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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主要介绍多线程编程及其处理方法、自动并行化程序设计、Intel的IPP性能原语用于信号处理
、多核程序设计的评估和调试方法、多核平台程序设计的任务分解和函数分解方法；线程构建模块的
基本算法和高级算法、线程和内存检测工具Inspector的使用和原理、以及热点分析工具Amplifier的原
理和应用等。
　　本书的特点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重在实践能力的培养；书中有大量的源代码可供参考。
　　本书可作为电子信息相关专业高年级本科生和研究生的教材。
　　本书一共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包括第1章到第3章，是多核软件设计的基础部分，主要讲述嵌入式多核平台的构建模式。
以及多线程程序设计方法和软件的性能评估方法，并给出多核平台下软件设计的一般思路。
第二部分包括第4章到第8章。
是多核平台程序设计的核心部分，主要内容包括自动并行化程序设计、Intel的IPP性能原语用于信号处
理、线程构建模块、多核平台程序设计的任务分解和函数分解方法，通过本部分的学习，读者应改变
传统的程序设计思想，逐步建立并行程序设计的基本理论和方法。
。
第三部分包括第9章到第11章，本部分的主要内容是基于Intel在2009年6月份推出的全新并行程序设
计Parallel studio来展开的，包括线程构建模块的基本算法和高级算法、线程和内存检测工具Inspector的
使用和原理、以及热点分析工具Amplifier的原理和应用等，通过本部分的学习，读者应掌握并行套件
的原理和使用，能自主开发出高性能的并行程序，　　本书的特点是基本理论与实践环节结合，重在
实践能力的培养。
书中有大星的源代码供参考，图文并茂，易于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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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早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单处理器系统上，但随着商业应用和工业发展的要求，越来越多的领域需
要使用到多片微处理器。
多处理器系统可以将工作量分配到不同的处理器上，从而实现冗余、加速、模块化甚至是简化代码。
　　使用多处理器的理由主要是由项目的要求决定的。
如图1一l所示，假设系统需要实现显示、键盘、响应事件、控制执行器和与主机Host通信功能；以
对Events的响应要求为例，执行器Actuators需要根据Events来实时做出动作，但Events的数据量很小。
如果采用单片cPu，CPI．J的处理速度必须足够快以致对Events的开销不会影响高速．Events的性能（
如中断），也不会因为Events的快速重复速率降低密集消息处理函数的数量。
这样可能会过分追求高性能的CPtJ而增加系统的成本。
这种情况看起来并不是那么直观：对于彼此独立的任务群而言，每一个处理器的处理负载要比由一个
处理器处理的负载小得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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