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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数字逻辑与数字系统”、“计算机组成原理”、“计算机体系结构”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
本科生硬件一条线的必修课程。
第一门课是技术基础课，讲授逻辑部件级的分析与设计方法。
第二门课是专业基础课，讲授单处理机系统的组成分析和设计方法，偏重于处理机的整机概念。
而第三门课属于专业课，着重讲授并行计算机系统的基本概念、结构、分析和设计方法。
　　本教材的宗旨是：避免与先修课程“计算机组成原理”在内容上重复，突出以时间并行技术和空
间并行技术为核心的并行计算机结构。
　　编写本教材的指导思想是：　　（1）知识结构完备，基本概念清楚，内容少而精，以满足短学
时教学的需要；　　（2）力图反映新理论新技术，以适应计算机科学技术发展变化快的需要；　　
（3）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结合，注重学生的能力培养；　　（4）文字教材和电子教材结合，采用先
进的教学方法和手段，以获得良好的教学效率和教学质量。
　　根据作者多年从事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的经验，从传授知识和培养能力的目标出发，并结合本课
程教学的特点、难点和要点，作者学习了国内外优秀教材，进行了课程体系、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
教学手段方面的改革，使文字教材、CAI课件、网络教材、试题库、实验仪器、课程设计综合配套，
力求形成理论、抽象、设计三个过程相统一的教学体系。
课内教学计划48学时，实践教学内容单独安排。
　　本书由白中英统稿，并主持研制了远程网络教材光盘。
第5、7章由杨旭东执笔，杨春武、祁之力、王春露、张杰、靳秀国、齐承军、宋丹杰、周柳忠、杨蕾
、张春、张蓉蓉、段国乐、盛利、王锋、王军德、冯一兵、金丽霞、戴光明等参加了文字教材、网络
教材、试题库和教学仪器的研制工作，限于篇幅，未能在封面上——列名。
清华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汪东升先生审阅了文字教材与网络教材，北京邮电大学教务处为网络教
材的开发给予了经费上的支持，科学出版社王淑兰为本书的出版贡献了智慧和心血。
在此作者一并向各位表示衷心感谢！
　　作者　　北京邮电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2003年8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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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计算机体系结构(网络版)》讲授并行计算机系统结构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基本分析和设计
方法。
全书共8章，内容包括：计算机系统结构的相关概念、时间并行技术、指令级并行技术、向量流水处
理机、互连网络、阵列处理机、多处理机、课程设计实验。
　　《计算机体系结构(网络版)》依据短学时教学要求编写，知识完整，结构合理，重点突出，概念
清楚，注重实践环节与能力培养，形成了文字教材、电子版教材、试题库、课程设计实验及教学仪器
等综合配套的教学体系。
　　《计算机体系结构(网络版)》文字流畅，便于自学，有广泛的适应面，是高等院校计算机科学与
技术专业本科生教材，也可作为成人教育教材和科技人员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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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5.4.2通信模式　　多计算机网络中会出现4种通信模式：　　单播（unicast）：对应于一对一的通
信情况，即一个源结点发送消息到一个目的结点。
　　选播（multicast）：对应于一到多的通信情况，即一个源结点发送同一个消息到多个目的结点。
　　广播（broadcast）：对应于一到全体的通信情况，即一个源结点发送同一个消息到全部结点。
　　会议（conference）：对应于多到多的通信情况。
　　前面已经讨论了单播模式，下面来分析实现选播、广播或会议通信模式的要求。
当然，所有的各种模式都可以顺序地多次使用单播来实现；如果不发生源冲突的话，甚至也可以同时
用多个单播来实现。
实现这些多目的模式必须使用特殊的硬件或寻径方法。
　　通道流量和通信时延是描述效率常用的两个参数。
通道流量可用传输有关消息所使用的通道数来表示。
通信时延则用包的最长传输时间来表示。
　　优化的寻径网络应能以最小流量和最小时延实现有关通信模式。
然而，这两个参数并不是毫不相关的。
达到最小流量同时不一定能达到最小时延，相反的情况也是如此。
　　这与所使用的交换技术有关，在存储转发网络中时延是最重要的问题，而在虫孔网络中流量对效
率的影响则更大。
　　下面以网格计算机上的选播和广播为例进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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