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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２１世纪，科学技术的发展瞬息万变，信息高速公路的运转使人才培养工作进入了一

个知识爆炸的全新时代，国际科学技术知识大循环带来了又一次科学革命，形成了不可阻挡的

潮流。新的时代需求新型人才，创新科学技术产生需要新的人才培养模式，新型师资队伍的建

设，靠与国际先进水平接轨的现代化科学方法熏陶学生。
医学实验学教学改革工作在教育部的领导下已在我国全面铺开，为了培养多用型、综合型

人才，国家实施了精品教育工程计划，建立国家级医学实验示范中心是举措之一。正是在这一

宏观教育改革精神的指导下，中国医科大学的基础医学被评为“国家级医学基础实验教学示范

中心”。从此，医学基础实验课的考试分数与理论课平分天下，各占据半壁江山。
教材是教学的载体，迄今为止我国还没有一套国家规划的专门的医学基础学科实验教材

供学生使用，这严重影响了国家教育改革措施的落实。由于中国医科大学是“三基三严”教学

理念的发祥地，医学基础教育改革在ＣＭＢ课题支撑下引领风骚，医学基础师资底蕴丰厚，因
此，从２００８年起我校示范中心联合其他兄弟院校组织了一系列医学基础课实验学教材的编

写。本套实验教材目前陆续出版的有：
《人体机能学实验教程》　冯甲棣等主编

《医学生物学实验教程》　赵彦艳等主编

《组织工程学实验教程》　柏树令等主编

《生物医学工程学实验教程》　沙宪政等主编

《生物医学信息管理学实验教程》　沙宪政等主编

《医学实验仪器检测学实验教程》　崔泽实等主编

《人体形态科学实验教程》　吕永利等主编

《解剖学实验教程》　吕永利等主编

《病原生物学实验教程》　罗恩杰等主编

这些教材的编写均是实验教学领域中新的尝试，主要为了适应迅速发展的医学实验教学

与人才培养的需要，也是为提高我国的医学教育质量，推动我国医学教育的发展应尽的一份努

力，应献的一份爱心。在此，欢迎兄弟院校多给我们提出宝贵意见。

中国医科大学

２００９年１１月



本书是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医学）及其相关专业的配套实验教材，分为基

本实验、综合实验和创新实验三部分。基本实验介绍了有关计算机组成及原理，

数据库，程序设计，网络设置，信息资源的建设、组织、检索和管理等４２项实验；

综合实验介绍了有关计算机、生物医学信息管理和毕业学习的１５项实验；创新

实验则介绍了有关管理信息系统的设计、分析、预测、评估及毕业实习和毕业论

文设计等内容。本书可供医学信息学与医院管理等专业的学生使用，还可供研

究生、临床工作者及医院管理者在工作中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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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本为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医学）相关专业的实验教学准备的教材。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医学）专业是个年轻的专业，其专业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也几经嬗

变：从最初的以图书情报管理为重点，转变为目前的以医学知识为基础，计算机科学技术和信

息管理学知识并重的教学模式。在这些教学活动中，实践教学一直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它

既是学生学习过程中理解、消化课堂知识的重要环节，也是培养学生工作技能、胜任未来信息

管理工作的主要手段。多年来，国内众多的医学信息管理专业大都采用的是自编的实验讲义

和实习手册，系统介绍医学信息专业实验教学的实习教材一直没有问世。借着医学基础实验

教学示范中心教材建设的契机，我们组织中国医科大学医学信息学系全系教师编写了这本实

验教程。

本书按照实验教学的特点，将实验教学内容分成了基本实验、综合实验和创新实验三个部

分。每个部分按照计算机基础课程和信息管理课程的体系组织各种实验，每个实验一般设置

实验目的、背景知识、实验内容与步骤、实验环境与工具、思考与练习等内容。

这本教材是我们多年来实验教学经验的积累，是众多老师教学智慧的结晶。其主要特点

包括以下几点：

１．全面。实验内容涉及医学信息专业的各个课程，包括从计算机基础技能到信息管理知

识；对每一个实验课程也系统地介绍了开展该项实验所必需的知识和步骤。

２．新颖。实践教学内容中包括了相关领域的最新进展，如网络信息分类法的使用，利用

学科资源导航技术的最新进展构建学科（专题）信息门户等内容。在教学方法上，相当部分的

课程采用了“以问题为基础的学习”（ｐｒｏｂｌｅｍ　ｂａｓｅｄ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ＰＢＬ）的模式。

３．实用。在具体实验的介绍中，背景知识部分详细介绍了实验中必须预先掌握的知识要

点，可以作为学习相应课程内容的纲要，同时大部分实验都设有思考题。

本书适用于医学信息学专业的学生在专业实验课程学习中使用，也可供高校相关专业教

师在实验课教学中参考。

作　者

２０１０年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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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计算机组成原理

【实验目的】
计算机组成原理的重点是单处理机系统的组成原理与内部运行机制。通过相关实验能够

使学生理解单处理机系统的组成结构以及各功能部件的工作原理，帮助学生建立起有关计算

机的整体概念，使学生对一些新技术、新产品以及计算机硬件的发展方向有一定的了解，从而

为进一步学习计算机后继课程打下良好的基础。
【实验项目】

１．计算机ＣＭＯＳ设置

２．计算机启动过程

３．计算机构件

【实验环境与工具】

１．实验环境　计算机实验室。

２．实验工具　计算机硬件、软件。

教材及参考书

［１］ 白中英 ．计算机组成原理．第４版．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８．

实验一 　计算机ＣＭＯＳ设置

　　【实验目的】

１．掌握计算机ＣＭＯＳ的设置方法。

２．了解计算机ＣＭＯＳ如何存储计算机硬件等信息。
【背景知识】

ＣＭＯＳ的概念，计算机ＣＭＯＳ的加载方法。
【实验内容与步骤】

１．设置出厂设定值，见图１－１。
“ＬＯＡＤ　ＳＥＴＵＰ　ＤＥＦＡＵＬＴＳ”是载入出厂设定值，实际上就是推荐设置，即在一般情况

下的优化设置。将光标用上下箭头移到该项，然后回车，屏幕提示“是否载入默认值”。



　 ４　　　　

图１－１　载入出厂设定值

图１－２　载入默认值

键入“Ｙ”，计算机ＣＭＯＳ将被设置为出厂设定值。如果在该设置下，电脑出现异常现象，
可使用“ＬＯＡＤ　ＢＩＯＳ　ＤＥＦＡＵＬＴＳ”项来恢复ＢＩＯＳ默认值（图１－２），它是最基本的也是最安全

的设置，在这种设置下一般不会出现设置问题，但有可能使电脑性能不能得到最充分的发挥。

　　第一篇　基 本 实 验



５　　　　 　

２．检测硬盘参数，见图１－３。

图１－３　ＩＤＥ设备检测

将光标移到该项，键入回车，电脑自动检测硬盘信息。图１－４是硬盘工作模式。图１－５显

示了计算机检测到的硬盘参数信息。

图１－４　硬盘工作模式

第１章　计算机组成原理　　



　 ６　　　　

图１－５　硬盘参数

　　３．设置软驱，标准设置，见图１－６。

图１－６　标准设置

将光标移到“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ＣＭＯＳ　ＳＥＴＵＰ”上，按下回车，然后可对软驱进行设置，见图１－
７。

４．设置启动顺序，见图１－８。

设置完硬盘和软驱，电脑就可以正常工作了。但通常，还要考虑从光盘启动还是硬盘启动

的问题。

将光标移到“ＢＩＯＳ　ＦＥＡＴＵＲＥ　ＳＥＴＵＰ”，键入回车。

条目“Ｂｏｏｔ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是指电脑的启动顺序。如果设置成Ｃ，Ａ，电脑启动时将从硬盘引导

区加载系统信息来启动计算机。如果设置成Ａ，Ｃ，则电脑启动时就会先检查Ａ驱动器中是否

　　第一篇　基 本 实 验



７　　　　 　

图１－７　软驱参数设置

图１－８　启动顺序

有系统盘，如果有，电脑将从软盘中读取系统信息，启动电脑。修改启动顺序项，见图１－９。

５．设置密码，见图１－１０。
在ＣＭＯＳ里有两个密码设置项。一个是高级用户密码，一个是一般用户密码。

第１章　计算机组成原理　　



　 ８　　　　

图１－９　修改启动顺序项

图１－１０　用户密码设置

　　

　　第一篇　基 本 实 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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