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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并行计算机系统结构与可扩展计算》以当代并行计算机系统结构与可扩展计算为题，从学习指
导的角度，通过知识要点分类组织的方式，着重讨论了并行计算机体系结构的基础（第1-4章）和当代
主流并行计算机系统（第5-8章），以及Web 缓存服务机群（第9章）、网格计算（第10章）、对等计
算技术（第11章）和普适计算（第12章）的可扩展结构与特性、关键技术、性能分析、设计方法及相
应的实例。
每章的部分习题附有详细的范例分析。
　　全书取材先进，体系完整，内容精炼，要点突出，力图反映本学科的最新成就和发展趋势，可作
为高等院校计算机和相关专业高年级学生和研究生的教材或学习指导用书；也可供从事计算机体系结
构和可扩展计算研究的科技人员作为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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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古志民，北京理工大学计算机科学技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学术委员，北京理工大学一美国
伊利诺伊理工学院（BIT—IIT）可扩展计算联合实验室中方主任。
曾获省部级科技进步奖和国家发明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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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学位，1997年获得西安交通大学计算机组织与结构专业工学博士学位，1999年在西北工业大学计算
机科学技术博士后流动站出站，2003年由国家公派，在英国伯明翰大学计算机科学学院做访问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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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绪论　　本章学习并行计算机系统结构的基本概念、Flynn分类、当代并行计算机典型的
或流行的系统、构筑并行机系统的存储结构，以及可扩展性和并行处理涉及的有关问题。
　　1.1　并行机系统结构　　1964年Amdahl等人认为，计算机系统结构是由程序设计者所看到的一个
计算机系统的属性，即计算机系统的软硬件界面，如图所示。
计算机系统结构作为一门学科，主要研究软件、硬件功能分配和对软件、硬件界面的确定。
与系统结构相关的概念有计算机组成和计算机实现，计算机组成是系统结构的逻辑实现；计算机实现
是计算机组成的物理实现。
　　并行计算机系统是由多个处理单元组成的相互通信和协作的计算机系统，能快速、高效地求解大
型的复杂问题。
在这个定义中隐含着很多问题，比如处理单元的多少及其功能的强弱、处理单元间连接方式及其拓扑
结构、处理单元的数据如何传输、怎样实现同步与互斥、不同存储层次中的数据一致性等问题。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并行计算机系统结构与可扩展计算>>

编辑推荐

　　《并行计算机系统结构与可扩展计算》共分12个章节，主要从学习指导的角度，通过知识要点分
类组织的方式，着重讨论了VLSI微处理器、互连通信技术、对称多处理机系统、大规模并行处理机系
统、Blue Gene超级计算机等内容。
该书可供各大专院校作为教材使用，也可供从事相关工作的人员作为参考用书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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