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考试基本要求及适用范围概

807《计算机基础理论》考试大纲

述

计算机基础理论考试主要包括数据结构和操作系统两部分。

数据结构部分要求考生掌握数据结构的基本概念和术语；掌握

包括线性表、栈和队列、串、数组和特殊矩阵、树和二叉树以及图

在内的各种数据结构的基本概念、逻辑结构与存储结构，以及在这

些结构的基础上的相关算法实现；能够针对具体问题选择合适的数

据结构抽象建模，设计合适的存储结构，并采用 C/C++、Java、Python

或类 C 语言描述等程序设计语言基本运算的算法实现；掌握各种查

找、排序算法；能够对基本算法进行复杂度分析。

操作系统部分主要考察学生对操作系统基本概念、结构、策略，

以及一些基本的算法、处理过程的理解与掌握；对构成系统的进程

管理、存储管理、设备管理、文件系统等各模块的工作机理及设计

方法的掌握。重点考察操作系统的设计方法与实现技术，要求学生

能够运用操作系统原理、方法与技术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

本考试大纲适用于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农业信息化技术专业。

二、考试形式

闭卷 笔试

三、考试内容和要求

数据结构和操作系统各占约 50%，具体考试内容和要求如下：

第一部分 数据结构

1. 数据结构概述

 掌握数据结构的基本概念和术语，包括数据、数据元素、数



据项、数据对象、数据结构、数据的逻辑结构、数据的存储

结构、数据类型、抽象数据类型；

 掌握算法特性、算法的时间复杂度分析、算法的空间复杂度

分析。

2.线性表

 理解线性表的基本概念；

 掌握线性表的顺序存储结构及其算法实现；

 掌握线性表的链式存储结构及其算法实现，包括单链表、双

向链表、循环链表。

3.栈和队列

 掌握栈及其特性，理解栈的抽象数据类型；

 掌握顺序栈及其基本算法实现、链栈及其基本算法实现；

 理解函数调用、递归的实现过程、能够利用栈解决表达式求

值、括号匹配等问题；

 掌握队列及其特性，理解队列的抽象数据类型;

 掌握循环队列及其基本运算实现、链队列及其基本运算实现；

 能够利用队列解决银行排队、二叉树层序遍历、图的广度优

先遍历等问题。

4.串、数组和广义表

 掌握串的基本概念及操作、串的定长顺序存储及基本运算；

 掌握数组的定义及操作、数组的顺序存储、特殊矩阵的压缩

存储、随机稀疏矩阵的压缩存储；

 理解广义表的基本概念



5.树和二叉树

 掌握树的定义及基本术语；

 掌握二叉树的定义、二叉树的性质以及二叉树的存储结构；

 掌握二叉树遍历方法，包括二叉树的递归遍历、二叉树的非

递归遍历，并能够应用二叉树遍历算法解决问题；

 掌握线索二叉树的定义和存储结构、二叉树的线索化、线索

二叉树中结点的前驱和后继查找方法。

 掌握树的存储、森林的存储结构、树和森林的遍历、树、森

林和二叉树的相互转换；

 掌握哈夫曼树的定义及特性，并能应用哈夫曼树解决实际问

题。

6.图

 掌握图的基本概念，包括图、无向图、有向图、完全图、图

的连通性等；

 掌握图的邻接矩阵和邻接表等存储结构；

 掌握图的深度优先和图的广度优先搜索遍历算法；

 掌握最小生成树算法（Kruskal 算法和 Prim 算法）、求某个顶

点（单源点）到其余各顶点的最短路径（Dijkstra 算法）、拓

扑排序、关键路径。

7.排序

 理解排序的基本概念；

 掌握插入排序（包括直接插入排序、希尔排序）、交换排序（包

冒泡排序、快速排序）、选择排序（包括简单选择排序、堆排



序）、归并排序、基数排序等基本排序算法及其复杂度分析。

8. 查找

 理解查找的基本概念、查找成功和查找失败的平均查找长度；

 掌握顺序表的查找、有序表的折半查找；

 掌握二叉排序树（包括二次排序树的定义和特点、二叉排序

树的创建、插入、删除结点），掌握平衡二叉树的定义；

 掌握哈希函数的确定方法、处理冲突的方法。

第二部分 操作系统

1.操作系统概述

 掌握操作系统的计算机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

 计算机的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各种不同类型的操作系统以及它

们的特点，了解常用的操作系统以及操作系统的现状；

 掌握操作系统的并发、共享、虚拟、异步等基本特征以及在

操作系统中的一些重要的概念，如并行、并发、时间片等；

 掌握操作系统为用户和应用程序所提供的各种服务、接口和

系统调用等功能；

 掌握操作系统结构设计以及它们的特征和优缺点。

2.进程的描述与控制

 掌握进程的基本概念，包括进程的结构特征、PCB、作业、任

务等，掌握进程的状态以及转换时机；

 掌握进程控制的机制，包括创建、终止、阻塞、唤醒等；

 掌握进程同步的意义、概念和方法；掌握临界区的概念以及

进程同步的四个准则；



 掌握生产者-消费者问题、哲学家进餐问题、读者-写者问题

等经典进程同步问题以及用信号量机制来解决进程同步问题

的方法，能熟练应用同步信号量和互斥信号量；

 理解管程机制；

 掌握进程通信的方法，包括共享存储系统、消息传递系统、

管道；

 掌握线程的概念以及线程和进程的区别；掌握用户和内核线

程的定义、区别；掌握多线程模式下用户和内核线程的关系。

3.处理机调度与死锁

 掌握处理机调度的基本类型、基本概念以及调度准则、衡量

调度算法的指标；

 掌握先来先服务、短作业（进程）优先、高响应比优先、时

间片轮转等基本的调度算法以及抢占式调度和非抢占式调度

的区别；

 理解多级队列调度和多级反馈队列调度的算法。

 掌握死锁的产生原因、定义和四个必要条件；

 掌握处理死锁的基本方法；掌握用银行家算法来避免死锁；

理解资源分配图以及死锁的检测和解除机制。

4.存储器管理

 理解存储管理中的基本概念，包括存储器的层次结构、地址

绑定、逻辑与物理地址空间、动态重定位、动态装入、动态

链接、交换、碎片等；

 掌握存储管理的三种主要的方法：连续分配、分页和分段存



储管理，并掌握这三种机制的方法、算法、区别和联系，其

中重点掌握分页存储管理。

 理解虚拟存储器的概念以及实现方法；

 掌握请求式分页系统的原理；

 掌握 FIFO、最佳、LRU、Clock、最少使用、页面缓冲等页面

置换算法；

 掌握抖动的原因以及检测解决的方法；

 理解提高虚拟存储器效率的多种方法；

 理解请求分段系统的原理。

5.输入输出系统

 掌握现代 I/O 系统的两个基本思想：设备驱动和与设备无关

性；

 掌握 I/O 系统的结构、I/O 系统的功能、模型；

 理解 I/O 设备的分类、控制器、DMA、通道等内容；

 熟悉中断机构运行机制；

 掌握 I/O 控制方式、设备独立性软件；

 掌握 SPOOLing 系统运行机制；

 理解磁盘的结构和管理机制；

 掌握磁盘的性能和磁盘调度算法。

6.文件管理

 理解文件和文件系统的概念、结构、类型，文件的基本操作

等内容；

 掌握文件的逻辑结构及访问方式；



 理解文件控制块、索引节点等概念；

 掌握常用目录结构及其优缺点；掌握目录查询技术；

 理解文件的共享和保护方式。

7.磁盘存储器管理

 掌握三种外存组织方式：连续、链接和索引，以及它们的优

缺点；

 掌握文件存储空间的管理方法，特别是位示图和成组链接法；

 理解提高磁盘 I/O 速度的途径和提高磁盘可靠性的技术；

 了解存储新技术和数据一致性控制方法。

四、主要参考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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