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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一对多（组播） 一对多操作涉及一个发送端处理器和多个接收端处理器。图3.8（b
）给出了一对多的通信模式。图中只显示了一个源到多个接收处理器的通信，但通常情况下，所有的
处理器可以在同一时间执行一对多通信。接收处理器的数量取决于该算法的细节，以及如何完成任务
到处理器的映射。此操作通常是在每次迭代中进行，因此必须做到高效率。大部分时间里，假设相邻
的处理器之间的时钟同步已经完成，源寄存器和目的寄存器之间进行一个简单的数据交换。在其他情
况下，双向方式（即数据一确认）甚至四向握手（即请求一确认一数据一确认）也是必要的。    一对
全部（广播） 广播业务涉及在系统中发送相同的数据给所有处理器。图3.8（c）显示了处理器之间的
广播通信模式。这种模式在提供数据给所有处理器时非常有用。它也可能意味着一个处理器作为发送
端，其他处理器接收数据。我们将在脉动阵列和SIMD机上看到这种通信。 收集 收集操作包括从几个
或全部处理器收集数据。图3.8（d）显示了处理器之间的收集通信模式。假设我们有P个处理器，所需
收集数据的时间可以被计算为 其中为传输一接收一处理一个数据项所需的时间。 规约 规约操作与收
集操作类似，除了一些操作是针对收集到的数据。图3.8（d）显示了处理器之间的规约通信模式。一
个规约操作的例子是当所有的处理器产生的所有数据相加以产生一个最终值。当需要规约的数据很多
时，这项任务可能需要很长一段时间。假设我们有P个产生待加数据的处理器，总的时间预计为 其中
，是处理器处理一对已收到数据单元所需的时间。 层次化地执行规约操作可能是值得的。在这种情况
下，规约延迟时间为 3.11.2消息传递（MP）通信机制 MP主要用于分布式内存机器。两个处理器之间
传递消息过程涉及使用send（）和recv（）库函数。程序员使用send（destination，message）库函数来
确定目的处理器或进程的ID以及要发送的数据。程序员还必须使用recv（source，message type）lt荤函
数指定源处理器或进程的ID和接收数据的类型。 为了让两个处理器使用MP通信，需要两个操作： （1
）在它们之间建立通信链路。链路建立依赖于互联网络的特性。我们可以考虑链路的物理性质（硬件
）或它的逻辑性质（地址、单向或双向、能力、信息大小等）。 （2）通过send（）和reev（）库函数
交换消息。 MPI是一个为了改善MP的使用和可移植性而开发的标准。 MP同步确保处理器之间的正确
通信。同步必须由程序员认真处理，因为执行send（）和RECV（）库函数是在操作系统或运行在处理
器上的系统的控制下的。同步策略有两种类型： 同步或阻塞，发送方在它执行了send（）库函数之后
暂停执行，直到消息被接收。此外，接收方在执行RECV（）库调函数后暂停，直到消息可用。 异步
或非阻塞，发送方执行send（）库函数后继续执行。此外，接收方执行RECV（）库函数后也继续执行
。 MPI标准支持单播和广播通信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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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太不负责任，这样平凡普通的一本书也加这么一个大帽，让我对这个系列的图书都有点畏忌
了。我还买了另一本parallel programming，那本书作者的知识、内容组织、译者水平，都是超一流好，
非常非常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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