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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多核应用编程实战》是一本全面实用的多核应用编程指南，旨在介绍如何编写功能正确、性能优越
且适合扩展为在多个CPU核心的系统运行的应用程序。
《多核应用编程实战》面向多种操作系统和处理器类型引用程序示例，内容涵盖类UNIX操作系
统(Linux、Oracle Solaris、OS X)和Windows系统上多核应用的编写方法、多核的硬件实现对应用程序的
性能影响、编写并行应用程序时要避免的潜在问题，以及如何编写可扩展至大量并行线程的应用程序
。

    《多核应用编程实战》适合所有C程序员学习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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