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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电子计算机是人类在20世纪最重大的科技创造之一。
自20世纪40年代诞生第一台用电子管制造的现代电子计算机以来，电子计算机的主要元件先后经历了
真空管、晶体管、中小规模集成电路、大规模超大规模集成电路4代。
超大规模集成电路的发展，把计算机的主体——中央处理单元（CPU）集成在一个芯片上，称为微处
理器，使计算机进入了微型计算机时代。
自从1981年IBM公司进入了微型计算机领域并推出了IBM—PC以后，计算机的发展开创了一个新的时
代——微型计算机时代。
微型计算机的迅速普及，使计算机真正广泛应用于工业、农业、科学技术领域以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
面。
以前的大型机（MainFrame）、中型机、小型机的界线已经日益模糊与消失。
随着微型机应用的普及及技术的发展，芯片与微型机的功能和性能迅速提高，其功能已经远远超过
了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中小型机甚至超过了大型机。
到了20世纪90年代，随着局域网、广域网、城际网以及Internet的迅速普及与发展，微型计算机从功能
上可分为网络工作站（客户端——Client）和网络服务器（Server）两大类型。
网络客户端又称为个人计算机（台式PC或笔记本PC）。
在个人计算机中，其核心是中央处理单元（CPU）。
Intel公司的芯片在个人计算机中占据了统治地位（约占80％）。
形成了个人计算机芯片的主流——x86系列结构。
x86系列结构从8位的8088、16位的8086发展到32位的80386、80486直至奔腾4（P4）以及最近推出的双
核心、四核心的处理器，其功能与性能都有近千倍的提升。
由于广泛的应用，x86系列结构已成了事实上的工业标准。
其他厂商，例如AMD也推出依从这样的体系结构的兼容的CPU，并得到了大量应用。
网络时代的来临、多媒体信息的数字化等，都使信息爆炸般增长。
信息的存储、处理、交换都强烈地促进微处理器向64位时代过渡。
当前主流的64位处理器是AMD公司的x86—64系列，它是与32位x86处理器兼容的，得到了迅速的发展
和广泛的认可与应用。
为此，Intel公司也推出了与IA一32（32位x86系列处理器）兼容的Intel64位体系结构处理器。
这两种64位处理器，无论从应用编程还是系统编程的角度来看都是一致的，所以作者把这两者综合起
来统一进行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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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64位微处理器系统编程和应用编程》综合了Intel公司和AMD公司的x86系列的64位处理器的应用
和系统编程，是作者《微型计算机系统原理及应用（第五版）》一书向64位处理器的扩展与提高。
反映了当代微处理器的最新发展。
《64位微处理器系统编程和应用编程》详细介绍了64位处理器的应用编程和64处理器体系结构系统编
程的具体内容，对于应用编程和系统编程的开发者都是十分重要和有用的。
　　《64位微处理器系统编程和应用编程》适合希望了解和应用64位处理器的科技人员使用，也可作
为高等院校相关课程的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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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周明德，教授，1959年毕业于清华大学计算机专业。
毕业后留校。
讲授过“脉冲技术”、“微型计算机原理及应用”等课程。
在全国普及微型计算机的高潮中，应邀在全国各地讲授了数十次“微型计算机原理”课程，并制作了
录像带在各地播放，受到了极高的评价，为普及微型计算机起到了重要作用。
曾任中国计算机技术服务公司总工程师，为电子部有突出贡献专家，享受政府津贴。
主持了国家“八五”、“九五”重点科技攻关项目“国产操作系统开发”，任副总设计师。
此项目获电子部科技进步特等奖，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著有《微型计算机系统原理及应用》、《64位微处理器应用编程》、《64位微处理器系统编程》、
《UNIX／Linux核心》等书，共约三百余万字。
累计发行三百余万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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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此流水线设计以高速、流水线的微处理器解决公共问题。
这些问题中的两个构成主要的延迟源。
从目标读取的指令的译码时间；由于在缓存行的中间的分支目标，浪费了译码带宽。
流水线的追踪缓存的操作解决这些问题。
指令由转换引擎（取指／译码逻辑部分）经常地读取和译码并构造为称为追踪的微操作序列。
在任何时候多追踪（代表预取分支）存放在追踪缓存中。
为了跟在有效分支后的指令，搜索追踪缓存。
若指令也作为预取分支中的第一条指令出现，从内存层次中读取和译码指令，且预取的分支变为指令
的新的源。
追踪缓存和转换引擎共同操作分支预测硬件。
分支目标基于它们的线性地址用分支目标缓冲器（BTB）被预测，尽可能快地被读取。
2．超序执行核超序执行核超序执行指令的能力是允许并行的一关键因素。
此特性允许处理器重排序指令，因此，一个微操作被延迟围绕它的其他微操作可能处理。
处理器使用若干缓冲器以平滑微操作流。
核心设计以推动平行执行。
每个周期它能分派多至6个微操作（这超过了追踪缓存和撤出微操作带宽）。
大多数流水线每个周期能开始执行一个新的微操作，所以对于每个流水线，若干个指令同时在处理中
。
一些算术逻辑单元（ALU）指令每周期能开始两个；许多浮点指令每两个周期启动一个。
3．撤出单元撤出单元接收从超序执行核执行的微操作的结果并处理此结果，所以，体系结构状态按
照原始的程序顺序更新。
当一微操作完成和写它的结果时，它被撤出。
每个周期可能撤出多至3个微操作。
重新排序缓冲器（ROB）是处理器中缓冲完成的微操作、按序更新体系结构状态和管理执行顺序的单
元。
撤出节也保持分支的踪迹和送更新的分支目标信息至BTB。
然后清除不再需要的预取的踪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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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64位微处理器系统编程和应用编程》特色针对当前应用最广泛的两种64位处理器——Intel和AMD的
四核处理器作为基础进行介绍分析。
反映了当代微处理器的最新发展。
把Intel和AMD两种处理器综合起来进行分析。
不论是应用编程还是系统编程，《64位微处理器系统编程和应用编程》的内容对两种处理器都适用。
应用编程全面而完整：既有通用编程，又有利用x86处理器的浮点和数学运算编程以及利用MMX技术
和SSE2、SSE3、SSSE3的多媒体和科学计算的应用编程。
《64位微处理器系统编程和应用编程》包括了应用编程的详尽内容，也包含了系统编程的主要内容，
对于绝大多数应用者自如地编程和应用是足够的。
《64位微处理器系统编程和应用编程》立足于应用。
给出了丰富的编程实例。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64位微处理器系统编程和应用编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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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