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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3.6.3 替换策略 Cache工作原理要求它尽量保存最新数据。
当一个新的主存块需要拷贝到Cache，而允许存放此块的行位置都被其他主存块占满时，就要产生替
换。
 替换问题与Cache的组织方式紧密相关。
对直接映射的Cache来说，因一个主存块只有一个特定的行位置可存放，所以问题解决很简单，只要
把此特定位置上的原主存块换出Cache即可。
对全相连和组相连Cache来说，就要从允许存放新主存块的若干特定行中选取一行换出。
如何选取就涉及替换策略，又称替换算法。
硬件实现的常用算法主要有以下三种。
 1.最不经常使用（LFU）算法 LFU算法认为应将一段时间内被访问次数最少的那行数据换出。
为此，每行设置一个计数器。
新行建立后从0开始计数，每访问一次，被访行的计数器增1。
当需要替换时，对这些特定行的计数值进行比较，将计数值最小的行换出，同时将这些特定行的计数
器都清零。
这种算法将计数周期限定在对这些特定行两次替换之间的间隔时间，因而不能严格反映近期访问情况
。
 2.近期最少使用（LRU）算法 LRU算法将近期内长久未被访问过的行换出。
为此，每行也设置一个计数器，但它们是Cache每命中一次，命中行计数器清零，其他各行计数器增1
。
当需要替换时，比较各特定行的计数值，将计数值最大的行换出。
这种算法保护了刚拷贝到Cache中的新数据行，符合Cache工作原理，因而使Cache有较高的命中率。
 对二路组相连的Cache来说，LRU算法的硬件实现可以简化。
因为一个主存块只能在一个特定组的两行中来做存放选择，二选一完全不需要计数器，只需一个二进
制位即可。
例如规定一组中的A行拷贝进新数据可将此位置“1”，B行拷贝进新数据可将此位置“0”。
当需要置换时，只需检查此二进制位状态即可：为0换出A行，为1换出B行，实现了保护新行的原则。
奔腾CPU内的数据Cache是一个二路组相连结构，就采用这种简捷的LRU替换算法。
 3.随机替换 随机替换策略实际上是不要什么算法，从特定的行位置中随机地选取一行换出即可。
这种策略在硬件上容易实现，且速度也比前两种策略快。
缺点是随意换出的数据很可能马上又要使用，从而降低了命中率和Cache工作效率。
但这个不足随着Cache容量增大而减小。
研究表明，随机替换策略的功效只是稍逊于前两种策略。
 3.6.4 Cache的写操作策略 由于Cache的内容只是主存部分内容的拷贝，应当与主存内容保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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