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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并行处理系统结构》是并行处理系统的硬件篇，主要包括并行处理系统结构的基本概念、基本
原理及结构的设计和分析。
　　《并行处理系统结构》共分为十章，前六章系统地介绍了并行处理系统结构的基本概念及组成并
行处理系统的各种构成元素，包括处理机、存储系统、流水线技术、互连网络及向量处理技术等。
第七章至第九章着重讨论了共享存储器型多处理机系统、分布存储器型多处理机系统、阵列机和数据
流计算机的构成与性能分析。
　　《并行处理系统结构》可作为高等院校计算机、信息系统及电子工程等相关专业的高年级本科生
或研究生的教材，也可作为有关专业的教师、科研人员及工程技术人员的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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