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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高等院校计算机教材系列：16/32位微机原理、汇编语言及接口技术教程》全面论述了微型计算
机的基本系统，微处理器内部结构、指令系统和汇编语言程序设计，微处理器外部特性，存储器系统
，输入输出接口，总线及总线接口，典型的接口芯片及与它们相关联的控制接口技术，还论述了32
位Intel80x86微处理器和32位微机的新技术。
　　针对当前多数高等院校的教学实际展开。
16位内容删繁就简，突出基本原理和技术，32位新技术放在最后一章展开。
　　包括微机原理、汇编语言及接口技术三部分内容，可适应不同学校或专业的各种教学计划，适合
作为&ldquo;汇编语言与接口技术&rdquo;、&ldquo;微机原理与汇编语言&rdquo;、&ldquo;微机原理及
接口技术&rdquo;等课程的教材。
　　提供丰富的教学资源。
作者为《高等院校计算机教材系列：16/32位微机原理、汇编语言及接口技术教程》专门开辟
了&ldquo;大学微机技术系列课程教学辅助网站&rdquo;其中包含丰富的教学资源，帮助读者牢固掌握
所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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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重排序缓冲器将执行阶段与退出阶段分离，它也被分区，每个逻辑处理器可以使用一
半项目。
3）退出逻辑跟踪两个逻辑处理器可以退出的微操作，并在两个逻辑处理器之间交替以程序顺序退出
微操作。
如果一个逻辑处理器没有可以退出的微操作，另一个逻辑处理器就使用全部的退出带宽。
两个逻辑处理器保持各自状态，共享几乎所有执行资源，保证了以最小的花费实现超线程。
同时超线程还保证即使一个逻辑处理器被阻塞或不活动时，另一个逻辑处理器能够继续处理，并使用
全部处理能力。
而这些目标的实现得益于有效的逻辑处理器选择算法、创建性的区域划分和许多关键资源的重组算法
。
2.单芯片多处理器技术实现线程级并行的另一个方式是单芯片多处理器技术，它是在一个芯片上制作
多个处理器，而不是在一个处理器中仅复制结构状态，形成逻辑上的多处理器。
指令流水线让处理器重叠执行多条指令，超标量处理器利用多条指令流水线同时执行多条指令，多处
理器（Multiprocessors）系统则使用多个处理器并行执行多个进程或线程。
多核（Multi-core）技术将多个处理器核心集成在一个半导体芯片上构成多处理器系统。
多核技术在一个物理封装内制作了两个或多个处理器执行核心，使多个处理器耦合得更加紧密，同时
共享系统总线、主存等资源，可以有效地执行多线程的应用程序。
英特尔多核处理器基于不同的微结构有多种形式。
例如，IntelPentium至尊版处理器是第一个引入多核技术的IA-32系列处理器，有两个物理处理器核心，
每个处理器核心都包含超线程技术，共支持4个逻辑处理器，如图13-15a所示。
IntelPentiumD处理器提供两个处理器核心，但不支持超线程技术，如图13.1 5b所示。
这些是基于NetBurst微结构实现的多核技术。
IntelCore：Duo处理器是基于PentiumM微结构的多核处理器。
英特尔酷睿系列处理器才是基于IntelCore微结构的多核处理器，、双核共享L2Cac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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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16/32位微机原理、汇编语言及接口技术教程》特点：全面论述了微型计算机的基本系统，微处理器
内部结构、指令系统和汇编语言程序设计，微处理器外部特性，存储器系统，输入输出接口，总线及
总线接口，典型的接口芯片及与它们相关联的控制接口技术，还论述了32位Intel80x86微处理器和32位
微机的新技术。
针对当前多数高等院校的教学实际展开。
16位内容删繁就简，突出基本原理和技术，32位新技术放在最后一章展开。
包括微机原理、汇编语言及接口技术三部分内容，可适应不同学校或专业的各种教学计划，适合作为"
汇编语言与接口技术"、"微机原理与汇编语言"、"微机原理及接口技术"等课程的教材。
提供丰富的教学资源。
作者为《16/32位微机原理、汇编语言及接口技术教程》专门开辟了"大学微机技术系列课程教学辅助
网站"其中包含丰富的教学资源，帮助读者牢固掌握所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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