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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新一代计算机体系结构》是“十一五”国防特色学科专业教材，主要作为高等学校计算机专业
研究生及本科生“计算机系统结构”课程的通用教材。
为了让本科生也易于接受，在编写时力求做到深入浅出、通俗易懂。
　　计算机硬件技术与计算机软件技术互相制约、互相影响，促进了两种技术的良性发展，从而使计
算机系统结构呈现出迅速发展的态势。
本书的内容主要涉及计算机体系结构的概念、结构、机制及发展，既介绍了计算机系统结构方面已经
成熟的技术，也介绍了国内外最新的研究成果。
　　作者本着三个出发点来编写此书：　　①保证本书内容的先进性。
在介绍计算机系统设计所必须掌握知识的基础上，以提高效率和系统优化为目标，介绍了现阶段计算
机体系结构的先进技术方法，如指令级并行技术、同时多线程技术等。
　　②实例详细，浅显易懂。
各种代码、实例等具体示例的详细分析和说明有助于自学者阅读。
　　③清晰地介绍技术发展的脉络。
本书在介绍原理或算法时，会介绍该技术的开发背景、应用情况以及后续发展，有利于开拓读者实践
和创新的思维方式。
最终向读者清晰而全面地展现现阶段计算机体系结构的原理和本质，紧密结合行业发展，促使计算机
系统结构课程内容向实用化和新理念方向延伸。
　　本书内容分为7章。
第1章论述了计算机系统的概念及其设计原则，通过对冯·诺依曼计算机模型指令集的分类，简要阐
述计算机系统发展的脉络，最后简单介绍几种先进的微体系结构；第2章论述了流水线的基本概念、
分类及性能计算方法，以DLX模型为实例，详细描述了流水线执行细节，最后分析了流水线中相关和
冲突的问题；第3章介绍了指令级并行的概念，详细阐述了实现指令级并行的关键技术或算法；第4章
为线程级并行技术，阐述了多线程技术的概念及分类，详细论述同时多线程技术，并以超线程技术为
例，介绍其工作原理；第5章和第6章分别介绍了超流水、超标量以及超长指令字处理器，主要阐述了
关键技术的主要原理，并且介绍了几种典型处理器的结构和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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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新一代计算机体系结构》作为“十一五”国防特色规划学科专业教材，在介绍计算机系统结构
的基本概念、原理、结构和分析方法的基础上，着重阐述了计算机系统的并行化技术、片上多核技术
，旨在帮助学生在建立计算机系统完整概念的基础上，充分掌握计算机系统结构的最新研发思想和技
术，了解目前最新研发技术领域。
　　《新一代计算机体系结构》可作为高等院校计算机专业高年级本科生或研究生的教材，也可供从
事计算机体系结构设计或嵌入式系统设计的工程技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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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计算机组成与实现　　对计算机组成与实现定义之前，要先介绍一下计算机系统结构的内特性
，计算机系统结构的内特性就是将那些外特性加以“逻辑实现”的基本属性。
这里说的“逻辑实现”就是在逻辑上如何实现这种功能，比如“设计者”给鸡设计了一个一定大小的
胃，这个胃的功能是消化食物，这就是鸡系统的某一外特性，那么怎么消化呢，就要通过鸡吃进食物
和砂石，再通过胃的蠕动，依靠砂石的研磨来消化食物，这里的吃和蠕动等操作就是内特性。
　　计算机实现，也就是指计算机组成的物理实现。
它主要着眼于器件技术和微组装技术。
拿上面的例子来说，这个胃由哪些组织组成，几条肌肉和神经来促使它运动就是“鸡实现”。
　　据此可以分清计算机系统的外特性、内特性以及物理实现之间的关系。
在所有系统结构的特性中，指令系统的外特性是最关键的。
因此，计算机系统结构有时就简称为指令集系统结构。
　　下面介绍计算机组成与实现的定义：　　计算机组成是指计算机系统结构的逻辑实现，包括机器
级内数据流的组成以及逻辑设计等。
它着眼于机器级内各事件的排序方式与控制机构、各部件的功能以及各部件间的联系。
　　计算机实现是指计算机组成的物理实现，包括处理机，主存等部件的物理结构，器件的集成度和
速度、器件、模块、插件、底板的划分与连接，专用器件的设计，微组装技术，信号传输，电源，冷
却及整机装配技术等。
它着眼于器件技术和微组装技术，其中，器件技术在实现技术中起着主导作用。
　　一般，计算机组成设计要确定以下几个方面：　　①数据通路宽度：数据总线上一次并行传送的
信息位数。
　　②专用部件的设置：设置哪些专用部件，如乘法专用部件、浮点运算部件、字符处理部件、地址
运算部件，以及每种专用部件的个数等。
这些与计算机要求达到的速度、专用部件的使用频率以及成本等因素相关。
　　③各种操作对部件的共享程度：如果共享程度过高，即使这些操作在逻辑上互不相关，也只能分
时使用，这样就限制了速度，可以设置多个部件来降低共享程度，用提高操作并行度来提高速度，但
成本也将提高。
　　④功能部件的并行度；功能部件的控制和处理方式是采用顺序串行，还是采用重叠流水或分布处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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