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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电子与信息工程系列：并行时域有限差分方法的VALU加速技术》
是关于使用计算机处理器中的矢量运算单元（Vector Arithmetic Logic Unit，UALU）加速并行时域有限
差分方法的著作，介绍了如何使用SSE指令集通过VALU加速并行的时域有限差分方法，并通过对一个
具有矢量运算单元加速的三维高性能并行时域有限差分程序的详细分析，说明了具体应用方法和技术
，这个程序的高性能已经在许多实际应用中对于不同的硬件平台得到过验证。
与GPU、IBMCell处理器和FPGA加速技术相比，矢量运算单元加速更加有效并且不需要增加任何额外
的硬件设备。
　　《“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电子与信息工程系列：并行时域有限差分方法的VALU加速技术》
对于当前最热门的研究方向之一的云计算，也介绍了一些基本概念以及在工程计算中的应用。
　　《“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电子与信息工程系列：并行时域有限差分方法的VALU加速技术》
适合用于电磁场与微波技术专业及其他工程计算专业的高年级本科生与研究生的参考书，也可以用作
电磁场与微波技术专业及其他工程计算专业老师、研究人员和电气工程师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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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当今各类高性能计算机工作站和服务器的主流处理器（CPU）都是由AMD或者Intel
提供的。
无论是工程仿真计算程序的开发者还是应用者，都十分关心如何提高计算机工作站和服务器的性能。
很难准确比较AMD处理器和Intel处理器的性能，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在一个给定平台上得到一个绝对的
比较指标。
无论是AMD处理器还是Intel处理器，通常我们关心如下可能影响到电磁仿真性能的重要指标。
 ①主频：它是影响电磁仿真性能的一个重要指标，计算机主频与仿真速度成正比。
就仿真性能来说，主频越高电磁仿真的速度就越快。
 ②核数：它是一个重要指标并决定VALU的数量。
一般来说，核数越多，VALU的数量越多，电磁仿真的速度就越快。
 ③制造工艺：制造工艺越高、功耗越小，性能越好。
例如，对于32 nm工艺和45 nm工艺的处理器，如果其他指标相同，32 nm工艺处理器的性能要好得多。
 ④L1缓存：它的数量直接影响电磁仿真的速度。
缓存的数量越大电磁仿真速度就越快。
每个核都有自己的L1缓存。
 ⑤L2缓存：L2缓存比L1缓存慢，它的数量也影响电磁仿真的速度。
缓存的数量越大电磁仿真速度就越快。
现在的L2缓存都是所有的核共享的。
 ⑥Hyper Transport（AMD）／Quick Path Interconnect（Intel）：是为了提高多处理器工作站内存带宽
特性而设计的，它要求程序是并行的，可以把每一个处理器要求的数据存放在自己的本地内存。
 ⑦内存：它的速度和带宽直接影响电磁仿真的速度。
内存的速度越快、带宽越宽，电磁仿真的速度就越快。
 ⑧SMP兼容性：决定可以安装多少个处理器在一个主板上。
 ⑨平均CPU功耗（AMD）／热设计功耗（Intel）：消耗在处理器上的能量。
 对于一个程序开发者或者使用者，熟悉计算机的内部结构和程序执行过程是十分重要的。
当一个FDTD程序开始运行时，FDTD程序首先在内存中为每一个变量和数组分配所需的内存，然后开
始按程序顺序执行程序，或者按编译器优化过的顺序执行代码。
FDTD的数据主要存放在内存中，然而，为了提高速度，最近所需要的数据则要存放在L1和L2缓存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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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并行时域有限差分方法的VALU加速技术》对于当前最热门的研究方向之一的云计算，也介绍了一
些基本概念以及在工程计算中的应用。
《并行时域有限差分方法的VALU加速技术》适合用于电磁场与微波技术专业及其他工程计算专业的
高年级本科生与研究生的参考书，也可以用作电磁场与微波技术专业及其他工程计算专业老师、研究
人员和电气工程师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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