作用
２．掌握指令周期、机器周期、时钟周期的概念及它们三者之间的关系
３．了解微程序控制、流水线技术、指令系统、乱序执行技术、ＭＭＸ技术、主频、外频与倍频、超

线程技术、双核（多核）技术等典型的ＣＰＵ技术

本专题是原理部分的重点章节，在２００９年高考中出现３题共６分。涉及控制器、运算器的组
成，时钟周期等各种周期的比较及ＲＩＳＣ和ＣＩＳＣ两种指令系统区别。
１．ＣＰＵ的组成
运算器：对数据进行运算和操作的部件，运算器能根据指令功能对数据进行算术运算和逻辑

运算。它主要包含：算术逻辑单元、累加器、通用寄存器、标志寄存器。
控制器：计算机的指挥中心，它负责指挥和控制其他各部件使之有条不紊地进行工作，它主要

由程序计数器、指令寄存器、指令译码器以及时序发生器组成。
２．计算机中的周期
时钟周期是计算机中最基本的周期，若干个时钟周期组成一个机器周期，而指令周期是由若

干个机器周期组成。
３．典型ＣＰＵ新技术
（１）超线程技术：利用特殊的硬件命令，把多线程处理器内部的两个逻辑内核模拟成两个物理

芯片，从而使单个处理器就能“享用”线程级的并行计算的处理器技术。
（２）双核心技术：在一颗ＣＰＵ中真正集成两个物理运行核心，并且每个核心都使用自己独立

的高速缓存，因此在实际使用中双核心处理器和使用两颗独立ＣＰＵ组建的系统在工作原理和性
能上基本没有区别。

【例１】　　　　　　用于存放当前正在执行的指令。
【答案】　指令寄存器
【解题指导】　在ＣＰＵ的控制器中指令计数器、指令寄存器与指令译码器分别负责存放待取

指令的地址、指令及对指令进行分析译码。
【例２】　ＣＰＵ使用流水线技术的目的是为了提高ＣＰＵ的运算速度。（　　）
【答案】　√
【解题指导】　流水线技术就是将一条指令分成多步后再由各电路单元分别执行，目的是在一

个ＣＰＵ时钟周期完成一条指令，从而提高ＣＰＵ的运算速度。
【例３】　ＣＰＵ中有一个标志寄存器是专门用于存放运算结果的特征位。（　　）
【答案】　√
【解题指导】　在ＣＰＵ中有一组通用寄存器和一个标志寄存器，通用寄存器用来存放参与运

算的数据、中间结果或地址，而标志寄存器则用于存放运算结果的特征，如进位标志、溢出标志等。
【例４】　（　　）是用来保存正在执行的程序和数据的部件。
Ａ．指令寄存器 Ｂ．内存储器 Ｃ．程序计数器 Ｄ．外存储器

【答案】　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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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题指导】　指令寄存器是用来存放当前正在执行指令。程序计数器是用来指出下一条指
令的地址。内存储器用来保存正在执行的程序和数据的。外存用来存放ＣＰＵ暂时不用的程序和
数据。

１．精简指令系统就是在复杂指令系统的基础上，通过对指令的压缩来减少指令条数，目的是
为了方便用户的学习和使用。（×）

【误区】　不可从字面上去理解，要理解指令系统与硬件之间的关系。提出精简指令系统的概
念，其目的是为了通过精简指令系统，使得计算机的硬件结构更加合理。
２．采用流水线技术可以缩短每一条指令的执行时间，从而达到提高运行速度的目的。（×）
【误区】　流水线技术是一种将执行指令的若干子操作进行并行处理的工作方式。即在执行一条指令

时，同时取另一条指令，从而提高了ＣＰＵ的运算速度，但就每一条指令而言，其执行时间并没有减少。
３．累加器具有累加功能。（×）
【误区】　学生因对运算器的工作过程不理解，而只根据字面意思判断以至发生错误。累加器

是运算器中的一个寄存器，它不仅用于存放参加运算的数据，也经常用于存放算术运算后的结果，
故称为累加器，但没累加功能。
４．在中央处理器中设置寄存器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提高中央处理器的运算速度。（√）
【误区】　由于不了解寄存器的作用而会做出错误的判断。微型计算机的所有操作都是通过

ＣＰＵ完成的，数据从内存中取出后，送入ＣＰＵ的寄存器中暂存并参加相关运算。寄存器的作用加
快了ＣＰＵ获取数据的速度。

一、选择题
１．主机中能对指令进行译码的器件是（　　）。２００７年
Ａ．控制存储器 Ｂ．运算器 Ｃ．存储器 Ｄ．控制器

２．下列寄存器中，决定指令执行顺序的是（　　）。２００７年
Ａ．指令寄存器 Ｂ．地址寄存器 Ｃ．程序计数器 Ｄ．指令译码器

３．当前正在执行的指令存储在（　　）中。２００９年
Ａ．算术逻辑单元 Ｂ．累加器 Ｃ．指令寄存器 Ｄ．程序计数器

４．ＣＰＵ每进行一次操作，都要有时间开销。下列几种周期按由短到长排列的是（　　）。２０１０年
Ａ．时钟周期、ＣＰＵ周期、指令周期 Ｂ．ＣＰＵ周期、指令周期、时钟周期
Ｃ．指令周期、ＣＰＵ周期、时钟周期 Ｄ．ＣＰＵ周期、时钟周期、指令周期

二、填空题
１．计算机操作的最小时间单位是　　　　　。２００７年
２．运算器由　　　　　、累加器、数据缓冲器及状态标志寄存器等组成。２００７年
３．计算机从指令系统设计的角度可分为ＣＩＳＣ和　　　　　。２００７年
４．当前正在执行的指令代码保存在　　　　　中。２００８年
５．已知ＰＩＩＩＣＰＵ主频为１Ｇ，则该ＣＰＵ时钟周期为　　　　　ｎｓ。２００８年

三、判断题
１．时钟周期是计算机最基本的时间单位。２００３年 （　　）
２．ＣＰＵ的时钟周期通常比存储器读写周期长。２００５年 （　　）
３．与单线程技术相比，采用双核处理及多线程技术的ＣＰＵ能支持的存储容量空间更大，但处

理速度较低。２００６年 （　　）
４．加法运算后的进位标志存放在累加器中。２００７年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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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　　　　

５．程序计数器的位数与ＣＰＵ的地址总线的宽度一致。２００８年 （　　）
６．在ＲＩＳＣ指令系统中，大多数指令可在一个机器周期内完成。２００８年 （　　）
７．一般来说，计算机的字长决定了计算机的运算精度，即字长越长，运算精度越高。２００９年（　　）
８．采用ＲＩＳＣ技术的ＣＰＵ中通用寄存器比采用ＣＩＳＣ技术的要少得多。２００９年 （　　）
９．指令寄存器ＩＲ用来保存当前正在执行的一条指令的代码。２０１０年 （　　）

一、填空题
１．微处理器也称为　　　　　简写为ＣＰＵ。
２．ＣＰＵ主要有　　　　　、　　　　　、　　　　　、　　　　　功能。
３．一个ＣＰＵ能执行的所有指令的集合称为该ＣＰＵ的　　　　　。
４．现代计算机的工作原理是　　　　　　　　　　　　　　　　。
５．ＣＰＵ控制指令严格按程序设定的先后顺序执行称为ＣＰＵ功能中的　　　　　。
６．一般讲ＣＰＵ由　　　　　、　　　　　、寄存器组成。
７．控制器主要由　　　　　、　　　　　、　　　　　、时序产生器和操作控制器等部件组成。

二、选择题
８．Ｃａｃｈｅ主要用于解决内存与（　　）速度不匹配的问题。
Ａ．ＣＰＵ　 Ｂ．外存 Ｃ．寄存器 Ｄ．外设

９．（　　）的功能用于确定下一条指令在主存中的地址。
Ａ．ＰＣ　 Ｂ．ＩＲ　 Ｃ．ＩＤ　 Ｄ．ＳＩ

１０．一个指令周期可划分为若干个（　　）周期。
Ａ．时钟 Ｂ．机器 Ｃ．取指 Ｄ．译码

１１．非访内指令的指令周期为（　　）个ＣＰＵ周期。
Ａ．１ Ｂ．２ Ｃ．３ Ｄ．４

三、判断题
１２．微指令存放在一个由ＲＡＭ构成的控存中。 （　　）
１３．ＣＰＵ由运算器、Ｃａｃｈｅ、控制器三大部分组成。 （　　）
１４．地址寄存器用来保存ＣＰＵ当前所要访问的主存单元或Ｉ／Ｏ端口的地址。 （　　）
１５．多核心技术是今后ＣＰＵ技术发展的一个方向。 （　　）

专题四　指 令 系 统

１．掌握指令系统、指令的概念，掌握指令的格式和指令的分类（零地址指令、一地址指令、二地址
指令、三地址指令），了解基本的寻址方式有哪些及在各种寻址方式下操作数的地址是如何确定的
２．掌握指令的类型及各种指令所具有的功能、知道每类指令中有哪些具体的指令

本专题是高考的必考章节，２００８年高考中出现四题，共８分，２００９年高考中出现３题共６分。
主要涉及指令的格式，指令的功能及寻址方式等。
１．指令：指令由操作码和操作数两部分组成，操作码用于指明指令操作的性质，同时操作码的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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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　　　

也决定了指令系统中指令条数的多少，操作数用于指明指令完成操作所需要的操作数或操作数的地址。
２．指令的寻址方式
立即寻址：指令中直接给出操作数。寻址速度最快。
直接寻址：操作数的地址直接作为批令中的地址码。操作数在内存中。
寄存器寻址：指令中给出存放操作数的寄存器地址，操作数在寄存器中。
寄存器间接寻址：指令中给出寄存器地址，寄存器中存放的是操作数的地址。操作数在内存

中。
存储器间接寻址：指令中给出存放操作数地址的地址。操作数在内存中，访问两次内存，才能

找到操作数。
３．指令的分类
数据传送类：传送类指令（ＭＯＶ、ＸＣＨＧ、ＰＵＳＨ、ＰＯＰ），输入／输出类指令（ＩＮ、ＯＵＴ）。
数据处理类：算术运算类（ＡＤＤ、ＳＵＢ、ＤＥＣ、ＩＮＣ），逻辑运算指令（ＡＮＤ、ＯＲ　ＮＯＴ、ＸＯＲ），移

位指令、串操作指令。
程序控制类：转移指令（ＪＺ）、循环控制指令（ＬＯＯＰ）、子程序调用和返回指令（ＣＡＬＬ、ＲＥＴ）及

程序自中断指令（ＩＮＴ）。
处理机控制类：停机指令（ＨＡＬＴ）、空操作指令（ＮＯＰ）、开中断和关中断指令（ＥＩ、ＤＩ）。

【例１】　下列寻址方式中，能改变程序执行方向的是（　　）。
Ａ．立即数寻址 Ｂ．寄存器寻址 Ｃ．存储器寻址 Ｄ．相对寻址

【答案】　Ｄ
【解题指导】　相对寻址用于改变程序计数器的内容，而程序的执行方向由程序计数器的内容

决定。所以选Ｄ。
【例２】　利用移位指令也可以完成简单的算术运算。（　　）
【答案】　√
【解题指导】　移位指令分成算术移位和逻辑移位，如一个无符号数，左移一位，即在该数的右

边添一个零，即相当于乘以２，所以正确。
【例３】　指令中的操作数不可能在（　　）中。
Ａ．寄存器 Ｂ．指令 Ｃ．主存 Ｄ．硬盘

【答案】　Ｄ
【解题指导】　指令的操作数可能在指令中、主存中、寄存器中，放在不同的位置对应不同的寻

址方式。由于指令是计算机可以直接识别和执行的命令，ＣＰＵ不可能直接到硬盘中读取数据，所
以操作数不可能放在辅助存储器中。

１．一般情况下，指令由　指令操作码　和指令操作数组成。
【误区】　指令包括两部分：操作码用于规定操作的性质，地址码（也称操作数）用于指明参加

操作的对象。学生因对概念不理解，有时错误地写成指令地址码。
２．计算机的指令系统具有良好的移植性、兼容性。（×）
【误区】　一台计算机所有指令的集合构成了该计算机的指令系统。不同硬件结构的计算机，

其指令系统是不一样的，严格地讲，指令系统属于硬件范畴，具有不兼容性，更谈不上良好的移植
性。学生会依据高级语言的可移植性、兼容性，错误地认为指令系统也具有该特性。
３．在微机中，传送指令用于实现主机与外围设备之间的数据传送。（×）
【误区】　在微型计算机中，当内存储器与Ｉ／Ｏ端口是独立编址时，它们不隶属于同一个地址

空间，因此通常将完成ＣＰＵ与内存储器之间数据传送的指令称为传送指令，而将完成ＣＰＵ与Ｉ／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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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　　　

端口之间数据传送的指令称为输入／输出指令。学生因对内存储器与Ｉ／Ｏ端口的编址方式不了
解，导致错误地认为两者所用指令是同一类的。

一、选择题
１．在８０８６指令系统中，属于算术运算类指令的是（　　）。２００５年
Ａ．ＰＵＳＨ　ＡＸ　 Ｂ．ＡＤＤ　ＡＬ，ＤＬ　 Ｃ．ＸＯＲ　ＡＸ，ＣＸ　 Ｄ．ＭＯＶ　ＡＸ，ＢＸ

２．指令中的操作码（　　）。２００６年
Ａ．指出操作数的位置 Ｂ．用于说明操作数的性质
Ｃ．指出操作结果的存储地址 Ｄ．用于说明指令的操作性质及功能

３．主机中能对指令进行译码的器件是（　　）。２００７年
Ａ．控制存储器 Ｂ．运算器 Ｃ．存储器 Ｄ．控制器

４．ＰＵＳＨ入栈和ＰＯＰ出栈指令属于（　　）类指令。２００８年
Ａ．数据传送 Ｂ．数据处理 Ｃ．程序控制 Ｄ．处理机控制

５．（　　）寻址方式是把操作数的地址直接作为指令中的地址码。２００８年
Ａ．立即 Ｂ．直接 Ｃ．寄存器 Ｄ．间接

６．ＭＯＶ属于（　　）类指令。２００９年
Ａ．数据传送 Ｂ．数据处理 Ｃ．程序控制 Ｄ．处理机控制

７．指令系统中采用不同寻址方式的目的是（　　）。２０１０年
Ａ．为增加扩展操作码的数量，并降低指令译码难度
Ｂ．为把指令系统分为ＣＩＳＣ和ＲＩＳＣ
Ｃ．为缩短指令长度，扩大寻址空间，提高编程灵活性
Ｄ．为直接访问外存储器提供可能

二、填空题
１．计算机从指令系统设计的角度可分为ＣＩＳＣ和　　　　　。２００７年
２．指令由　　　　　和地址码两个部分组成。２００８年
３．已知Ａ＝１１０１０１０，Ｂ＝０１０１１０１１，则Ａ　ＸＯＲ　Ｂ＝　　　　　。２００８年
４．一台计算机所有指令的集合就称为　　　　　。２００９年
５．已知操作数Ａ的ｄ７ｄ６ｄ５ｄ４ｄ３ｄ２ｄ１ｄ０ 为１０１１００１０，若需对ｄ６ 位、ｄ０ 位置１，可用Ａ　ＯＲ　　

　　　进行操作。２０１０年

三、判断题
１．指令中的地址码用来指出操作数或存放操作结果的地址。２００４年 （　　）

一、填空题
１．计算机只能识别二进制代码，所以指令必须由　　　　　组成。
２．一种计算所能执行的全部指令的集合，称为这种计算机的　　　　　。
３．　　　　　是程序设计者进行程序设计的最小单位。
４．用计算机指令或机器所能接受的某种语言描述的能指示计算机完成特定操作的命令序列

叫　　　　　。
５．每一条指令都必须有的部分是　　　　　。
６．通常指令编码的第一个字段是　　　　　。
７．ＲＩＳＣ指令系统的最大特点是　　　　　，　　　　　固定，　　　　　种类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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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８．从计算机指令系统设计的角度，可将计算机分为复杂指令系统计算机（ＣＩＳＣ）和　　　　　。
９．只有操作码而没有地址码的指令称为　　　　　指令。
１０．每条指令必须包括两个最基本的部分：　　　　　和　　　　　。

二、选择题
１１．若指令系统有２ｎ种操作，则操作码字段至少需要（　　）位二进制代码。
Ａ．ｎ　 Ｂ．２×ｎ　 Ｃ．２ｎ　 Ｄ．ｎ－１

１２．计算机不能直接识别的语言是（　　）。
Ａ．机器语言和高级语言 Ｂ．汇编语言和低级语言
Ｃ．汇编语言和高级语言 Ｄ．高级语言和低级语言

１３．指令分为一地址指令、二地址指令、三地址指令，其划分依据为（　　）。
Ａ．操作码个数 Ｂ．操作数字段个数
Ｃ．操作码种类 Ｄ．操作数所占字节数

１４．把高级语言编写的源程序转换为目标程序要经过（　　）。
Ａ．编译程序 Ｂ．解释程序 Ｃ．翻译程序 Ｄ．连接程序

三、判断题
１５．汇编语言编写的程序可以被计算机直接执行。 （　　）
１６．指令系统属于硬件范畴。 （　　）
１７．数据处理类指令可以改变程序执行的顺序。 （　　）
１８．指令的地址码给出的是操作数的地址。 （　　）
１９．一台计算机所有指令的集合是该计算机的指令系统。 （　　）

专题五　存 储 系 统

１．掌握ＲＡＭ与ＲＯＭ的分类及各类ＲＡＭ和ＲＯＭ的工作特性、掌握主存有哪些技术指标及
它们的含义
２．掌握ＳＲＡＭ和ＤＲＡＭ的工作特性及特点
３．掌握Ｃａｃｈｅ的物理位置、作用、基本工作原理、基本操作和特点，了解Ｃａｃｈｅ的替换策略；掌

握存储器的分级结构及其实现原理，了解每一级的工作过程

本专题在２００８、２００９年高考中均出现四题共８分，分别为：寻址空间、半导体存储器芯片的字
位扩展及Ｃａｃｈｅ功能等。考题难度不大但面广，希望同学们应注重广度和深度。
１．存储器分类
按存储介质分：磁芯存储器、半导体存储器、磁表面存储器、光盘存储器
按存取方式分：随机存储器、只读存储器、顺序存储器、直接存取存储器
２．主存的性能指标
存储容量、存取周期、存取时间
３．ＲＡＭ
ＳＲＡＭ：利用双稳态电路来存放信息，不掉电情况下信息可长时间保持不变，不需要刷新，其集

成度低、速度快、位价格高，一般用作Ｃａｃｈｅ。
ＤＲＡＭ：利用电容来进行信息存储，需要动态刷新信息才能长时间保持不变，其集成度高、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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