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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PCI Express是一种新的IO互连结构，被称为第三代本地IO总线，与其前任总线（PCI/PCI?X）相比，在
总线结构上采取了根本性的变革，以满足现在的及将来的处理器和外围设备提出的更高的带宽要求。
本书首先对PCI/PCI?X总线架构作了全面、简要的介绍；然后在整体描述PCI Express架构的基础上，逐
一对PCI Express所采用的新方法、新思路和新技术进行了深入的描述与讨论；最后完整地介绍了与PCI
兼容的PCI Express配置机制及配置寄存器。
使读者在了解新一代IO互连结构的过程中获得计算机体系结构方面的理论和知识，提高计算机系统硬
件和软件的开发能力。
    本书可作为高等院校计算机专业及相关研究领域的研究生教材，可为从事相关专业本科教学的老师
提供教学参考，对于从事个人计算机系统设计和应用开发的科技人员来说，也是一本内容翔实，可读
性强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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