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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清华大学出版社一直希望出版一本面向“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本科生的教材——《计算机科学技
术前沿选讲》，这种想法与作者不谋而合。
由于目前市面上这类教材的欠缺，作为一名高校计算机专业的教师，与同行一样，深感该课程教学的
不便。
作者认为“计算机科学技术前沿选讲”这门课涉及的知识和相关信息，计算机专业的在校本科生应该
了解和掌握。
这一点与绝大多数该专业高校教师的想法一致。
然而，由于计算机及相关信息学科发展很快，类似的教材非常少，也不好写。
其结果是在师资力量较强的高校，学术水平较高的老师轮番上阵，而师资力量较弱的高校，只好勉强
应付或干脆放弃这门课的教学。
显然，这与规范化的教学工作是相违背的。
在与清华大学出版社的沟通中，作者介绍了本书在构思方面的三大特色，一是着眼于计算机专业本身
，以该领域的知识为重点展开教学；二是放眼“大”信息学科，将计算机学科拓展到更广泛的信息学
科领域；三是立足一般高等院校（非985高校之类的著名大学）计算机专业的本科生。
这种构思源于目前全国不同高校“计算机科学技术前沿选讲”课程的教学现状。
据了解，目前该课程的教学现状大致分为三类：一是国内著名大学，比如清华和北大等，师资力量雄
厚，可以轻松解决问题；二是“985高校”，其高水平的师资力量也可以解决好这一问题；三是一般高
校的教材和师资都相对比较困难。
作者希望本书规范化的计算机科学技术前沿选讲“模块”对其他院校的计算机专业本科生和教师有一
点点帮助。
编者的想法得到清华大学出版社的认同。
这本书的内容共分五个部分，第一部分计算机硬件，第二部分计算机软件，第三部分网络与安全，第
四部分生物与智能，第五部分计算机应用，共40讲。
第一部分包括电子计算机发明准备、电子计算机发展简史、计算机发展趋势、巨磁电阻效应与硬盘、
有机光存储材料与光盘、集成电路与芯片、芯片设计与制造、超级计算机、量子计算机、纳米器件、
机器人的发展，共11讲。
第二部分包括CMM与敏捷软件设计、软件产品线与网构软件、可信计算、演化计算与软件基因编程
、软件进化论、4GL与软件开发工具酶、知件与智幻体，共7讲。
第三部分包括光通信与其他应用、全球卫星通信、超高速网络、网络生态与青少年上网、网格计算、
人工免疫与计算机病毒、信息对抗，共7讲。
第四部分包括分子机器、生物芯片、生物信息学、生物计算机、人工生命、人工智能、人机接口与一
体化、“合成人”计划，共8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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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从计算机硬件、软件、网络与安全、生物与智能、计算机应用五个方面介绍计算机科学技术及相
关学科的发展前沿，内容涉及计算机发展、现代存储技术、集成电路与芯片、超级计算机、量子计算
机、纳米器件、机器人、现代软件设计技术、软件产品线、网构软件、可信计算、演化计算、软件编
程、软件进化、4GL、软件酶、知件与智幻体、光通信、卫星通信、超高速网络、网络生态、网格计
算、人工免疫、分子机器、生物芯片、生物信息学、生物计算机、人工生命、人机一体化、“合成人
”、计算可视化、核磁共振成像、普适计算、虚拟仪器、数字制造、数字地球与数字城市、智能交通
等，共40个专题。

本书可作为高等院校计算机专业的教材或教学参考书，也可以作为软件、电子、通信、自动化等专业
的教材或教学参考书，还可以作为相关专业技术人员的参考资料，也可供信息学科的爱好者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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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部分  计算机硬件
第二部分  计算机软件
第三部分  网络与安全
第四部分  生物与智能
第五部分  计算机应用
全书思考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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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3.差分机和分析机英国人查尔斯·巴贝奇研制出差分机和分析机，为现代计算机设计思想的发
展奠定基础。
在计算机发展史上，差分机和分析机占有重要的地位。
查尔斯·巴贝奇（见图1-5）出生于1771年12月26日，19岁时考入剑桥大学三一学院攻读数学与化学。
18世纪下半叶，法国政府决定在数学上采用十进制，因而大量数表，特别是三角函数表及有关的对数
表，都要重新计算，这是一项浩繁的计算工程。
法国政府的这一改革虽然没有得到全面实施，但却引起了英国人巴贝奇的兴趣。
他认为可以用机器按照一定的程序去做一系列简单的计算，代替人去完成一些复杂、烦琐的计算工作
。
于是巴贝奇萌发出了采用机器来编制数表的想法。
巴贝奇从用差分表计算数表的做法中得到启发，经过10年的努力，设计出一种能进行加减计算并完成
数表编制的自动计算装置，他把它称为“差分机”。
1822年，他试制出了一台样机。
这台差分机可以保存3个5位的十进制数，并进行加法运算，还能打印结果。
它是一种供制表人员使用的专用机。
但是它的杰出之处是，能按照设计者的控制自动完成一连串的运算，体现了计算机最早的程序设计。
这种程序设计思想的创见，为现代计算机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1834年，巴贝奇又完成了一项新计算装置的构想。
他考虑到，计算装置应该具有通用性，能解决数学上的各种问题。
它不仅可以进行数字运算，而且还能进行逻辑运算。
巴贝奇把这种装置命名为“分析机”。
它是现代通用数字计算机的前身。
按巴贝奇的方案，分析机以蒸汽为动力，通过大量齿轮来传动，它的内存储器的容量设计得比后来20
世纪40年代出现的电子计算机ENIAC还要大一些，因为它太庞大了，所以它没有被制造出来，直
到1991年，才仿制出第一台分析机。
巴贝奇的分析机由三部分构成。
第一部分是保存数据的齿轮式寄存器，巴贝奇把它称为“堆栈”，它与差分机中的相类似，但运算不
在寄存器内进行，而是由新的机构来实现。
第二部分是对数据进行各种运算的装置，巴贝奇把它命名为“工场”。
第三部分是对操作顺序进行控制，并对所要处理的数据及输出结果加以选择的装置，它相当于现代计
算机的控制器。
图1-6是巴贝奇于19世纪20年代制造的差分机模型。
为了加快运算的速度，巴贝奇设计了先进的进位装置。
他估计，使用分析机完成一次50位数的加减只要1秒钟，相乘则要1分钟。
计算时间约为第一台电子计算机的100倍。
巴贝奇在分析机的计算设备上采用穿孔卡，这是人类计算技术史上的一次重大飞跃。
巴贝奇曾在巴黎博览会上见过雅卡尔穿孔卡编织机。
雅卡尔穿孔卡编织机要在织物上编织出各种图案，预先把经纱提升的程序在纸卡上穿孔记录下来，利
用不同的穿孔卡程序织出许多复杂花纹的图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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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计算机科学技术前沿选讲》：高等学校教材·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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