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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德育人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坚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

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我国从1956年开始研制计算机,1958年研制出第1台电子管计算机,1965年研制成功

第1台大型晶体管计算机,1983年研制成功每秒运算1亿次的“银河-Ⅰ”巨型机。虽然起步

较晚,但我国先后自主开发了“银河”“曙光”“深腾”和“神威”等系列高性能计算机,取得令人

瞩目的成果。2019年11月,第一期全球超级计算机500强榜单发布,我国的“神威太湖之

光”“天河二号”分列第三、第四位,以228台蝉联上榜数量第一。以联想、浪潮等为代表的我

国计算机制造业非常发达,已成为世界计算机主要制造中心之一。2002年8月10日,我国

成功制造出首枚高性能通用CPU———龙芯一号。此后龙芯二号、三号相继问世,龙芯的诞

生打破了国外的长期技术垄断,结束了中国近20年无“芯”的历史。

知识学堂

1.1　信息与信息技术

1.1.1 信息技术相关概念

1.信息与数据

  1)信息

信息是现代社会中广泛使用的一个概念,我们生活的环境中充满着信息。刮风下雨、喜
怒哀乐以及用语言、文字、符号、图像和声音等方式表达的新闻、消息、情报和数据等都是信

息。但是,关于信息的定义迄今仍然众说纷纭。控制论创始人、美国数学家维纳认为:信息

是我们在适应外部世界、感知外部世界的过程中与外部世界交换的内容。信息论创始人、美
国数学家香农则认为:信息是能够用来消除不确定性的东西,也就是说,信息能消除事物的

不确定性,把不确定性变成确定性。一般认为,信息是在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类思维活动

中普遍存在的一切物质和事物的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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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数据

描述事物的属性必须借助于一定的符号,这些符号就是数据的形式。所谓数据,是指存

储在某种媒体上可以加以鉴别的符号资料。这里所说的符号,不仅指文字、字母、数字,还包

括了图形、图像、音频与视频等多媒体数据。
信息是通过不同形式的数据表示的。例如,同样是星期日,英文用Sunday表示。一件

商品的生产日期,也可以表示成不同的形式。
数据和信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使用计算机处理信息时,必须将要处理的有关信息转换

成计算机能识别的符号,数据是信息的具体表现形式,是信息的载体,信息的符号化就是数

据。而信息是对数据进行加工得到的结果,它可以影响到人们的行为、决策,或对客观事物

的认知。例如,一件食品的生产日期为2021年8月17日,保质期为5天,而现在是8月27
日,经过计算,就可以得知食品已过期,不能购买。

2.信息技术

人们可以通过手、眼、口等感官获得信息,也可以用照相机、计算机、传感器等仪器设备

更快、更多、更准确地获得信息。信息技术是指人们获取、存储、传递、处理、开发和利用信息

资源的相关技术。在现代信息处理技术中,传感技术、计算机技术、通信技术和网络技术是

主导技术。计算机在其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信息处理过程的每一个环节都是由计算机直

接或间接参与完成的。

3.信息社会

信息社会也称信息化社会,是继工业化社会以后,以信息活动为社会发展的基本活动的

新型社会形态。在信息社会中,信息成为与物质和能源同等重要的第三资源,网络和电网、
自来水管线、煤气管道等公共设施一样,成为人们生活的基础条件。以信息的收集、加工、传
播为主要经济形式的信息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并构成社会信息化的物质基础。
以开发和利用信息资源为目的的信息经济活动正在迅速扩大,逐渐取代工业生产活动而成

为国民经济活动的主要内容。
在信息社会中,信息经济为主导经济形式,信息技术是物质和精神产品生产的技术基

础,信息文化导致了人类教育理念和方式的改变,也导致了生活、工作和思维模式的改变,还
导致了道德和价值观念的改变,随着新技术革命的迅猛发展,信息技术将会给人类带来无法

预测的无数奇迹。

一、单选题

下面关于信息技术的叙述正确的是(  )。

A.信息技术就是计算机技术

B.信息技术就是通信技术

C.信息技术就是传感技术

D.信息技术是可以扩展人类信息功能的技术

【答案】D
【解析】信息技术包括计算机技术、通信技术、传感技术等,它扩展了人类认识世界的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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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选项A、B、C都片面强调一种技术,D选项是合适的。
二、判断题

在信息技术领域,信息的符号化就是数据。(  )

A.正确      B.错误

【答案】A
【解析】数据是信息的表现形式,是信息的载体,信息是对数据进行加工得到的结果。

1.1.2 计算机文化

1.文化的定义

  文化是人类社会的特有现象,是人类行为的社会化,是人类创造功能和创造成果的较高

和较普遍的社会形式。文化应具有以下几方面的基本属性。
(1)广泛性:既涉及全社会的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又涉及全社会的每一个行业、每

一个应用领域。
(2)传递性:这种事物应当具有传递信息和交流思想的功能。
(3)教育性:这种事物应能成为存储知识和获取知识的手段。
(4)深刻性:不是给社会某一方面带来变革,而是给整个社会带来全面、深刻的根本性

变革。

2.计算机文化的内涵

所谓计算机文化,就是以计算机为核心,集网络文化、信息文化、多媒体文化于一体,并
对社会生活和人类行为产生广泛、深远影响的新型文化。计算机文化是人类文化发展的第

四个里程碑(前三个分别为语言的产生、文字的使用与印刷术的发明),代表一个新的时代文

化,它将一个人经过文化教育后所具有的能力由传统的读、写、算上升到了一个新高度———
具有计算机信息处理能力。这就是计算机文化的真正内涵。

1.2　计算机技术概述

1.2.1 计算机的起源与发展

  计算机(computer)也称为“电脑”,是一种具有计算功能、记忆功能和逻辑判断功能的机器

设备。它能接收数据、保存数据,按照预定的程序对数据进行处理,并提供和保存处理结果。

1.计算机的起源

在数字电子计算机发明以前,人们通过手指、绳子、算筹、算盘等工具完成计算,效率很

低。如祖冲之通过算筹工具花费15年时间将圆周率π值计算到小数点后7位。19世纪,
英国数学家查尔斯·巴贝奇最先提出通用数字电子计算机的基本设计思想,并于1822年设

计制造了差分机。1834年他开始设计一种基于计算自动化的程序控制的分析机,他提出了

几乎完整的计算机设计方案,因此被称为“计算机之父”。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军方为了解决大量军用数据的难题,成立了研究小组,开展

数字电子计算机的研制工作。经过三年的努力,1946年2月第一台数字电子计算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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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IAC(electronicnumericalintegratorandcalculator)由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研制成功,
如图1-1所示,该计算机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它是人类历史上第三次产业革命(信息产业)
的标志。

图1-1 第一台电子计算机ENIAC

ENIAC是一个庞然大物,共有17000多个电子管,占地约170平方米,功率为150千

瓦,重达30吨,采用十进制运算,运算速度为每秒5000次加法。当时用它来处理弹道问题,
从人工计算的20小时缩短到30秒。ENIAC的诞生奠定了数字电子计算机的发展基础,开
辟了信息时代,把人类社会推向了第三次革命的新纪元。

2.计算机的发展

1)计算机的发展阶段

人们根据计算机采用的主要电子元器件的不同,将电子计算机的发展分为四代,如
表1-1所示。

表1-1 计算机的发展阶段

类 别 主要逻辑元件 运算速度/s 软  件 应  用

第一代
(1946—1958年)

电子管 几千次 机器语言、汇编语言 科学计算

第二代
(1958—1964年)

晶体管 几十万次
ALGOL、FORTRON
等高级语言

科学计算、数据处理

第三代
(1964—1971年)

中小规模集成电路 几十万~几百万次
操 作 系 统、会 话 式
语言

文字处理、图形处理

第四代
(1971年至今)

大规 模、超 大 规 模
集成电路

上亿~亿亿次 数据库、计算机网络 社会的各个方面

  2)未来计算机的发展趋势

计算机技术是当今世界发展最快的科学技术之一,未来的计算机将以超大规模集成电

路为基础,向以下方向发展。
(1)巨型化。巨型化不是从计算机的体积上考虑的,主要是指研制速度更快、存储量更

大、功能更强、可靠性更高的巨型计算机,主要应用于天文、气象、地质、核技术、航天飞机和

轨道卫星计算等国家的尖端科学技术领域,研制巨型计算机是衡量一个国家科学技术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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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
(2)微型化。微型化主要是从应用上考虑,利用微电子技术和超大规模集成电路技术,

将计算机的体积进一步缩小,价格进一步降低,以便于携带和方便使用。各种笔记本电脑和

掌上电脑的大量使用,是计算机微型化的一个标志。
(3)网络化。网络化是指将计算机和相关装置连接起来,形成网络。计算机网络的作

用不仅是实现基本的软硬件共享,而且可以提供一个分布式的计算平台,极大地提高计算机

系统的处理能力。
(4)智能化。智能化是指计算机具有模拟人的感觉和思维过程的能力。智能化研究包

括模式识别、物形分析、自然语言的生成和理解、博弈、定理自动证明、自动程序设计、专家系

统、学习系统以及智能机器人等。

一、单选题

1.世界上公认的第一台计算机是在(  )年诞生的。
A.1846 B.1864  C.1946 D.1964

【答案】C
【解析】略。

2.下列关于计算机发展史的叙述中,错误的是(  )。

A.世界上第一台电子计算机是在美国发明的ENIAC
B.ENIAC不是存储程序控制的计算机

C.ENIAC是1946年发明的,所以世界上从1946年起就开始了计算机时代

D.世界上第一台投入运行的具有存储程序控制的计算机是英国人设计的EDSAC
【答案】C
【解析】第一台真正意义上的电子计算机是ENIAC,EDVAC是美国人设计的第一台采用

二进制的冯·诺依曼计算机,EDSAC是英国人制造的第一台投入运行的冯·诺依曼计算机。

3.电子计算机的发展过程经历了四代,其划分依据是(  )。

A.计算机体积 B.计算机速度

C.构成计算机的电子元件 D.内存容量

【答案】C
【解析】从ENIAC发展到今天,人们通常把计算机的发展分为四代,是依据构成计算机的

电子元器件来划分的。请读者注意,按照电子元器件可将计算机划分为四代,而不是五代。
二、填空题

未来的计算机将向巨型化、微型化、 、智能化的方向发展。
【答案】网络化

【解析】略。

1.2.2 计算机的特点与分类

1.计算机的特点

  计算机之所以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并能飞速地发展,是因为计算机本身具有许多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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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运算速度快

计算机的运算部件采用的是电子器件,其运算速度远非其他计算工具所能比拟,而且运

算速度还以每隔几个月提高一个数量级的速度快速发展。例如,2021年中国超级计算机

“神威·太湖之光”的峰值计算速度达每秒12.5亿亿次浮点运算。

2)计算精度高

计算机的计算精度取决于计算机的字长,而非它所用的电子器件的精确程度。计算机

的计算精度在理论上不受限制,一般的计算机均能达到十几位到几十位有效数字,经过技术

处理甚至可达到任意的精度。

3)存储容量大

计算机的存储性是计算机区别于其他计算工具的重要特征。存储器不但能够存储大量

的信息,而且能够快速准确地存入或取出这些信息。

4)具有逻辑判断能力

计算机的运算器除了能够完成基本的算术运算外,还可以借助于逻辑运算,让计算机做

出逻辑判断,分析命题是否成立,并可根据命题成立与否采取相应的对策。

5)工作自动化

由于计算机的工作方式是将程序和数据先存放在计算机内,工作时按程序规定的操作

一步一步地自动完成,一般无须人工干预,因而自动化程度高。这是一般计算工具所不具

备的。

6)通用性强

通用性表现在几乎能求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中一切类型的问题,这是计算机能够应

用于各种领域的基础,任何复杂的任务都可以分解为大量的、基本的算术运算和逻辑操作。

2.计算机的分类

随着计算机技术的迅速发展和应用领域的不断扩大,计算机的种类也越来越多,可以从

不同的角度对计算机进行分类,如表1-2所示。

表1-2 计算机的分类

划分依据 名 称 特  点

用途

通用机  适用于解决一般问题,适应性强,应用面广

专用机  
用于解决某一特定方面的问题,配有为解决特定问题而专门开发的硬件与软
件,应用于如自动化控制、工业仪表和军事等领域

规模

巨型机  
又称超级计算机,是一定时期内运算速度最快、存储容量最大、体积最大、造价
最高的计算机,主要用于国民经济和国家安全的尖端科技领域,如预报天气、
模拟核爆炸、研究洲际导弹等

大型机  
硬件配置高档,性能优越,可靠性好,价格昂贵,主要用于金融、证券等大中型
企业数据处理或用作网络服务器

小型机  性能适中,价格相对较低,适合用作中小型企业、学校等的服务器

微型机  
又称个人计算机(PC),通用性好、软件丰富、价格低廉,是目前发展最快、应用
最广泛的计算机之一

工作站  
面向专业应用领域,具有强大的数据运算与图形、图像处理能力,主要应用于
工程设计、动画制作、软件开发、模拟仿真等专业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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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划分依据 名 称 特  点

处理信号

模拟计算机 专用于处理连续的电压、温度、速度等模拟数据,计算精度低,应用范围较窄

数字计算机
专用于处理数字数据,数据处理的输入/输出量都是数字量,是不连续的信息,
具有逻辑判断功能

混合计算机 既可处理数字数据,也可处理模拟数据,具有很强的实时仿真能力

1.2.3 计算机的应用

计算机强大的功能和良好的通用性使得其应用领域扩大到社会各行各业,推动着社会

的发展。计算机的应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科学计算

科学计算是指科学和工程中的数值计算,是计算机最早的应用领域。随着科学技术的

发展,各种领域中的计算模型日趋复杂,靠人工计算无法解决,如在天文学、空气动力学、核
物理等领域中,都需要依靠计算机进行复杂的运算。

2.信息管理

信息管理也称为数据处理,是指以计算机技术为基础,对大量数据进行加工处理,形成

有用的信息。目前,信息管理广泛应用于办公自动化、企业管理、情报检索、报刊编排处理等

领域,是计算机应用最广泛的领域之一。

3.过程控制

过程控制又称实时控制,是指用计算机及时采集检测数据,按最佳值迅速对控制对象进

行自动控制或自动调节。过程控制在冶金、石油、纺织、化工、水电、机械、航天等部门得到广

泛应用。

4.计算机辅助系统

计算机辅助系统是指通过人机对话,使计算机辅助人们进行设计、加工、计划和学习等

工作,如计算机辅助设计(CAD)、计算机辅助制造(CAM)、计算机辅助测试(CAT)、计算机

辅助教育[CBE,包括计算机辅助教学(CAI)和计算机管理教学(CMI)]、计算机集成制造系

统(CIMS)等。

5.人工智能

人工智能(artificialintelligence,AI)是研究怎样让计算机做一些通常认为需要智能才

能做的事情,如判断、推理、证明、识别、感知、理解、设计、思考、规划、学习和问题求解等思维

活动,也称机器智能。目前研究的人工智能主要有博弈、专家系统、机器人、模式识别(如图

像识别、汉字识别等)、机器翻译等。

6.计算机网络与通信

利用通信技术,将不同地理位置的计算机互联,可以实现世界范围内的信息资源共享,
并能交互式地交流信息。Internet的建立和应用使世界变成了一个“地球村”,它正在深刻

地改变着我们的生活、学习和工作方式。目前,基于Internet的物联网技术是新一代信息技

术的重要组成部分。

7.多媒体技术应用系统

多媒体技术是指利用计算机、通信等技术将文本、图像、声音、动画、视频等多种形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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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综合起来,使之建立逻辑关系,并进行加工处理的技术。多媒体技术被广泛应用于通

信、教育、医疗、设计、出版、影视娱乐、商业广告和旅游等领域。

8.嵌入式系统

嵌入式系统是以应用为中心,以计算机技术为基础,软硬件能灵活变化以适应所嵌入的

应用系统,对功能、可靠性、成本、体积、功耗等有严格要求的专用计算机系统。主要应用于

工业控制、仪器仪表、汽车电子、家用消费电子类产品等领域。

单选题

1.CAM的中文含义是(  )。

A.计算机辅助设计 B.计算机辅助制造

C.计算机辅助工程 D.计算机辅助教学

【答案】B
【解析】计算机辅助设计简称CAD;计算机辅助制造简称CAM;计算机辅助教学简称

CAI。请读者注意计算机辅助教育CBE和计算机辅助教学CAI的区别。

2.在计算机应用领域中,下面叙述不正确的是(  )。

A.CAM的全称是ComputerAidedManufacturing
B.CAI即是计算机辅助教学

C.人工智能是研究怎样让计算机做一些通常认为需要人类智能才能做的事情

D.电子计算机一经问世就广泛应用于社会各个部门

【答案】D
【解析】电子计算机ENIAC问世后,计算机的发展就进入了第一个阶段(电子管计算

机),这个时代的计算机主要用于科学计算和科学研究方面,直到发展到第三代计算机(集成

电路计算机),高级语言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计算机才开始广泛应用于各个领域。所以说,电
子计算机一经问世就广泛应用于社会各个部门是不正确的,最初的计算机主要集中在大型

科研机构及高等院校的实验室中。

3.按计算机应用的类型划分,某单位自行开发的工资管理系统属于(  )。

A.科学计算 B.辅助设计 C.数据处理 D.实时控制

【答案】C
【解析】某单位自行开发的工资系统是对非数值信息的处理,因此属于“数据处理”应用

领域。数据处理也称为数据管理或信息管理。

1.3　计算机中数据的表示

在计算机中,不管是什么样的数据,都采用二进制编码形式表示和处理,任何形式的数

据,输入计算机后都必须进行0和1的二进制编码转换。计算机内部之所以采用二进制编

码,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易于表示,技术实现简单(计算机是用逻辑电路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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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逻辑电路通常只有两种状态,刚好可以用二进制的两个数码0和1来表示);二是运算简

单;三是适用于逻辑运算;四是可靠性高。

1.3.1 数制及其转换

1.进位计数制的概念

  用进位的原则进行计数,称为进位计数制,简称数制。日常生活中人们习惯用十进制,有
时也使用其他进制。例如,一周七天,可以看作七进制;一小时60分钟,可以看作六十进制。

在进位计数制中,包含数码、基数、位权三个概念。

1)数码

数码是一组用来表示某种数制的符号。例如,十进制的数码有0,1,2,3,4,5,6,7,8,9。

2)基数

基数是指数制所使用的数码个数,常用r表示,称为r进制,例如,十进制基数是10。

3)位权

位权是指数码在不同位置上的权值,一般是用基数的幂次表示。例如,十进制的位权是10
的幂次。在进位计数制中,处于不同数位的数码代表的数值不同,如十进制123.45可以表示为

1×102+2×101+3×100+4×10-1+5×10-2

2.常用的四种进位计数制

常见的四种进位计数制如表1-3所示。

表1-3 常见的四种进位计数制

进制 数  码 基数 位 权 运算规则 字母标识

十进制 0,1,2,…,8,9 10 10的幂次
逢十进一 
借一当十 

D(可省略)

二进制 0,1 2 2的幂次
逢二进一 
借一当二 

B

八进制 0,1,2,3,4,5,6,7 8 8的幂次
逢八进一 
借一当八 

O

十六进制
0,1,2,…,9,A,B,C,
D,E,F

16 16的幂次
逢十六进一
借一当十六

H

  四种进制的对应关系如表1-4所示。

表1-4 四种进制的对应关系

十进制 二进制 八进制 十六进制 十进制 二进制 八进制 十六进制

0 0 0 0 9 1001 11 9
1 1 1 1 10 1010 12 A
2 10 2 2 11 1011 13 B
3 11 3 3 12 1100 14 C
4 100 4 4 13 1101 15 D
5 101 5 5 14 1110 16 E
6 110 6 6 15 1111 17 F
7 111 7 7 16 10000 20 10
8 1000 10 8 17 10001 21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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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数制转换

1)r进制数转换为十进制数

r进制数转换为十进制数的方法是,先写出按位权展开式,然后按照十进制规则进行求

和计算,其结果就是转换后的十进制数据。例如:
(1101.11)2=1×23+1×22+0×21+1×20+1×2-1+1×2-2=(13.75)10
(75.2)8=7×81+5×80+2×8-1=(61.25)10
(AC.8)16=10×161+12×160+8×16-1=(172.5)10

2)十进制数转换为r进制数

对于十进制数的整数部分和小数部分,在转换时需作不同的计算,分别求值再组合。对

于整数部分,转换规则是除以基数取余数,直到商为0时结束,余数倒序输出;对于小数部

分,转换规则是乘以基数取整数部分,直至小数部分为0或者满足转换精度要求为止,整数

部分顺序输出。
【例1-1】 将十进制数100.125转换为二进制数。
首先对整数100进行转换。采用除2取余法,即逐次除以2,得到余数,直至商为0,将

得到的余数倒排,即为二进制各位的数码,结果为1100100。
对于十进制小数部分0.125,采用乘2取整法,即逐次乘以2,从每次乘积的整数部分得

到二进制数各位的数码,直到剩下的乘积小数部分为0,结果为0.001。
最后得到的结果是1100100.001B,如图1-2所示。

图1-2 将十进制数100.125转换为二进制数

还有一种方法可以将十进制整数部分转换成二进制,称为减权定位法。首先依次写出

各位的位权,将十进制数100依次与二进制的高位权值进行比较,若够减则对应位置为1,
减去该权值后,将差再向下比较;若不够减则对应位置为0,将权值向下比较,重复操作直至

差为0,如图1-3所示。

图1-3 减权定位法

问:所有的十进制数都能精确地转换为二进制数吗?
答:十进制整数能精确地转换为二进制数,但不是任意十进制小数都可以精确地转换

为二进制小数,有些十进制小数是无法精确地转换为二进制小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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