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计算机组成与系统结构>>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计算机组成与系统结构>>

13位ISBN编号：9787030327369

10位ISBN编号：7030327365

出版时间：2011-12

出版时间：科学出版社

作者：白中英　主编，戴志涛，张天乐，覃健诚　编著

页数：328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计算机组成与系统结构>>

内容概要

　　《计算机组成与系统结构(第5版·立体化教材)》由白中英主编，将计算机组成原理和计算机系统
结构两门课合二为一，重点讲授计算机单处理机系统的组成和工作原理，在此基础上扩展讲授并行计
算机的体系结构。
内容共分10章：（1）计算机系统概论；（2）运算方法和运算器；（3）多层次的存储器；（4）指令
系统；（5）中央处理机；（6）总线系统；（7
）外围设备；（8）输入输出系统；（9）安腾高性能处理机体系结构；（10）并行体系结构。
附录A中介绍了配套教材与教学设备。
附录B中给出了计算机组成原理研究生入学统考大纲。
《计算机组成与系统结构(第5版
·立体化教材)》是作者对“计算机组成与系统结构”课程体系、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手段进行
综合改革的具体成果。
《计算机组成与系统结构(第5版·立体化教材)》特色：基础性、时代性、系统性、实践性、启发性融
为一体，文字教材、多媒体CAI软件、教学课件、习题答案库、自测试题库、教学仪器综合配套，形
成“理论、实验、设计”三个过程相统一的立体化教学体系。

《计算机组成与系统结构(第5版·立体化教材)》文字流畅、通俗易懂，可作为计算机及相关专业的教
材，特别适合作软件类和应用类专业的教学用书，也可作为成人自学考试、全国计算机等级考
试NCRE（四级）用书。
《计算机组成与系统结构(第5版·立体化教材)》第四版获2011年普通高等教育精品教材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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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白中英，甘肃省永靖县人。
北京邮电大学计算机学院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

　　在工程和科学研究中，“622小型通用计算机”获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重大成果奖，1项成果获国
家级科技进步三等奖，1项成果获全国发明展银质奖，5项成果获部级科技进步一、二等奖，1项成果获
国家发明专利。
近几年主持完成国家863项目2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2项。
在教育和教学研究中，《计算机组成原理教程》获1992年国家级优秀教材特等奖，“CNCC网络型计
算机辅助教学系统”等4项成果分别获1989年、1993年、1997年、2005年国家级教学成果一、二等奖。
6项成果获省部级教学成果、教材一等奖。
2003年首届北京市“教学名师奖”，2004年科学出版社50周年“优秀作者奖”，2008年国家级优秀教
学团队。
先后出版著作22部，发表学术论文60余篇。
研究方向：计算机系统结构、网络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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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现代的高性能处理机广泛采用指令流水线和超标量体系结构。
指令执行一旦遇到分支转移，在执行判定操作之前，多个功能部件由于无法确定程序的执行方向而空
闲等待，使系统性能明显下降。
在传统流水线体系结构中，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是使用转移预测，也即根据系统预测的条件指令执行
的结果，选择可能性最大的分支加载指令流，并提前执行这一分支的指令流。
而条件分支的预测不可能百分之百正确，一旦预测选择了错误的分支，提前执行的指令全部无效，指
令队列也必须重新排空，多个执行部件必须延迟等待加载正确分支的指令流。
因此，分支预测并不能充分利用处理机流水线的功能部件。
2.安腾的推断技术原理安腾体系结构采用的推断技术处理分支的方法是：利用多个功能部件并行执行
各个分支，然后根据判定结果选取某一分支的运行结果，因而可消除大部分的转移，使得整个系统的
运行速度得到提高。
采用显式并行指令计算技术的安腾处理机将处理机的多个功能部件的并行处理能力与编译器的强大功
能相结合，允许在编译时让编译器对程序进行优化，消除转移，提高效率。
安腾处理机的指令系统允许在每条指令中都指定一个推断寄存器。
编译器将分支的两个路径分别安排在处理机的不同功能部件中并行执行，并给分支中的“then”路径
上的全部指令分配一个推断寄存器Px，给分支中“else”路径上的全部指令分配另一个推断寄存器Py。
程序运行时，处理机遇到分支后，将由多个功能部件沿着分支的两个指令序列并行执行代码。
但处理机执行分支的各路径指令时，只将指令执行结果暂存，并不真正保存结果。
因为在条件判断语句执行完之前，推断寄存器的值是未定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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