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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行计算综论》

内容概要

这是一本全面介绍近年来并行计算研究进展的著作，主要按照并行性、并行应用、软件技术以及关键
技术和算法等方面展开讨论。关于并行性，主要概述了并行计算的各个方面并介绍其所依赖的软、硬
件平台；关于并行应用，主要介绍了并行计算在计算流体力学、环境与能源、计算化学，以及其他十
几个典型数值和非数值计算领域中的应用；关于软件技术，主要介绍了并行计算的软件基础，包括消
息传递和线程、并行I/O、编程语言与编译器、面向对象的并行库、问题求解环境、性能调整与程序
调试工具等；关于关键技术和算法，主要介绍了在大量应用领域广泛使用的并行计算技术和并行算法
，包括可重用软件与算法、高性能科学模拟中的图剖分问题、网格剖分、模板与数值线性代数、PDE
可扩展求解软件、并行连续优化、科学计算路径追踪和自动微分等。本书还列出了近年来与并行计算
相关的上千篇参考文献。
    本书是一本综合性很强的并行计算专著，可供对并行计算感兴趣的高等院校、研究所、工业和商业
部门等各应用领域的研究和工程技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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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 Co-Array FORTRAN：SPMD编程
12.5 支持技术
12.6 发展趋势
12.7 小结
第13章 面向对象的并行库
13.1 面向对象的并行库
13.2 Java中的面向对象并行编程
13.3 C++多线程计算
13.4 远程函数调用、全局指针和Java RMI
13.5 基于组件的软件设计
13.6 小结
第14章 问题求解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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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 NetSolve：基于网络的解法器：
14.2 基于WebFlow对象的Web计算
14.3 WebPDELab
14.4 其他网格计算环境
14.5 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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