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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计算机组成的经典教材。
全书着眼于当前计算机设计中最基本的概念，展示了软硬件间的关系，并全面介绍当代计算机系统发
展的主流技术和最新成就。

　　同以往版本一样，本书采用MIPS处理器作为展示计算机硬件技术、汇编语言、计算机算术、流水
线、存储器层次结构以及I/O等基本功能的核心。
书中强调了计算机从串行到并行的最新革新，在每章中都纳入了并行硬件和软件的主题，以软硬件协
同设计发挥多核性能为最终目标。

　　本书适合作为高等院校相关专业的本科生和研究生教材，对广大技术人员也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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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存储器层次结构可以由多层构成，但是数据每次只能在相邻的两个层次之间进行复制
。
因此我们将注意力重点集中在两个层次上。
高层的存储器靠近处理器，比低层存储器容量小且访问速度更快，这是因为它采用了成本更高的技术
来实现的。
如图5-2中所示，我们将一个两级层次结构中存储信息的最小单元称为块（block）或行（line），就像
在图书馆中，一个信息块就是一本书。
存储系统采用层次结构后，用户对于存储器的认识就是：它的容量和层次结构和容量最大的那层存储
器相同，而访问速度和最快的那层存储器相当。
在很多嵌入式系统中，闪存已经代替了磁盘，对于台式计算机和服务器来说可能会在存储层次中引入
新的一层；见6.4 节。
被认为一个是高层次，一个是低层次在每一层中，那些存储信息的最小单元被称为块或者行。
通常在层次之间复制时按整块进行传输。
如果处理器需要的数据存放在高层存储器中的某个块中，则称为一次命中（这就好像正好从书桌上的
一本书中找到所需的信息一样）。
如果在高层存储器中没有找到所需的数据，这次数据请求则称为一次缺失。
随后访问低层存储器来寻找包含所需数据的那一块（如同从书桌旁走到书架前去寻找所需的书籍）。
命中率，或命中比率，是在高层存储器中找到数据的存储访问比例，通常被当成存储器层次结构性能
的一个衡量标准。
缺失率（1-命中率）则是数据在高层存储器中没有找到的存储访问比例。
追求高性能是我们使用存储器层次结构的主要目的，因而命中和缺失的执行时间就显得尤为重要。
命中时间是指访问存储器层次结构中的高层存储器所需要的时间，包括了判断当前访问是命中还是缺
失所需的时间（浏览书桌上书籍所花费的时间）。
缺失代价是将相应的块从低层存储器替换到高层存储器中，以及将该信息块传送给处理器的时间之和
（从书架上取另一本书并将它放到桌上的时间），由于较高存储层次容量较小并且使用了快速的存储
器部件，因此比起对存储层次中较低层的访问，命中时间要少得多，这也是缺失代价的主要组成部分
。
（同样，查找书桌上书籍的时间比站起来到书架前查找一本新书所需的时间要少得多）。
在这一章中我们也将看到，用来构建存储器层次结构的这些概念也将影响到一台计算机的许多其他方
面，包括操作系统如何管理存储器和I/O，编译器如何产生代码，甚至对应用程序如何使用计算机也
产生一定影响。
当然，由于所有程序花费大量时间访问存储器，因而存储系统必然成为评估机器性能的一个主要指标
。
利用存储器层次结构来达到性能的提升意味着，在过去程序员可以把存储器看成是一个平台随机访问
存储设备，而现在必须理解存储层次结构如何工作才能获得良好的性能。
稍后我们将举例来说明其重要性（见图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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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计算机组成与设计:硬件、软件接口(原书第4版)》特色：涵盖从串行计算到并行计算的革命性变革
，新增了关于并行化的一章，并且每章中还有一些强调并行硬件和软件主题的小节。
新增一个由NVIDIA的首席科学家和架构主管撰写的附录，介绍了现代GPU的出现和重要性，首次详
细描述了这个针对可视计算进行了优化的高度并行化、多线程、多核的处理器。
描述一种度量多核性能的独特方法——Roofline模型，自带AMDOpteronX4、IntelXeon5000
、SunUltraSPARCT2和IBM Cell的基准测试和分析。
涵盖一些关于闪存和虚拟机的新内容。
提供了大量富有启发性的练习题。
将AMDOpteronX4和Inter Nehalem作为贯穿《计算机组成与设计:硬件、软件接口(原书第4版)》的实例
。
用SPECCPU2006组件更新了所有处理器性能实例。
这本最畅销的计算机组成书籍经过全面更新，关注现今发生在计算机体系结构领域的革命性变革二从
单处理器发展到多核微处理器，从串行发展到并行。
与前几版一样，《计算机组成与设计:硬件、软件接口(原书第4版)》采用了MIPS处理器来展示计算机
硬件技术、汇编语言、计算机算术、流水线、存储器层次结构以及I／O等基本功能。
此外，奉书还包括一些关于ARM和x86体系结构的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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