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多核多线程技术>>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多核多线程技术>>

13位ISBN编号：9787313068705

10位ISBN编号：7313068700

出版时间：2011-1

出版时间：英特尔亚太研发有限公司、 英特尔软件学院教材编写组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1-01出
版)

作者：英特尔亚太研发有限公司，英特尔软件学院教材编写组 编

页数：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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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核多线程技术>>

前言

在多核体系结构出现以前的近20年里，程序员们已经习惯了由硬件的发展来自然而然地获得程序性能
的提高。
即，每当出现一代新的体系结构平台，原有的程序无需修改，或者只需很少的修改，就可以轻而易举
地获得由摩尔定律所带来的性能提升。
但是，三个主要因素的日益凸显，使得这一免费午餐即将走到尽头：第一，系统建造者遇到了难以克
服的物理阻碍——太多的发热量、太多的能量消耗以及过多的能量泄露，阻止了通过进一步提高时钟
频率来提升性能的方法；第二，单个芯片上可以集成的引脚（pin）数目以及带宽限制，都意味着处理
器与内存性能之间的差异只会越来越大；第三，为了解决以上两个问题，所在处理器体系结构上做的
妥协将不足以使得单个处理器核心承担更高性能的计算需求。
因此，要想在现在的多核体系结构上获得性能的提升，必须在原有的软件基础上作出大幅度的革新。
这其中最主要的是利用多线程技术，充分利用好单个芯片上的多个计算核心，提高程序整体的计算吞
吐量。
虽然在多核处理器出现之前，它一直属于一种比较深奥的理论，但多线程技术的出现已经有了几十年
的历史。
迄今为止，很多程序员都曾经在一些常见的多线程程序设计问题上经历过挫折。
如何解决好这些问题？
将是我们在本书中要与读者们共同探讨的重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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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英特尔软件学院系列课程培训教材：多核多线程技术》就多核体系结构、芯片发展与系统软件
，多性能并行程序，多线程程序的性能调优方法，多线程编程方法以及编程中的常见问题等作了综合
讲述，处处体现了多线程编程理念与综合应用能力的培养。
全书深入浅出，适合广大程序员和IT从事人员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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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7.2.2Windows操作系统中对线程概念的定义下面开始介绍线程的一些基本概念。
与进程相似，线程也是由两个部分构成的：（1）线程的内核对象。
操作系统用它来对线程实施管理。
（2）线程堆栈。
它用于维护线程在执行代码时需要的所有函数参数和局部变量。
线程总是在某个进程环境中创建的，而且它的整个寿命期都在该进程中。
这意味着线程在它的进程地址空间中执行代码，并且在进程的地址空间中对数据进行操作。
因此，如果在单进程环境中，有两个或多个线程正在运行，那么这些线程将共享单个的地址空间。
这些线程能够执行相同的代码，对相同的数据进行操作。
这些线程还能共享内核对象句柄，因为句柄表依赖于每个进程而不是每个线程存在。
可以预见，进程使用的系统资源会比线程多得多，因为进程需要更多的地址空间。
为进程创建一个虚拟地址空间需要许多系统资源，系统中要保留大量的记录，这要占用大量的内存。
另外，由于.exe和.dll文件要加载到一个地址空间，因此也需要文件资源。
而线程使用的系统资源要少得多，实际上，线程只有一个内核对象和一个堆栈，保留的记录很少，因
此只需要很少的内存。
线程用于描述进程中的运行路径，每当进程被初始化时，系统就要创建一个主线程。
对于许多应用程序来说，这个主线程是应用程序需要的唯一线程，不过，进程能够创建更多的线程来
帮助执行他们的操作。
设计一个拥有多线程的应用程序，就会更充分地利用系统资源，扩大该应用程序的功能，比如，当你
的计算机拥有两个CPU时，你的应用程序中有两个线程，那么两个CPU都将处于繁忙状态，这就提高
了程序运行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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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多核多线程技术》：英特尔软件学院系列课程培训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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