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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同时多线程技术结合 了超标量处理器与多线程处理器两者的优点
,

通过增加很少的硬件资源
,

把一个物理核映射

为多个逻辑核
,

成为一种研制 高性能处 理器的重要途径
。

重点介绍 了同时多线程处理器 出现的原 因
、

优点
、

基本组成结构
、

当前的研究成果及影响
,

并探讨 了 当前同时多线程技术的发展趋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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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从 1 9 7 1年的 In te I 4 0 0 4 第 l 块微处理器芯片诞生以来
,

微

处理器芯片按摩尔定律的速度不断的更新换代
,

主频从 l

M H Z 到 1 G H Z
,

晶体管从几千到上亿
。

为了提高微处理器的

性能
,

流水线的深度不断增加
,

但是研究表明处理器的指令级

并行的实际极限超出了现代处理器可以获得的能力
l̀] 。

随着

出现了超标量流水线
、

超流水线
、

超长指令处理器
、

细粒度多

线程
、

粗粒度多线程的多线程处理器
、

单芯片多处理器-5I[]
。

根

据当前的发展趋势与国外微处理器的发展战略
,

在不久的将

来将会出现 8 核
、

16 核
、

犯 核的微处理器
。

超标量流水主要是通过硬件来实现发射多条指令
,

提高

指令的并行度
,

如图 l( a) 所示
。

图 1水平方向代表 4 个功能部

件或者发射槽
,

垂直方向代表不同的时钟周期
,

在某个时钟周

期 4 个功能部件或者发射槽完全空闲时称为垂直浪费
,

有部

分空闲时称为水平浪费
,

A
、

B
、

C
、

D 代表不同的线程
,

空白代

表在当前时钟周期空闲
。

超长指令主要是通过编译来提高并

行度
,

每次发射一条长指令
,

但是有时由于指令的相关性会造

成很多的空操作
,

造成大量的水平浪费
。

细粒度多线程主要

是通过在每个时钟周期多个线程进行上下文切换
,

这样可以

减少垂直浪费
,

但是在提高总的吞吐率而牺牲了单个线程的

性能
,

如图 1 (b) 所示
。

粗粒度多线程主要是通过在线程遇到

长延迟操作时线程之间进行上下文切换
,

如在执行过程中出

现 C ac he 失效
,

多个线程在处理器中交叉执行
,

从而提高了处

理器执行资源的利用率
,

有效的隐藏了很大一部分 C ac he 失

效延迟
,

否则不发生上下文切换
,

继续执行当前的线程
,

与细

粒度多线程类似对减少垂直浪费取到了良好的效果
,

如图 1(c)

所示
。

单芯片多核处理器是在一个芯片上集成多个物理核
,

从而采用更复杂与更占面积的体系结构
,

例如采用乱序执行

机制
,

高准确的分支预测部件
,

甚至采用大小可变的动态二级

c ac h e ,

如图 l (d) 所示
。

在 19 9 5年由美国M角s h i n

got
n 大学的和 ll s en

,

E gg e sr 和 L e州

等人提出了同时多线程处理器的概念
,

如图 1( e) 所示
。

允许多

个线程在共享的执行资源中以细粒度的方式任意的动态交叉

执行指令
,

以尽量提高处理器执行资源的利用效率
。

研究人

员提出的同时多线程技术 (s im u l ant
e o u s

mu lt ilt 甘 e
ad in g

,

s M T )能

够同时减少水平浪费与垂直浪费
。

这样能够更好的通过指令

级 并行 ( in s it u c ti on
一

l e v e l paar l le li s m
,

I L P ) 与 线程级 并行性

(ht er ad
一

l e v e l p a r a lle l is m
,

T L p )提高处理器的效率
。

I n et l Hy p e -r

T hr e
ad in g 技术是将 S M T 技术应用于基于 Pen it uln 4 的 X e on 处

理器
`-67]

。

最近也有研究人员提出了隐式多线程 i( mP l iict m ul
-

it 公ir e
ad ign

,

I M T ) 18]的处理器的方向
,

我们 目前的多线程处理器

和多处理机系统都是显式
,

需要人来开发多线程
,

或者需要专

门的编译器
,

更差的情况时会牺牲某些重要线程的性能
,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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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功能部件或者发射楷的利用效率情况

也就出现了隐式多线程的概念
。

但是要实现隐式多线程技术

需要解决几个难题
,

即化解控制相关
,

化解寄存器数据相关
,

化解存储器数据相关
。

因此
,

隐式多线程技术还处在研究阶段
.

1 同时多线程处理器

.ll 同时多线程处理器的结构模型提出

同时多线程是一种新的处理器体系结构技术
,

它允许在

一个时钟周期内发射多个线程的多条指令执行
,

同时利用程

序的 LT P 和 IL P 来消除水平浪费和垂直浪费
,

提高处理器发

射槽及功能部件的利用率
。

SM T 结合了超标量和多线程处理

器的特点
,

可以同时减少水平和垂直浪费
,

S M T在这两个方面

提高了处理器的总体性能
。

uT lls en
、

E gg e sr 和 抉 vy 等人在超

标量的基础上做了少量的改进
,

同时结合多线程处理器的特

点
,

提出了 S M T 结构
,

如图 2 所示
。

图 2 同时多线程处理器硬件结构

在提出的 S M T处理器结构中
,

有大量的寄存器文件读写
,

对流水线增加了一个读周期和一个写周期
,

如图 3 所示
。

取取指指 译码码 重命名名 队列列 寄存器读读 寄存器读读 执行行 寄存器写写 提交交

访问寄存器

图 3 S M T 流水

1
.

2 I n t e l X加 n S M T P m C es s o r

ntI el x e on SM T P cor es so r 是现在已经成功的一款处理器
,

它的成功证明了 S M T 的优越性
,

hi elt X co n S M T P ocr es so r 的性

能相对于 Pen it um m 要提高 65 %
,

面积仅增加 5%
,

它的流水线

结构
,

如图 4 所示
.

nI elt X eo n S M T P cor es s or 有 3 种工作模式
:

s OT
一

M o d e 或者 S IT
一

M do e 的单处理器
,

两个处理器工作模式

及 L ow
e卜 Po w e卜M od e 。

当其中的一个逻辑物理核执行了H A L T

指令
,

停止本身逻辑物理核的执行
,

另一 个逻辑物理核处于正

常工作状态
。

如果两个逻辑物理核都执行了 HA L T 指令
,

就

图 4 I n te l X e o n S M T P r o e e s s o r
流水线

会转到 L o w e 卜oP w e卜 M do e 。

第 3 种就是通常的超线程模式
,

即

两个逻辑物理核的均在工作的状态 171 。

实际上 ih et l P en it uln 4 采用的是混合形式的多线程
,

与

叭厄 s h in got
n 大学的 uT lls en

、

E gg e sr 和 L e vy 等人提出的实现方

案有本质的不同
,

因为 Inet l Pe n t iuln 4 只有在发射
,

执行
,

访存

段真正的实现多个线程以任意的方式交叉执行
。

因此没有实

现真正意义上的同时多线程技术
。

而是采用了细粒度与粗粒

度相结合的技术
。

因此
,

nI elt x e
on s M T rP co es sor 的性能还没

有达到最大程度的开发
。

并且在线程切换的情况下
,

会损失

某些重要性能的线程
,

最终可能影响整个处理器的性能
。

I J 同时多线程处理器的关键组成部分

S M T 处理器粗略的由前端和后端两部分组成
。

前端部分

主要由取指部件
,

存储层次和分支预测器组成
。

后端部分由

余下部分组成
,

如图 2 所示
。

1
.

.3 1 取指部件

取指部件在设计的过程中所采取的策略对处理器的性能

有至关重要的影响
。

uT Us en
、

E gg e sr 和 E m er 等人对下面 5 种

取指策略进行 了评估
:

CI O U N T 指优先从在译码
,

重命名和指

令队列中具有最少指令数目的某个线程中取指
;

B CR O UN T 指

优先从在译码
,

重命名和指令队列中具有最少分支指令数目

的线程中取指
:

M ls S C O UN T 指优先从具有最少正在进行的
,

未完成数据 C朗 he 不命中操作的线程中取指 ; QI OP s N 指位置

最靠近定点或浮点队列头部的指令所属的线程优先级最低取

指
:

R R 指用 oR un d
一

oR b in 的方式从不同的线程中周期性取指
,

以上 5 种取指策略的结果效果表明 CI O UN T 是最好的一种策

略
。

随着研究工作的方法不断改进
,

不断出现新的方法
:

①何

立强等提出了一种具有 Q O S特性的 S M T取指策略
,

该策略的

核心思想是利用线程的优先级和流速来同时控制线程的取指

过程
,

从而满足线程在执行速度上的 Q o S需求
,

与传统的基于

纯优先级的取指策略相比
,

该策略不但具有 Q o S特性
,

同时还

可以更加有效地分配取指带宽
,

从而能获得更高的处理器性

能
.

模拟实验的结果表明
,

该策略在提供 Q o S 支持的基础上
,

可以在传统的基于优先级的取指策略 CI O U N T的基础上提高

15 % 的系统性能 191 :

②也有研究者从 复杂性的角度提出了

G s ke w + F T B
、

S加am
P er id ct 。尸01技术

,

在复杂方面做出了改进
,

允许用 8路在一个线程中取指
,

降低取指单元部件的复杂性
,

提高取指策略的使用性
,

结果表明取得的性能优于 CI O UN T

策略
;

③ F e et h p ir o ir t i z in g 和 F e et h G at in g 策略
,

Fet e h p ir o ir t iz i n g

主要是根据每个线程有还没确定的分支数目来给线程定义优

先级
,

F ect h G a t in g 是阻止那些没确定的分支数 目超过一个限

制的线程
,

从而使流水线中尽可能少错误路径方向的指令
,

也

取的了良好的性能
,

比 CI O U N T 提高了 14
.

9 % 11。 。

发射策略在

SM T 中也是一个需要考虑的方面
。

但是
,

根据 uT Use n 等人的

研究结果表明发射策略在 S M T 中的中的影响不明显
.

一 9 64 一



1
.

.3 2 分支部分

流水线机器只有在流水模式下才能达到最大的吞吐率
。

因此
,

分支部分在 以往的处理器设计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

目

前
,

常用的分支技术有 G hs aer
、

G se lce t
、

2七it 分支预测
、

下门c e C a-

ch e 技术
。

根据 iH ly 与 s enz ce 对前面 3 种分支策略的研究结

果表明 G hs aer 的精度最高
,

相反 2
一

ib t分支表现最差
。

但是
,

M att R a m s
ay

、

C ihr
s

eF cu ht 等人针对这几种策略在同时多线程

处理器的条件下进行了性能分析
,

结果表明分支采用的策略

准确性对同时多线程处理器的影响不大 l̀2j
。

目前
,

Tar c e C ac he

是比较先进的技术
,

在每个周期能够准确的地处理多条跳转

分支指令
,

包括预测分支方向和 目标地址
,

取指
,

对齐
,

合并多

条分支的 目标地址等一系列工作
。

肠即 e C ac he 是一种基于历

史信息的取指机制
,

它将指令的动态执行轨迹存储在一个 C a -

ch e 中
,

通过指令地址和分支结果进行访问
。

因此
,

T r a c e C ac he

中重排序的基本块接近于动态执行的顺序
,

并且取指部件很

少在 T拍 c e C ac he 不连续的位置取指
,

这样解决了在 C ac he 中

的长的指令序列不相邻的问题
。

传统的技术在这方面限制了

处理器的性能
,

用这种技术跟踪动态的指令流
,

使得不相邻呈

现了相邻的效果
,

通过指令控制流和指令的提供
,

取得了低延

迟高效的取指带宽
” ,。

Ient l x e o n SM T P or e e s s o r 中就是采用了

这种先进的技术
。

当前
,

也有研究人员提出了神经网络及与

其它算法相结合的预测器
,

主要是用来解决当前预测器的精

确性的极限问题
。

1
.

.3 3 存储层次

存储层次的设计是直接关系到访存指令的效率
,

以致决

定到整个处理器的性能
。

在简单的情况下
,

存储层次中 C ac he

的大小会对处理器的性能产生一定的影响
,

片上的两级 C ac he

在大多数的工作量时性能略微高于单级 C ac he 的情况
。

uT n
-

s e n ,

E g ge sr 和 L e v y 在以四发射八线程及 L ZC ac h e 与 L 3C a e h e

共享为前提条件下
,

研究了 C ac he 的性能
。

线程数越少
,

指令

与数据分别采用多线程共享 C ac he 方式性能优于线程采用单

独的方式
;
相反线程数越多

,

指令与数据 C ac he 用每个线程单

独分开的方式的性能更佳
。

而平均的情况下
,

指令 C ac he 采

用单独方式与数据 C ac he 采用共享方式微处理器能够获得最

优的性能
。

iH ly 与 se nz ec 研究表明 LZ C ac he 是 s M T 中的一个

关键部分
,

如果忽视 L Z C ac he 将会导致我们对机器性能的过

高估计
,

甚至会得出错误的结论
。

L I C ac he 的相连度越高
,

分

块越小
,

处理器的性能发挥的越好
。

同时
,

处理器支持的线程

数取决于 C ac he 的大小否则处理器的性能会下降
。

B ab oe cs u

与 uT Use n 还提出了甚至以牺牲访问第一级 C ac he 的时间为代

价
,

提高 C ac he 的相联度
,

SM T 的性能也能够到达提高的效果
,

并且用一种新的替换策略 P or m o et
一

K
,

能够有效的减小 1L 与

LZ C ac he 之间的总线使用率
,

从而有效的提高整体性能
。

C ac he

越小
,

离处理器越近
,

速度就越快 t’] 。

在设计 C ac he 的级大小

等方面的因素很重要
,

否则会形成影响处理器性能的瓶颈
。

1
.

.3 4 寄存器堆
.

寄存器重用

寄存器重用也称为寄存器回收
,

包含两种不同的形式
:

静

态和动态叫
。

静态编译器重用是一种编译器的优化
,

主要由两

个部分组成
:

代码生成和寄成器分配
。

代码生成生成面向机

器的指令
,

寄成器分配是将无限的寄存器符号资源映射到有

限的
,

固定的体系结构寄成器上
。

动态是指循环中的指令重

复执行导致的重用
。

重命名寄存器是现代处理器的关键部分
,

通过寄存器消除假相关
。

解决有限资源的方面
:

①针对提高

S M T 的寄存器文件的使用效率
,

为了体系结构和重命名器的

需要
,

使得不同线程之间的寄存器全局共享
,

主要表现在两种

情况
:

操作系统能够把处于空闲线程的上下文分配给其它的

线程使用
;
处理器通过编译器而不需等到寄存器的重新定义

就进行重新使用 ` l4] ;

②提 出了一种降低访问寄存器时间的方

法
,

当寄存器里的数据的有效位数较少时
,

把它存储在映射表

中
,

同时释放所占的寄存器资源
。

在 4
一

w ide 模型中性能平均

提高 .7 8%
,

最高达到 12 .8 %
;

8
一

w ide 模型中性能平均提高

14
.

8%
,

最高达到 19 .2 001/
, , , ;

③提出了一种消除线程之间相互影

响寄存器重命名性能的方法
,

这种方法通过跟踪性能的变化

与每个线程动态需要的重命名寄存器的数 目
。

T SRR (t her ad
-

se ns iit ve er ig set
r er n

am ign )具有几个方面的优点
:

每个线程都有

发挥自己潜能的机会 ; 每个线程都能够分配到合适的重命名

寄存器数 目
,

消除线程之间不利的相互冲突
;

性能最差的线程

不会影响其它的线程
,

也不会导致其处于
“

饥饿
”

状态 ll’]
。

寄存器文件在处理器中是个关键部分
,

一般情况下有两

种实现方式
:

①在多个线程时
,

每个线程有自己的寄存器文件

(整数和浮点数 )
,

但是还需要重命名逻辑是映射实现
。

例如
,

hT lls en
、

E g ge sr 和 L e v y 等人提出的同时多线程结构
。

在 8 个

线程同时执行时需要 8
* 32 个寄存器还需要 100 个重命名寄存

器
:

②体系结构寄存器和重命名寄存器集成一个寄存器文件
。

比如
,

BI M R S 6/ 00 0 中采用了这种集中寄存器文件方法
。

重命

名逻辑是通过 eR ig s et r lA ias aT b le( R A I
,

)来确定体系结构寄存

器与重命名寄存器的关系
,

也就是实现寄存器与重命名寄存

器的映射的桥梁 ;l] 。

1
.

.3 5 队列资源使用策略

队列资源在处理器中采用的策略有多种
。

在 X e
on SM T

P or ce ss or 中它的资源分为完全共享
,

分割
,

重复
,

入 口标记 4 种

情况
。

完全共享部分就是多个逻辑核完全共享的资源
;
分割

部分就是在多个线程工作模式时逻辑核平均分配某个总资源
,

防止
“
活锁现象

“ ,

否则工作在单线程工作模式时
,

这部分资源

重新组合成一个资源
;
重复部分每个逻辑核都有自己的单独

资源部分
;
入 口标记是部分竞争共享资源

,

每个逻辑处理器有

自己的资源
,

并用各自的 DI 确定
`7jI 。

不论处理器处于哪种工

作模式
,

通用寄存器
、

状态寄存器
、

中断管理器等资源
,

每个逻

辑处理器都进行了重复设置
。

在设计处理器时达到 3 个目标 161 :

①采用 HyP e卜 T h r e a d in g 技术时增加的面积尽可能小
:

②保证

当其中一个逻辑处理器停顿时
,

另外的一个逻辑处理器仍然

会正常执行 ;③保证只有单个线程工作时的性能达到非采用

H y pe 卜T h er a d i n g 技术获得的效果
。

U叩 Q u e u e阳 .l8] 中的微指令是来自竹 a c e C ac he 或者 M ic or
-

co de R O M
.

M ic or co de R O M 主要是用来存放部分比较复杂指

令预先已经译为的简单 RI S C 指令
。

同时队列的长度也不是

越长就越好
,

而是一定的长度就能满足处理器的性能
,

否则会

造成资源浪费
。

在实际的队列的资源工作方式主要取决于处

理器的工作模式
、

资源的复杂性和大小
、

潜在的
“
死锁

”
和

“
活

锁
”
因素及其它的可能性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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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3 6 指令译码
、

调度
、

乱序执行
、

重排序
、

功能单元

随着处理器的发展
,

虽然大多数的处理器在译码段的译

码方法比较相似
,

但是也有相应的变化
,

最主要的是因为指令

系统不同
,

实现的复杂程度不尽相同
。

也可能是采用了部分

高效的辅助设计部件提高译码效率
。

在译码阶段还用了M ic I’-o
co de R O M 的辅助进行复杂指令的译码

,

并且两个线程轮流译

码 l,l 。

指令在后端乱序执行时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

即指令在调

度
,

分派到不同的功能单元
。

为了进行指令的硬件动态调度
,

先后提出了两种著名的算法
: S C O RE B O A R D 与 oT M A SUL

。

S C O RE B O A丑D 算法有两个缺点
:

①在处理 R A W 相关时没有

采用内部前推技术
:

②在处理 场人 R相关时没有使用寄存器重

命名技术
.

T O M A SU L O 算法实现了内部数据前推技术和使

用预约站实现了寄存器动态重命名技术
,

这种算法应用在 BI M

的大型机 36 09/ 1
.

第 2 种方法解决了假相关
,

但是真相关还仍

然存在
。

近来有研究者研究了载入数据的预测
,

他们发现同

一条静态 oL ad 指令载入的是可以预测的
,

其它的许多指令也

是可以预测的
,

开始了解决真相关 问题
。

最近有提出了动态

指令重用的技术思想
,

动态指令重用技术试图追踪冗余计算
,

当探测到冗余计算时
,

先前的计算结果直接被使用而不进行

计算操作
。

这种技术不是推测性的
,

因此无需进行验证工作
。

研究表明
,

当冗余计算技术用于功能性语言书写的程序中时
,

可以获得很高的性能
,

最新的研究也证明了这一点
,

这一领域

目前是比较热 门
。

同时多个线程在功能单元中乱序执行
,

后来的指令可能

会比先发射的指令先执行完
,

但是在提交的时候还是按有序提

交的
,

即根据每条微指令的重排序缓冲物理序号进行提交
,

改

变机器的状态
。

功能单元的设计也是微处理器设计的一个关

键部分
,

一般情况下功能单元主要是根据各种指令流出现的百

分比
、

实现的难易程度及处理器的特点来确定功能单元的具体

情况
,

如功能单元由 A G u (LD a d A ddr e s s)
、

A G U (s oetr A d山er s s)
、

4x

A L U (S而p le】n s .tr ) S l ow AL U (C o m p le x l ln s tt rr
.

)
、

Fp M州以
-

ss E ss EZ
、

FP M vo e 组成 `181 。

但是在特殊的情况下
,

为了进一步

提高微处理器的性能
,

甚至某些功能部件需要重复的设置
。

主要在视频编码
、

视频解码
、

水印检测方面进行了研究
,

结果

显示了多媒体应用程序在多线程处理器上的性能的到了

7% ~ 18%的提高 ull :④数据库
。

研究人员对同时多线程处理器

与数据库的关系进行了研究
,

结果表明在长延迟的情况下比单

个线程的要提高到 3 m分
J

7仍么的性能
,

同时多线程处理器在数据

库中有很大的潜力团 ;⑤功耗
。

集成电路的功耗是一个十分重

要的课题
,

结果表明通过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和减少无用指

令
,

SM T 的性能的到了大幅度的提高
,

功耗降低
,

在 4 个线程的

情况下
,

执行有用指令的所耗的能量比单个线程的情况下获得

2 2% 的改进侧
。

文献【24 ]也提出了高性能
、

低功耗这两个问题是

下一代微处理器设计的 目标
。

章隆兵与何立强的综述文献还

对预测
、

作业调度
、

同步等方面进行了总结
。

由此
,

实践表明新

一代的处理器的出现
,

对当前周围的环境提出了新的挑战
.

2 基于同时多线程处理器的系统

同时多线程处理器是现代处理器发展的一个重要分支
,

X co n SM T P r OC e s so r 在 以小的面积和低功耗为代价而获得了

高性能
,

但是也带来些影响
,

比如引起了饥饿现象
、

公平性
,

增

加了逻辑复杂性
、

增加了设立精确条件的困难 ll7]
。

同时多线程

处理器是以多个线程同时执行来提高性能的
,

即需要并行的原

代码才能获得高效的性能
,

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

①编

译器
。

研究人员用 nI elt ⑧O伴。 M P C+ + / Fo rt ar n 编译器进行了测

试
,

选择了 S PE C O N田N 12 X() 1的一个子集
,

用 加忱】⑧ q 周M P C十+ /

F叫比助 编译器得到测试代码
,

测试结果表明使用多线程是处

理器的性能得到了提高
,

但是某些情况下由于线程分派
、

同

步
、

访存等因素也可能会造成性能下降 ll,l :

②操作系统
。

研究

者研究了操作系统对处理器的影响
,

结果表明同时多线程处

理器在用 Sp E C in 份5和匆腿址节阳b测试时取的了良好的性能
,

在

八发射的情况下
,

性能要比传统的超标量提高约 4 2 倍国 ;③多媒

体
。

ih et r x e
on s M T Pcor es so r 对多媒体的性能也产生了影响

,

3 结束语

同时多线程技术是一种以超标量处理器与多线程处理器

为基础
,

通过增加很少的部分硬件资源
,

把一个物理核映射为

多个逻辑核
,

开发线程级并行与指令级并行
,

实现多个线程的

指令资源同时共享
,

构成高性性能的体系结构的途径
。

但是

到 目前为止
,

关于 SM T 的性能潜力
,

惟一确定的证明来自nI
-

elt
。

由于 Pe n t lu m 4 的并行有限
,

它只支持两个线程
,

只有在发

射
、

执行
、

访存段真正的实现了 S M T
,

所以性能提高的幅度要

比一些文献中描述的要低很多
。

然而
,

这些文献中所描述的

方法是否可行
,

目前还不是很清楚
。

尽管 目前研究人员己经

充分了解了实现 S M T 的耗费
、

复杂性等理论
,

但是仍然不清

楚即使解决了当前遇到影响 SM T 性能的问题后
,

S M T 的设计

能否扩展到超过两个线程的情况
,

比如
,

3 个
、

4 个线程的情况
。

另外
,

在线程切换的时候可能会影响部分重要线程的性能
.

因

此为了解决当前同时多线程存在的问题
,

可能从以下几个方

向来解决
:

①在原有的基础上进一步开发多个线程的同时执

行
,

使处理器中个功能部件全部实现 SM T 技术
,

实现真正的

多个线程任意执行
:

②利用多线程技术与单芯片多核技术结

合来弥补当前的不足
。

因为单芯片多核处理器技术集成多个

核很容易导致圆片面积过大
,

从而带来制造上的一些问题
,

尤

其是在频率很高的情况下更是如此
。

经验表明
,

即使单芯片

多核处理器的设计频率达到了单处理器的水平
,

实际也会因

为生产的原因带来一些频率的缺陷
。

恰好相反
,

同时多线程

能用很小的面积就可 以换的很高的性能
;

③研究一种新的同

时多线程技术
。

即提出一种当前的被称为隐式同时多线程的

技术
。

因为这种技术利用程序控制流的特点
,

将单个线程 自

动生成多个并行执行的线程
。

有资料显示
,

隐式同时多线程

技术对传统的线程级并行效果不太理想的应用却取得了良好

的加速性能
。

这种技术不但可以解决当前的问题
,

并且还可

以解决其它的问题
。

利用这种技术的同时多线程处理器将不

在需要执行人为开发或者利用专门的编译器产生的并行多线

程
。

从而可以在很大的程度上提高同时多线程处理器的性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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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束语

根据引导方式的不同
,

A G V 机器人的灵活性
、

精确性
、

自

主性和成本也会有很大不同
。

卷烟企业生产现场要求 A G V 机

器人系统能够高效
、

准确地采集卷接包机组生产线上各工位补

料信息
,

并高效准确地将辅料
、

废料等物料送达 目标工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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