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并行计算机体系结构技术与分析>>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并行计算机体系结构技术与分析>>

13位ISBN编号：9787030218162

10位ISBN编号：7030218167

出版时间：2009-1

出版时间：科学出版社

作者：杨晓东，陆松，牟胜梅　著

页数：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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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并行计算机体系结构技术与分析>>

前言

迅猛发展的信息科学与技术将人类社会带人了信息时代。
半个多世纪以来，众多学者为信息科学的建立、信息技术的发展和信息社会的进步作出了不懈的努力
。
然而，要为信息科学与技术奠定坚实的基础，我们仍然面临很多问题与挑战。
无论是科学研究和技术革新，还是基础教育和学科建设，都需要我们继续付出艰苦的劳动。
如何加强和深化信息科学的基础研究，完善已有的创新成果，为信息技术的持续发展提供保障？
如何将重要的学术思想、理论和方法系统化，将信息科学与技术各个分支中的基本原理、核心内容和
最新进展结合起来？
如何让学术论著同时服务于科研与教学，使其相辅相成、相互促进？
这些问题的解决将会使我国信息科学与技术的基础教育和学术研究的质量得到显著提高。
《信息科学与技术基础丛书》是为解决上述问题所做的一种尝试。
这套丛书旨在收录信息科学与技术领域的研究专著。
要求每部著作中都有一定篇幅的内容是著者的原创性研究成果，并且结构合理、内容充实、论证严密
、写作规范。
这套丛书可以作为研究生和高年级本科生的教材和教学参考书。
入选这套丛书的每部著作都至少需要通过两位同行专家的评审。
这套丛书的出版离不开作者、出版社与编委会的通力合作和诸多同仁的支持。
在此我们向支持丛书出版工作的所有个人和单位表示诚挚的谢意，并热切期待来自读者的批评、指正
和帮助，使这套丛书能够不断完善，成为信息科学与技术方面的重要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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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研制高性能计算机系统为线索，对计算机系统结构的演变和并行计算机的发展作了论述，对设
计、构建高性能并行计算机涉及的关键技术作了系统、深入的分析，以深刻的观点讲述了并行计算机
系统性能的度量和评测方法、流水和向量处理技术、各类存储系统的结构、同步机制、互连网络的原
理和设计、I／O系统以及系统可靠性和稳定性等。
一些创新成果和学术思想，对研制稳定可靠、简洁高效的高产出率并行计算机系统有重要指导意义和
应用价值。
设计的多个无死锁自适应路由算法，可有效支持高产出率并行计算机系统的构成。
    本书可作为高等院校相关领域的教师和研究生的教学参考书，也可供相关科研人员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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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行计算机体系结构技术与分析》可作为高等院校相关领域的教师和研究生的教学参考书，也可供
相关科研人员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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