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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 非 易 失 性存储器 （
ＮＶＭ

） 作 为 主 存且 以 动 态 随机存取存储 器 （
ＤＲＡＭ

） 作 为 片

外 高速缓存 （
ＥＣ

） ， 是 一种 可 以 满 足 大 数据 应 用 内 存容 量 需 求 的 新 型 混 合 内 存 结 构 （
ＥＣ －

ＮＶＭ
） 。 该结构 同 时具有 ＮＶＭ 的 大存储容量和 ＤＲＡＭ 的 低存取延迟 的 优 点 。 传 统 的 结

构是 以 片 内 ＳＲＡＭ 作 为 片 内 高 速 缓 存 （
１Ｃ

） 且 以 ＤＲＡＭ 作 为 主 存 （
ＩＣ －ＤＲＡＭ

） 。 与 ＩＣ －

ＤＲＡＭ 相 比
，

ＥＣ －ＮＶＭ 在容量 比 、延迟 比 方 面 均 有 显著 不 同 ， 导 致在 ＩＣ －ＤＲＡＭ 场 景 下 的 设

计方 法和优 化策 略直接迁 移 到 ＥＣ －ＮＶＭ 上未 必 有 良 好 的 效果 。 本 文评 测 了ＥＣ
－ＮＶＭ 的

体 系 结构特 性 （ 包 括 高 速 缓 存 粒度 、 关 联度 、 替换 算 法 、 预 取 算 法 等 ） ， 获 得 了 指 导 ＥＣ －

ＮＶＭ 结构 的 设计和优化 的
一

系 列 发现 。

关键词 非 易 失 内 存 （
ＮＶＭ

） ；
动 态 随机存取存储器 （

ＤＲＡＭ
） 高速缓存 ；

大数据 应 用

〇 引 言

随着大数据应用 的数据访问愈加密集 ， 内存计

算变得更加重要 ， 它通过将热点数据存放在 内存 中

从而提升数据访问性能 。 例如 ， 内存数据库 （ 如 ＳＡＰ

ＨＡＮＡ
［

１

］

） 和 内存计算框架 （ 如 Ａ
ｐａｃ

ｈｅＳｐａ
ｒｋ

［

２
］

） 几

乎将全部数据都直接存放在 内存 中 ， 这样虽然避免

了访问磁盘的开销 ，提升 了系统整体的性能 ， 但却需

要巨大容量的 内存 ， 甚至是和待处理的数据规模相

当的 内存容量 。 然而 ， 基于传统动态随机存取存储

器 （
ｄ
ｙ
ｎａｍ ｉｃｒａｎｄｏｍａｃｃｅ ｓ ｓｍｅｍｏｒ

ｙ ，ＤＲＡＭ ） 技术 的

内存很难满足如此巨大的容量需求 。

非易失性存储器 （
ｎｏｎ

－

ｖｏ ｌａｔ ｉ ｌｅｍｅｍｏｒ
ｙ ，

ＮＶＭ
 ）

的 出现为满足大数据应用的 内存容量需求提供了机

会 。 与 ＤＲＡＭ 相 比
，

ＮＶＭ 具有更大的存储密度 ， 因

此
，非易失性存储器可 以提供更大的主存容量 。 例

如 ， 相变 内存 （ ｐ
ｈａｓｅ

－

ｃｈａｎ
ｇ
ｅｍｅｍｏｒ

ｙ ，

ＰＣＭ
 ） 作为 

一■

种广泛应用的非易失性存储器 ， 其存储密度是传统

ＤＲＡＭ 的 ４ 倍
［

３
］

，
进而相变 内存可 以满足大数据应

用的 内存容量需求 。 但是 ，相较于 ＤＲＡＭ
，非易失性

存储器具有更高的访问延迟 ， 直接使用非易失性存

储器作为系统主存会降低系统的整体性能 。

为 了解决非易失性存储器访问延迟高 的 问题 ，

研究人员提出 了一种新兴的混合 内存结构 ，
在使用

非易失性存储器作为主存来提供巨大的 内存容量的

同时 ， 使用 ＤＲＡＭ 作为高速缓存来加快访问速度 。

需要注意的是 ，这里的高速缓存区别于传统结构 的

处理器 内部高速缓存 ，

ＤＲＡＭ 高速缓存处于处理器

外部 ， 被称为片外高速缓存 。 在本文后续的描述中 ，

将这种 以片外 ＤＲＡＭ 为高速缓存同时 以 ＮＶＭ 为主

存的结构称为ＥＣ
－ＮＶＭ

（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ｃ ａｃｈｅ＋ＮＶＭ

） 内

存 ，将传统的 由 中 央处理器 （
ｃｅｎｔ ｒａｌ

ｐ
ｒｏｃ ｅ ｓｓ ｉｎ

ｇ
ｕｎ ｉ ｔ

，

Ｃ Ｉ
＞

Ｕ
） 内部高速缓存和 ＤＲＡＭ 主存组成的结构称为

①国家 自 然科学基金面上项 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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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Ｃ －ＤＲＡＭ
（ 

Ｉｎ ｔｅｒｎａｌＣ ａｃｈｅ＋ＤＲＡＭ
） 内存 。

作为一种新兴的混合存储结构 ，

ＥＣ －ＮＶＭ 受到

了学术界和工业界的广泛关注
［

４
］

。 在学术界 ， 研究

人员利用 ＥＣ －ＮＶＭ 结构构建 了 比传统 ＤＲＡＭ 内存

容量大 ４ 倍的系统 ， 进而将系统整体性能提升 了３

倍
［
３

］

。 在工业界 ，英特尔公 司 （
Ｉｎ ｔｅ ｌ

） 最新发布 的傲

腾 内存 （
Ｏｐ ｔａｎｅＭｅｍｏｒ

ｙ ） 是典型的 ＥＣ －ＮＶＭ 内存 ，
它

使用相变 内存作为主存 ，

ＤＲＡＭ 作为高速缓存 ， 同时

拥有 了非易失性存储器容量大 、
ＤＲＡＭ 访问延迟低

的优点
［
５

］

，

一经推出 ，就受到 了业界的关注 。

与传统 的片 内 高速缓存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ｃ ａｃｈｅ

，１Ｃ
）

－

ＤＲＡＭ（
ＩＣ －ＤＲＡＭ

）结构相 比
，

ＥＣ －ＮＶＭ 结构在容量

比 （
ｃａ

ｐ
ａｃ ｉ ｔ

ｙ
ｒａｔ ｉｏ

，ＣＲ ） 和延迟 比 （
ｌ ａｔｅｎｃ

ｙ
ｒａｔ ｉ ｏ

，ＬＲ ）

方面都有显著不 同 。 （
１

） 容量方面 ， 外部高速缓存

比 内部高速缓存的容量大得多 ； （
２

） 延迟方面 ， 外部

高速缓存 比 内部高速缓存的访问延迟高 ，

ＮＶＭ 主存

比 ＤＲＡＭ 主存访问延迟高 。

考虑到 ＥＣ －ＮＶＭ 在延迟和容量上的 巨大变化 ，

传统 ＩＣ －ＤＲＡＭ 结构上的设计对 ＥＣ －ＮＶＭ 结构还是

否有效 ？ 本文从 ３ 个方面 阐述 ＥＣ －ＮＶＭ 的体系结

构特性变化给设计带来的问题 。

第一 ，外部高速缓存的访问延迟 比 内部高速缓

存更高 ，这会影响到缓存粒度 的选择 。 缓存粒度是

高速缓存和主存进行数据交换时的数据块大小 。 使

用大的高速缓存粒度可以有效减少高速缓存的冷缺

失 ，提高整体的命中率 ， 减少访问主存 的次数 ， 从而

提升系统整体性能 。 但是使用大的高速缓存粒度又

会使访问缓存本身的开销变大 ， 传统 ＩＣ －ＤＲＡＭ 采用

６４ 字节缓存粒度来平衡缓存粒度和缓存延迟 ，
以达

到最优 的性能 。 然而 ， 在 ＥＣ －ＮＶＭ 场景下 ， 外部高

速缓存的访问延迟和容量都有 明显增加 ，
因而是否

能直接沿用 ＩＣ －ＤＲＡＭ 场景下 的结论 ， 需要重新探

索 。

第二 ， 大容量的外部缓存需要维护并保存大容

量的高速缓存标记 （
ｃａｃｈ ｅｔａ

ｇ ，
用于识别 内存数据块

是否在高速缓存中 ） 。 这些标记的存储开销远超过

现有处理器片的片 内空 间 ，
以至于这些高速缓存标

记只能被保存在外部 ＤＲＡＭ 中 ， 这和 ＩＣ －ＤＲＡＭ 将

高速缓存标记保存在片 内是完全不同的 。 在一个使

用 了高速缓存的 内存系统 中 ，

一次正常 的缓存操作

需要先查询尚速缓存标记 ， 确定是否是 尚速缓存命

中 ， 然后再访问高速缓存 （ 如果缓存命中 ） 或者主存

（ 如果缓存缺失 ） 。 将高速缓存标记保存在外 部

ＤＲＡＭ 中直接导致在缓存命中 的情况下增加 了一次

额外 的外部 ＤＲＡＭ 访 问 ， 从而导致命 中延迟 的增

加 。 尤其当高速缓存按照组相联 的方式组织 的时

候 ，需要先把整个高速缓存组的所有缓存标记都查

询一遍才能确认是否是访存缺失或命中 ， 这为缓存

命中 的过程引人了更多次外部 ＤＲＡＭ 访问 ， 进而导

致更 大 的 性 能 开 销 。 为 了 解 决 这 个 问 题 ，

Ａｌ ｌｏ
ｙ

Ｃ ａｃｈｅ
［
６

］

把直接相联的缓存标记和数据保存在一起 ，

读取髙速缓存标记的 同时将相邻的数据也读取进人

处理器 ， 这样 可 以 节 省 一 次外部 ＤＲＡＭ 的访 问 。

ＬＨ －Ｃ ａｃｈｅ
ｍ
Ｓ将 同

一

高速缓存组 的数据放在 同一

个 ＤＲＡＭ 行上 ， 同时将处于同
一缓存组的缓存标记

也都放在一起 ，这样可 以将
一个缓存组 的标记访问

次数减小到一次 。 比较这两种方法 ， 采用直接相联

的高速缓存一次命中需要一次外部 ＤＲＡＭ 访问 ，但

缓存命中率更低 ；
采用 了组相联 的高速缓存命中率

更高 ，但是其一次缓存命中需要两次外部 ＤＲＡＭ 访

问 。 因此 ， 在 ＥＣ －ＮＶＭ 中 ， 关联度 的选择还需要重

新考虑 。

第三 ，
主存的延迟会严重影响预取算法的设计 。

预取技术是指通过对历史访问请求 的分析 ，
预判 出

后续访问可能会请求某个数据块 ， 提前将该数据块

取到髙速缓存中 ， 而不用等到请求来临时才去取数

据 ， 这有效地隐藏了访问延迟 ， 是
一种广泛使用的访

存优化技术 。 但是在实际系统 中 ， 完成预取操作是

需要一定延迟的 ， 如果对某个数据块的预取还未完

成 ， 而对该数据块 的访问请求 已 经来临 ， 这种情况

下 ， 即便预取地址是准确 的 ， 但这种预取操作并没有

达到提前取回数据的 目 的
，
也就无法加速 内存访问 ，

这种想象被称为
“

预取迟到
”

。 预取迟到严重影 响

预取的效果 ， 并且主存的访问延迟越高 ，完成一次预

取请求的延迟越高 ， 预取迟到程度也就越严重 。 在

ＥＣ －ＮＶＭ 场景 中 ，
主存变成了ＮＶＭ

，
比 ＩＣ －ＤＲＡＭ 的

主存的访问延迟变得更高 ， 这意味着一个预取访问

需要等待更长的时间 ， 因此预取迟到率会明显增加 。

４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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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了降低预取迟到率 ， 现有算法大多采用增大预取

提前量的方式 ， 例如 ， 反馈式预取 （
ｆｅｅｄｂａｃｋｄ ｉｒｅｃ ｔｅｄ

ｐ
ｒｅｆｅ ｔｃｈ ｉｎ

ｇ ，

ＦＤＰ
）

［
８

］

预取器通过改变预取距离降低

预取迟到率 。
ＦＤＰ 监控预取正确率和迟到率 ，

一旦

发现预取迟到率增加 ， 则增大预取距离 ， 对更
“

远
”

的数据进行预取 ；
另外 ，

一旦发现预取正确率降低 ，

则降低预取距离 ， 保证足够高 的正确率 。 文献 ［
９

］

的预取器先按照多种预取距离进行预取 ，
通过使用

不 同预取距离 的预取结果 ， 选择最优 的预取距离 。

然而 ，现有的预取算法大多只考虑了ＩＣ
－ＤＲＡＭ 的场

景 ，对 ＥＣ －ＮＶＭ 场景中更长的预取完成时间是否适

用还需要重新评测 。

考虑到上述 ３ 个问题 ， 本文从关联度 、 缓存粒

度 、替换算法 、 预取算法等 ４ 个方面 ， 探索 了ＥＣ
－

ＮＶＭ 结构变化对体系结构设计带来 的影响 。 本文

主要 回答了 以下几个问题 。

（
１

）
ＥＣ －ＮＶＭ 的高速缓存粒度应该如何选择 ？

ＩＣ －ＤＲＡＭ 通常使用 ６４ 字节作为高速缓存粒度 ， 这

一粒度在 ＥＣ －ＮＶＭ 场景下是否仍然是最好的选择 ？

（
２

） 考虑到额外访问缓存标记 的开销 ， 组相联

算法是否一定 比直接相联效果好 ？ 能否继续优化组

相联访问缓存标记的开销 ？

（
３

） 现有的替换算法是否依然能在 ＥＣ －ＮＶＭ 中

发挥明显 的作用 ？ 现有替换算法在 ＥＣ －ＮＶＭ 场景

下是否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

（
４

）
ＥＣ －ＮＶＭ 更大访问延迟 的主存是否带来严

重的预取迟到 问题 ？ 现有的预取算法是否能明显提

高性能 以及是否有较大的改进空间 ？

通过回答以上 ４ 个问题 ， 本文发现 了 以下 ＥＣ －

ＮＶＭ 的体系结构特性 ，对 ＥＣ －ＮＶＭ 的结构设计和优

化具有指导意义 。

（
１

） 关于 ＥＣ －ＮＶＭ 的缓存粒度 。 经过上层多级

缓存的过滤 ，大数据应用在第 ４ 级缓存上具有较好

的空间局部性 ， 因而增大缓存粒度可 以显著提高缓

存命中率 ，并且越小的缓存容量下 ，大粒度提高命中

率的效果越 明显 。 由 于 ＥＣ －ＮＶＭ 缓存在处理器外

部 ，增大缓存粒度导致增加的命中延迟不可忽略 ，
因

此缓存粒度的选择要综合考虑大粒度对命中率的提

高和命中延迟的增加 。 实验表 明 ， 大部分应用 的最

４６６

佳缓存粒度为 １ ２８ 字节或 ２５６ 字节 。

（
２

）关于 ＥＣ －ＮＶＭ 的缓存关联度 。 组相联可 以

提高缓存命中率 ，但是 ＥＣ －ＮＶＭ 的大容量缓存降低

了 冲突缺失 ，使得组相联提高命 中率的效果大大降

低 ，
无法抵消组相联导致的额外访问缓存标记的开

销 ， 因此 ，
组相联缓存性能反而低于直接相联 的缓

存 。 由于 ＥＣ －ＮＶＭ 的缓存容量较大 ， 使用有 限容量

的缓存标记的缓存 （
Ｔａ

ｇ
Ｃ ａｃｈｅ

）无法发挥明显作用 。

Ｔａ
ｇ
Ｃ ａｃｈｅ 的设计需要妥善解决高效利用有 限容量

的 Ｔａ
ｇ
Ｃ ａｃｈ ｅ 问题 。

（
３

）关于 ＥＣ －ＮＶＭ 的缓存替换算法设计 。
ＥＣ －

ＮＶＭ 的大容量缓存降低 了缓存压力 ， 使重用距离大

大减小 ， 因此现有替换算法相 比随机替换无法明显

提升缓存命中率 。

（
４

）关于 ＥＣ －ＮＶＭ 的预取算法设计 。 由 于大数

据应用在 ＥＣ －ＮＶＭ 场景下 良好的空 间局部性 ， 现有

多种预取算法都可 以对 ＥＣ －ＮＶＭ 结构有 明 显 的加

速效果 。 由 于非易失性主存存在较大的访问延迟 ，

ＥＣ －ＮＶＭ 结构存在较明显 的预取迟到 问题 。 但是 ，

以地址连续的预取为主的预取算法可 以有效改善预

取迟到问题 。

１ＥＣ －ＮＶＭ

图 １ 描述 了ＥＣ
－ＮＶＭ 内存 的结构 。 在该结构

中 ， 非易失性内存和 ＤＲＡＭ 高速缓存都通过传统的

内存总线 （ 比如 ＤＤＲ４
） 和处理器相联 ， 并且都通过

内存控制器进行管理 。

ＣＭＰ

ｃ ｏｒｅ． ． ． ｃ ｏｒｅ

ＩＬＬＣ Ｉ

Ｍｅｍｏｒｙ 

ｃｏｎｔｒｏ ｌ ｌｅｒ

个 ｔ

１ ＤＤＲ 
Ｂｕｓ ｌ

Ｅｘ ｔｅ ｒｎａ ｌ

＿ Ｉ ｜＿

ＮＶＭ Ｍａ ｉｎ

ＤＲＡＭ Ｃａｃｈｅ ： Ｍｅｍｏｒ
ｙ＿

ＤＲＡＭ Ｄ ＩＭＭｓ ＮＶＭ Ｄ ＩＭＭｓ

图 １ＥＣ －ＮＶＭ 结构 图

表 １ 描 述 了ＥＣ －ＮＶＭ 内 存 结 构 和 传 统 ＩＣ －

ＤＲＡＭ 内存结构在容量和延迟上的不同 。
ＩＣ －ＤＲＡ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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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两种情况
，
处理器 内部 ＳＲＡＭ作最后一级高速

缓存和 ３ Ｄ 堆叠式 ＤＲＡＭ 作最后一级高速缓存 。 容

量方面 ，
主存和缓存 的容量 比例有 了 明显变化 。 对

于处理器内部 ＳＲＡＭ 作最后一级高速缓存 的情况 ，

主存容量是高速缓存容量 的 ４０９６ 倍 ； 对于主存是

３ Ｄ 堆叠式 ＤＲＡＭ 的情况 ，
主存容量是高速缓存容

量的 ５ １ ２ 倍 ； 而 ＥＣ －ＮＶＭ 情况下 ，
主存容量是高速

缓存容量的 ８ 倍 ， 相较于传统结构 的主存与高速缓

存的容量比减小 了多个数量级 。 延迟方面 ，
主存和

缓存的延迟 比最多从 １ 变成 了１ ０
， 这意味着高速缓

存缺失 的开销增加 了９ 倍 。 另外 ， 外部高速缓存相

当于是 比 内部最后一级缓存 （
ｌａ ｓ ｔｌｅｖｅ ｌｃａｃｈｅ

，ＬＬＣ ）

还要低一层的缓存 ，
也就是说 ，

到达外部高速缓存的

访问要经过更多层的缓存的过滤 ， 其空 间 和时间局

部性都会发生一定变化 。 因此内存访问模式会受到

ＥＣ －ＮＶＭ 体系结构特性的影响 。

表 １ 由不 同缓存和主存构成的 内存结构参数对 比

类型 大小 延迟容量 比 延迟 比

传统处理器内部最后一级缓存 （
ＩＣ －ＤＲＡＭ １

）

ＳＲＡＭ １ ６ ＭＢ ２０ｎ ｓ

４０９ ６ ３

外部 ＤＲＡＭ ６４ＧＢ ６０ｎ ｓ

３ Ｄ堆叠式 
ＤＲＡＭ缓存 （

ＩＣ －ＤＲＡＭ２
）

３ Ｄ 堆叠 ＤＲＡＭ １ ２８ＭＢ ６０ｎ ｓ

５ １ ２ １

外部 ＤＲＡＭ ６４ＧＢ ６０ｎ ｓ

外部 ＤＲＡＭ 缓存 （
ＥＣ －ＮＶＭ

）

外部 ＤＲＡＭ ３ ２ＧＢ ６０ｎ ｓ

非易失性 内存 ２５ ６ＧＢ ６００ ｎ ｓ

２ 研 究 方法概述

２ ． １ 大 内存基准测试程序构建

正如在引言 中所述 ， 大数据应用大都对 内存容

量有巨大的需求 ，
而 ＥＣ －ＮＶＭ 正是为 了满足大数据

应用的 内存容量需求而产生 的 ， 因此在对 ＥＣ －ＮＶＭ

结构的评测时 ，
也需要使用具有 巨大 内存容量 的需

求的应用 。 本文用
“

工作集 （
Ｗｏｒｋ ｉｎ

ｇ
Ｓｅ ｔ

）

”

表示程序

在运行过程中需要访问 的 内存容量的总和
［

１ °
］

，将具

有较大工作集的应用统称为大内存应用 。

表 ２ 列 出 了本文选择的大内存应用 。 选择标准

是 ： （
１

） 测试程序需要有足够大的工作集来模拟大

数据应用对内存容量的需求 。 本文采用的大数据应

用在实际运行中 ，其工作集会根据输入数据的大小

而变化 ， 因此具有 巨大的 内存容量需求 。 值得注意

的是 ， 本文采用 了部分来 自 ＳＰＥＣＣＰＵ２００５
［

１ １
］

的应

用 ， 为 了 使测 试可 以 达 到更大 的 工作集 ， 将 多个

ＳＰＥＣ 程 序 混 合 在 一 起 运 行 （
ＳＰＥＣ －Ｍ ＩＸ

） ， 这 是

ＳＰＥＣＣＰＵ 经常使用的做法 ， 通过变换应用 的组合和

数量 ，
可以得到不 同大小 的工作集 。 （

２
） 除 了具有

巨大的 内存容量需求 ， 测试程序还应该能够代表各

个领域的大数据应用 。 本文选取 了来 自 社交网络 、

电子商务 、搜索引擎 、高性能计算等多个领域的典型

大数据应用 。 并且 ， 本文选择的应用都是来 自 工业

界真实的应用程序 。

表 ２ 大 内存基准测试程序

应用 工作集／ＧＢ 描述

Ｋ －Ｍｅａｎ ｓ ９ ５ ． ２ 聚类应用

Ｂ ａ
ｙ
ｅ ｓ ２０６ ． ８ 推荐系统

ＳＰＥＣＪｂｂ ８ ７ ＪＶＭ 标准测试程序

Ｓｏａ
ｐ
ｄｅｎｏｖｏ２ １ ６０ ． ５ 基因序列分析

ＳＡＰＨＡＮＡ １ １ １ ． ９ 内存数据库

Ｔｅ ｒａＳｏｒｔ ２５ ３ ． ２ 排序算法

ＨＰＣＧ １ ４５ ． ８ 高性能计算

ＨＰＬ １ ７ ３ ． ７ 高性能计算

ＳＰＥＣ －Ｍ ＩＸ ５ ２ ． ３ ＳＰＥＣＣＰＵ２００６

Ｇｒａ
ｐ
ｈＸ ８ ８ ． １ 图计算

关于测试数据集 的选取 ， 本文用 １？ （：
＞ ０８

［
１ ２

］

来

生成 ＳＡＰ －ＨＡＮＡ
［

１

］

的数据和查询 。 对于 Ｋ － Ｍ ｅａｎ ｓ
、

Ｂ ａ
ｙ
ｅ ｓ

、
Ｔｅｒａｓｏｒｔ 等 比较成熟 的测试程序 ， 本文直接采

用 了来 自 Ｂ ｉ

ｇ
ＤａｔａＢｅｎｃｈ

［

１ ３
］

的测试数据集 。
Ｓｏａｐ

ｄｅ
－

ｎ〇ｖ〇２ 的数据文件来 自公开网站
［

１ ４
］

。

２ ． ２ 实验方法介绍

本文采用 内存访问踪迹 （
ｔｒａｃ ｅ

） 驱动 的 内存模

拟器 ＮＶＭ ａ ｉｎ
［

１ ５
］

来模拟 ＥＣ －ＮＶＭ 结构 ， 输人为预先

经过聚类工具
［

１ ６
］

选择的有代表性 的 内存访问 ｔ ｒａｃｅ

片段 ， 输出为单位时间 内可 以完成的 内存访问请求

＾ （
ａｃ ｃ ｅ ｓｓｅ ｓ

ｐ
ｅｒｃ

ｙ
ｃ ｌｅ

，ＡＰＣ ）

［
ｌ ７

］

〇

表 ３ 展示了评测配置 。 评测主要分成两部分 ，

包括获取内存访问 ｔｒａｃ ｅ 以及基于 ｔｒａｃｅ 的分析和评

测 。

４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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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量是 ２５ ６ＧＢ
。

在评测阶段 ， 本文使用 了Ａ ｌ ｌｏ
ｙ
Ｃ ａｃｈｅ

［
６

］

来模拟

直接相联的组织方式 ， 使用 了ＬＨ
－Ｃ ａｃｈｅ

［
７

］

来模拟组

相联的组织方式。

３不 同 缓存粒度 对 ＥＣ －ＮＶＭ 结 构 的

影 响

３ ． １ 缓存粒度对缓存命 中 率的影响

缓存粒度是缓存结构设计的一个重要参数 ， 增

大缓存粒度可以有效地减少缓存冷缺失 ， 尤其对于

空间局部性好的应用 ， 大粒度可 以有效提髙缓存命

中率 。

图 ２ 展示 了缓存粒度对于 ＥＣ －ＮＶＭ 结构缓存

命中率的影响 。 每一个子图表示一个应用 的结果 。

每条线表示 固定主存缓存容量 比下不同缓存粒度大

小的命中率变化 。 如
“

ＣＲ８ 

”

表示缓存容量为主存容

量的 １ ／８
。

ｃ ｒ５ １ ２ ｃｒ２ ０ ４ ８

ＳＰＥＣ Ｊｂｂ
〇

（ 〇Ｔ ｅ ｒａ Ｓｏｒ ｔ＾
〇

（

〇Ｓｏａ
ｐ
ｄｅｎｏｖｏ２

：轉變
ＨＰＣＧ

表 ３ 实验配置

内存 ｔｒａｃｅ 获取平台配置

处理器 Ｉｎ ｔｅ ｌＸｅｏｎＥ５ ＠ ２ ． １ＧＨｚ２４ －

ｃｏｒｅ

操作系统 Ｃ ｅｎ ｔＯＳ
 （ 默认 ） ，

ＳＬＥＳ １ ２ ． １
（ 
ＳＡＰＨＡＮＡ

）

内存大小 ２５６ＧＢ

外部 ＤＲＡＭ 高速缓存配置

容量 ３ ２ＧＢ

结构 １Ｃｈａｎｎｅ ｌ
，

８Ｂａｎｋｓ
，
２ ｋＢ行大小

总线 ６４ 位总线宽度 ，

１ ３ ３ ３ＭＨ ｚ

时序 ｔＲＣＤ －

ｔＴＰ －

ｔＢＵＲＳＴ －

ｔＲＴＰ －

ｔＣＣＤ＝９ －

９４ －

３
－２

非易失主存配置

容量 大小 ：
２５ ６ＧＢ

结构 １Ｃｈａｎｎｅ ｌ
，

８Ｂ ａｎｋ ｓ
，

２ｋＢ
行大小

总线 ６４ 位总线宽度 ，

８００ＭＨｚ

时序 ｔＲＣＤ －

ｔＴＰ －

ｔＢＵＲＳＴ－

ｔＲＴＰ －

ｔＣＣＤ 
＝

９０
－

２７０
－４ －

３
－２

在获取 ｔｒａｃｅ 阶段 ， 本文将大 内存应用部署在服

务器上正常运行 ， 同时使用硬件 内存访问追踪工具

（
ＨＭＴＴ

［
１ ８

］

）记录真实 的 内存访问地址 。 服务器是

Ｉｎｔｅ ｌＸｅｏｎＥ５ 平台 ，
运行了Ｃ ｅｎ ｔＯＳ７ 操作系统 ， 内存

？ ｃｒ８＃ｃｒ３２—

ｃｒ ｌ ２ ８

Ｋ －Ｍｅ ａ ｎ ＜

？Ｂａｖｅ ｓ ，ＳＰＥＣ －ＭＩＸ

，
、锻卿 稱梦輕 麟气卿 鐵《辦 想 ，顧娜

缓存粒度

ＨＰＬ ｌ ｎＧ
ｒａ
ｐ
ｈＸ －ＢＦＳ ｌ ｎＧｒａ

ｐｈＸ
－ＰＲ ｏ

（

ｏＧｒａ
ｐ ｈ
Ｘ－ＣＣ 〇

（

〇Ｇｒａ
ｐｈＸ

－ＬＰ ｏ
｜ 〇Ｇｒａ

ｐｈＸ
－ＴＣ ＳＡＰ －ＨＡＮＡ

罐辦＃ 鱗暫ｗ 鱗冬紙＾气鐵娜 麟ｔ娜 《鐵卿 ，麟ｗ
缓存粒度

图 ２ 不 同缓存粒度对缓存命 中率的影响

从图 ２ 可以看到 ， 增大缓存粒度可 以 明显提高

缓存命中率 ，
且对不同容量的缓存都有相似的效果 。

（
１

） 缓存粒度最初从 ６４ 字节开始变大的时候 ， 缓存

命中率明显增加 ，这说明随着缓存粒度的增大 ，强制

缺失得以 明显减少 。 例如 ， 对于 ＳＰＥＣ －Ｍ ＩＸ
， 当缓存

容量为主存容量 的 １ ／２０４８ 时 ， 将缓存粒度从 ６４ 字

节增大到 ２５ ６ 字节 ，缓存命中率从 ３％ 提升到 ３ ９％ 。

（
２

） 大容量缓存情况下 ， 增大粒度对提髙缓存命 中

率的作用会比小容量缓存情况下低很多 。 例如 ， 对

于 ＳＰＥＣ －Ｍ ＩＸ
， 当缓存容量为主存容量 的 １ ／８ 时 ， 将

缓存粒度从 ６４ 字节增大到 ２５６ 字节 ，缓存命中率从

７９％ 提升到 ９ １ ％
。 （

３
） 当缓存粒度增加 到一定程

度 ，命中率的增加开始变得平缓甚至个别应用 出现

了下降 ，这是 由于大部分的强制缺失 已经被消除 ， 继

续增大缓存粒度的效果 比较有限 ， 同时大粒度会导

致更多冲突缺失 。 例如 ， 对于 ＳＰＥＣ －Ｍ ＩＸ
， 缓存容量

％


ｉ

嫌
－

ｆｉ
－

隹
桦
鄉

ｆ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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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６ 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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缓存粒度

图 ４ 不 同缓存粒度对 系统综合性能的影响

通过图 ４ 可 以得知 ， 对于缓存容量偏小 的 ＥＣ －缓存粒度的继续增大 ，命中率的提升趋势变得平缓 ，

ＮＶＭ
，

±曾大缓存粒度可 以迅速提高缓存命 中率 ， 因而命中延迟还在继续增大 ， 综合性能又会变低 。 因

此
，增加缓存粒度可 以 明显提高综合性能 。 而随着此对于小容量的高速缓存 ，

几乎全部应用 （ 除 ＳＡＰ －

４６９

ｂ鱗令鱗？狄 鱗令鱗必 ｂ鱗令鱗必 武成？、為々 柳 必 咖鱗鱗必

缓存粒度

ＨＰＬＧｒａ
ｐ
ｈＸ－ＢＦ ＳＧｒａ

ｐ
ｈＸ－ＰＲＧｒａｐ

ｈＸ－ＣＣＧｒａｐｈＸ
－ＬＰＧｒａ

ｐ
ｈＸ－ＴＣ ＳＡＰ －ＨＡＮＡ

为主存容量的 １ ／２０４８ 时 ，将缓存粒度从 ２５６ 字节增

大到 ５ １ ２ 字节 ，命中率从 ３ ９％ 提升到 ５ ３％
。 这种现

象在大容量高速缓存中更加明显 ，例如高速缓存容量

为主存容量的 １ ／８ 时
， 高速缓存命中率只能提升 ４％

。

粒度对命中率的影响是 由大数据应用 的空间局

部性决定的 。 本文中 ， 用页 内地址空 间 间 隔来表示

程序的空间局部性 ， 所谓页 内地址空 间 间 隔是指 同

一页面的相邻两个访问 的地址差值 。 图 ３ 表示 了空

间局部性 。

“

３２＜ ＝
ｓ ｔｒｉｄｅ＜ ６４

”

表示地址间隔位于 ３２

和 ６４ 之间 。 可 以看到 ，

ＥＣ －ＮＶＭ 下 的大数据应用具

有较好的空 间局部性 。 平均超过 ４０％ 的访问 的地

址间隔为 １
，这意味着超过 ４０％ 的访问是连续的 ，

超

过 ６５％ 的 间 隔是小于 ８ 个块 （ 块大小为 ６４ 字节 ）

的 ，
理论上 ， 用 ５ １ ２ 字节的缓存粒度可 以将用 ６４ 字

粒度的高速缓存的命中率从 ２０％ 提升到 ３ ２ ． ５％
。

ＺＺｎ３ ２＜＝
ｓ ｔｒｉ ｄｅ＜ ６４■ ８＜＝

ｓ ｔｒｉｄｅ＜ １ ６ Ｃ＝ ］ ｌ ＜＝
ｓ ｔｒｉｄｅ＜ ２

■■ １ ６ ＜＝
ｓ ｔｒｉ ｄｅ＜ ３ ２ ４＜＝

ｓ ｔｒｉｄｅ＜ ８ＧＺ１ ｓｔｒｉｄｅ
＝

ｌ

ＩＰ ｍ
ｆｌＨ

ｉ

｜
｜

Ｉ Ｌ ． ．  １  ｉ ． ，  Ｊ ｌ ． 」 １

ｖ
儿 ？ ． Ｊ Ｌ ． ．  ． １ １ ．

 ｆ 

． １ １ ． ． １ Ｌ ． ？ Ｊ ｌ ．

ｆ 

． １ １

０％
ｌ ｈ

Ｖ 

１ ？

 ｆ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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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空 间局部性分析

？ｃｒ８ ｃｒ３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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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说明 即便 ＥＣ －ＮＶＭ 的缓存是第 ４ 级缓存 ，
经

过上层多级缓存的过滤之后 ， 落在第 ４ 级缓存上 的

访问仍然具有较好的空间局部性 。

３ ． ２ 缓存粒度对综合性能的影响

增大缓存粒度虽然可 以提高命中率 ， 但是也会

增 大缓存命 中延迟 。 由 于 ＥＣ － ＮＶＭ 的缓存在处理

器外部 ， 相 比于处理器内部的高速缓存 ，其访问延迟

不可忽略 ， 而且该延迟是和缓存粒度 的大小成正 比

的 。 例如 ， 在使用 ６４ 位 的 ＤＤＲ３ 内存总线 的情况

下
， 内存控制器从 ＤＲＡＭ 的感应放大器读取 ６４ 字

节的数据需要一次总线突发 （
ｂｕｒｓｔ

） 操作即可完成 ，

而获取 ２５ ６ 字节 的数据则需要 ４ 次总线 突发 ， 即

２５６ 字节缓存粒度 的命 中延迟是 ６４ 字节 的 ４ 倍 。

由此可见 ，
虽然增大粒度可以提髙缓存命中率 ，减少

访问主存的次数从而提升性能 ， 但是大粒度也导致

了更高的命中延迟 ， 又会使系统性能有所降低 。 因

此 ，缓存粒度的选择需要平衡缓存命中率和命中延

迟 。

图 ４ 展示 了缓存粒度对 内存系统性能的影响 。

和图 ３ 类似 ，每个子图表示一个应用 ， 每条线表示固

定缓存容量情况下的 ＡＰＣ
。 为 了便于对 比 ， 本文 以

主存缓存容量 比是 ２０４ ８ 且粒度是 ６４ 字节 的 ＡＰＣ

为基准 ， 得 到 其他容 量 比 和粒度 下 相对基准 的

ＡＰ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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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 ５ ０

０ ． ２ ５

图 ５ 不 同缓存关联度对缓存命 中率的影响

然而 ， 随着高速缓存容量的加大 ， 冲突缺失的程

度会逐渐减轻 ，增加关联度对提高命 中率的作用也

逐渐减小 。 如 图 ５ 所示 ， 当缓存容量较大 （ 即 ＣＲ 较

小 ） 时 ， 即 使 是 对 关 联 度 比 较 敏 感 的 应 用 ， 如

ＳＰＥＣ Ｊｂｂ 、
ＳＰＥＣ － Ｍ ＩＸ 等应用也只能提高不到 ５％ 的

命中率 。

４７０

４ ． ２ 缓存关联度对综合性能的影响

组相联除了拥有降低冲突缺失从而提高命中率

的优势 ，
还存在引 入访问缓存标记开销 的劣势 。 正

如 Ａ ｌ ｌｏ
ｙ
Ｃ ａＣｈｅ

［
６

］

讨论的那样 ，
直接相联 的缓存可 以

通过将缓存标记与数据放在一起 ，

一次性地将缓存

数据和缓存标记一起读 出 ， 从而消 除 了缓存命中时

ＨＡＮＡ 外 ） 的最佳粒度都位于 中 间位置 （
１ ２８ 字节 、

２５ ６ 字节或 ５ １ ２ 字节 ） 。 例如 ， 在缓存容量为主存容

量的 １ ／２０４ ８ 的情况下 ， 使用 ２５ ６ 字节的缓存粒度可

以将 Ｋ －Ｍｅａｎｓ 的综合性能相 比使用 ６４ 字节时提升

５ ６％０

对于容量偏大的 ＥＣ －ＮＶＭ
，

—方面增加粒度对

性能带来的提升趋势变缓 ， 而另
一方面大粒度引人

的额外的命中延迟继续增加 ， 因此大容量缓存情况

下
，最佳粒度会变小 。 例如 ， 将容量 比从 ２０４８ 变成

８ 时 ，

ＴｅｍＳｏｒｔ 的最佳粒度逐渐从 ２５ ６ 字节变成 ６４

字节 。 然而 ， 即便容量比增加到 了８
， 仍然有一半的

应用的最佳粒度大于 ６４ 字节 。

结合上述结果和分析 ，得出 以下结论 。

结论 １ 经过上层多级缓存的过滤 ，大数据应用

在第 ４ 级缓存上具有较好的空 间局部性 ，
因而增大

缓存粒度可以显著提高缓存命中率 ，并且越小 的缓

存容量下 ，增大粒度对于提高命中率的效果越明显 。

结论 ２ 由 于 ＥＣ －ＮＶＭ 缓存在处理器外部 ， 增

大缓存粒度会明显增加命中延迟 ，
因此缓存粒度 的

选择要综合考虑大粒度对命中率的提髙和命中延迟

的增加 ，传统 ６４ 字节大小对 ＥＣ －ＮＶＭ 场景不再适

用 。

４ 不 同 缓存 关 联度 对 ＥＣ －ＮＶＭ 结 构

的 影 响

本节讨论不 同高速缓存关联度对 ＥＣ －ＮＶＭ 结

构的影响 。 为了排除替换算法的影响 ， 本节的测试

都采用最优替换算法 。 所谓最优替换算 法是文

献 ［
１ ９

］ 于 １ ９６６ 年提出 的一种 已经在理论上被证明

的最优替换算法 ，其所选择的被淘汰缓存块 ，将在最

长 （未来 ） 时间 内不再被访问 ， 从而达到最优替换的

效果 。

４ ． １ 缓存关联度对缓存命 中 率的影响

图 ５ 展示了关联度对命中率的影响 。 和 图 ２ 类

似 ， 每一个子图表示一个应用 的结果 。 每条线表示

在固定主存缓存容量 比下不同缓存关联度的命中率

变化 。

当高速缓存容量较小 （ 即 ＣＲ 较大 ） 时 ， 对绝大

多数应用而言 ， 增加关联度可 以 明显提高命 中率 。

除了ＨＰＣＧ 和 ＧｍＰ
ｈＸ －ＬＰ 两个应用对增加关联度不

敏感之外 ，其他应用在将关联度从 １ 增加到 ２ 时 ，命

中率平均可以提高 ２０％￣ ３ ０％
。 由此可见 ， 对于小

容量的高速缓存 ， 增加关联度可 以有效降低 冲突缺

失 ，提局命中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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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访问缓存标记的开销 。 但是由 于组相联是多路数

据存储在一起 ，无法一次性地将整个缓存组 的标记

和数据取出 ， 而是必须先访问缓存标记 ，再访问数据

块 ，
至少需要两次片外高速缓存的访问 ， 因此理论上

组相联的缓存命中延迟至少是直接相联的两倍 。

图 ６ 展示 了采用不同缓存关联度的 内存系统的

综合性能 。 当缓存容量较小时 ， 增加关联度提升缓

存命中率的效果 占主导作用 ， 因此高关联度可 以 明

显提升综合性能 。 例如 当缓存容量为 主存容量 的

１ ／ １ ２８ 时 ， 用 〗 ６ 路组相联的缓存要 比直接相联 的缓

存在性能上提高 ５０％
。 当缓存容量变大时 ， 增加关

联度带来的好处减弱 ，命中率提升减小 ，而组相联带

来的额外缓存标记的访问开销依然存在 ， 因此组相

联缓存的综合性能反而会低于直接相联 。 从图 ６ 的

结果可以看出 ，在大容量缓存条件下 ，
几乎所有的应

用 （
Ｇｒａ

ｐ
ｈＸ －ＴＣ 除外 ） ，

直接相联的综合性能要优于

组相联 。

１２４８ １ ６３２６４ １ ２８２５６５ １ ２ １ ０２４

Ｃ ａｃｈｅ 容量  ／ Ｔａｇ 

Ｃａｃｈｅ 容量

１２４８ １ ６３２６４ １ ２ ８２５６５ １ ２ １ ０２４

Ｃａｃｈｅ 容量  ／ 
Ｔａｇ 

Ｃａｃｈｅ 容量

图 ７ 不 同容量的 Ｔａｇ 缓存下的 Ｔａｇ 缓存命 中率和综合性能

图 ６ 不 同缓存关联度对综合性能的影响

４ ． ３Ｔａ
ｇ 缓存对组相联缓存的影响

为 了降低组相联 的命中延迟 ， 缓存标记的缓存

是一种有效并广泛使用 的方法 。 如 ＡＴＣａｃｈ ｅ
ｔ
２〇

］

描

述的那样 ，
通过保存一部分 的缓存标记在 ＳＲＡＭ

中 ，作为缓存标记 的缓存 ， 如果缓存标记 的缓存命

中 ， 则可 以避免访问 片外 的缓存标记 。 本文评测 了

缓存标记 的缓存在 ＥＣ －ＮＶＭ 场景下 的效果 。 本文

使用 了３ ２ 路的组相联的缓存 ，得到 了使用不同容量

下的缓存标记的缓存的命中率以及 内存系统整体的

加速 比 。

从图 ７ 中可以看 出 ， 缓存标记的缓存可 以有效

减少访问片外的缓存标记 ，从而减少命中延迟 ，但是

减少的效果要取决于缓存标记 的缓存 的容量。 对

ＨＰＣＧ 和 ＳＡＰＨＡＮＡ 来说 ， 即使增大了Ｔａｇ
Ｃ ａｃｈｅ 的

容量 ，
也无法有效地减少片外缓存标记的访问 。 对

绝大部分应用来说 ，
至少需要在 ＳＲＡＭ 中保存 １ ／８

的缓存标记 ，才能发挥 比较明显的效果 。

然而 ， 缓存标记 的缓存是保存在 ＳＲＡＭ 中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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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８ 不 同替换算法对 ＥＣ －ＮＶＭ 缓存命 中率的影响

当髙速缓存容量减小 （ 即 ＣＲ １ ２８
） 时 ， 冲突缺失

增多 ，这时替换算法减少冲突缺失的能力得以体现 。

Ｒａｎｄｏｍ 作为纯随机算法 ， 在发生替换时 ， 没有选择

性地随机选取数据块进行替换 ， 而 ＬＲＵ
、
ＳＲＲＩＰ 都通

过观察访问历史 ，保护将来有可能要访问 的数据块 ，

而 ＯＰＴ 算法则是在假设可 以获知将来要访问 的数

据块的情况下的最优选择 。 因此相 比于随机替换 ，

ＬＲＵ 和 ＳＲＲＩＰ 都能显著提高高速缓存命中率 。 例

如 ，使用 ＬＲＵ 的高速缓存可以将 Ｋ －Ｍ ｅａｎ ｓ 的命中率

相 比使用 Ｒａｎｄｏｍ 的高速缓存提升 １ ０％
。

当高速缓存容量继续减小 （ 即 ＣＲ２０４８
） 时 ， 冲

ＣＺ ｌＲａｎｄｏｍＣＤＦ ＩＦＯＣＺ ＩＬＲＵＣＤＳＲＲＩＰ Ｉ＊ Ｏ ＰＴ

Ｃ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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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系统中 ，

ＳＲＡＭ 的空 间宝贵而且稀少 。 在本文

的配置 中 ，外部缓存的容量是 ３ ２ＧＢ
， 关联度是 ３ ２

，

如果缓存粒度选择为 ６４ 字节 ，需要的缓存标记存储

空间大概为 ４４ ８ＭＢ
。 如 图 ７ 所示 ， 花费 ５ ６ＭＢ 的

ＳＲＡＭ 可 以消除 ４０％ 的 Ｔａ
ｇ 访问 ，将综合性能提升

１ ５％ 。 而只使用较小容量的缓存标记的缓存 ， 其作

用会大大折扣 ， 如 图 ７ 所示
，
只用全部缓存容量 的

１ ／ １ ０２４ 时 ， 花费 ４４８ｋＢ 的 ＳＲＡＭ
，
可 以 降低不足

１ ９％ 的缓存标记访问 ， 性能提升不到 ３％ 。 在实际

系统 中 ，整个 Ｌ３ 的容量大多在 ２０ＭＢ 左右 ， 因此无

法为缓存标记的缓存提供足够的容量 。 换言之 ， 若

想要缓存标记的缓存发挥明显 的作用 ，
必须在其容

量开销方面进行有效的优化 。

基于以上结果和分析 ， 得到如下结论 。

结论 ３ 组相联可以提髙缓存命中率 ，但是 ＥＣ －

ＮＶＭ 的大容量缓存降低了 冲突缺失 ，使得组相联提

高命中率的效果大大降低 ，
且无法抵消组相联引 入

的额外访问缓存标记的开销 ， 因此 ，在大容量高速缓

存场景下 ，组相联缓存性能反而低于直接相联缓存 。

结论 ４ 由 于 ＥＣ －ＮＶＭ 的缓存容量较大 ， 需要

的缓存标记容量也更大 ，
因此有限的缓存标记的缓

存无法发挥明显作用 。 其设计需要妥善解决 ＳＲＡＭ

容量限制问题 。

５不 同 替换 算 法 对 ＥＣ －ＮＶＭ 结 构 的

影 响

本节评测 了现有系统广泛使用 的替换算法 ， 包

括随机替换算 法 （
Ｒａｎｄｏｍ

） ， 先人先 出 替换算 法

（
ｆｉｒｓｔ ｉｎｆｉｒｓｔｏｕ ｔ

，Ｆ ＩＦＯ
） ， 最近最少使用 替换算法

（
ｌｅａ ｓ ｔｒｅｃｅｎｔｌｙ

ｕｓｅｄ
，ＬＲＵ ） ，静态重用预测算法 （

ｓｔａｔ
？

ｉ ｃｒｅ
－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ｉｎｔｅｒｖａｌｐｒｅｄ ｉ ｃ ｔ ｉｏｎ
，ＳＲＲ ＩＰ

） 。 此 夕 卜 ，

Ｂｅ ｌａｄ
ｙ
ＯＰＴ

［

１ ９
］

算法 已经被证明是在降低缺失率方

面的最优替换算法 ，本文称之为 ＯＰＴ 算法 。 在本节

的评测 中 ， 配置缓存为 １ ６ 路组相联 ， 为 了测试不同

内存压力情况下的替换算法的效果 ，
进行了３ 组不

同高速缓存容量下的测试 ，结果如 图 ８ 所示 。

当高速缓存容量较大 （ 即 ＣＲ８
） 时 ， 髙速缓存压

力较小 ， 即 冲突缺失较少 ，各替换算法效果几乎没有

差别 。

５



４



３



２

ｏ



ｏ



ｏ



ｏ



ｏ



ｏ

９



８



７



６



５



４

嫌
－

Ｓ
－

妲
桦
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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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缺失继续增加 ， 甚至 出 现
“

缓存冲刷
”

现象
，
即数

据块进人高速缓存 中还未来得及被使用 ，
就被后续

的数据块
“

挤走
”

。 对这种情况下
，
现有 的替换算法

效果都无法应对 ， 甚至 ＬＲＵ
、
ＳＲＲ ＩＰ 的效果 比 Ｒａｎ

？

ｄｏｍ还要差 。

本文通过重用距离 （
ｒｅｕｓｅｄ ｉ ｓ ｔａｎｃ ｅ

，ＲＤ ） 来分析

原因 。 文献 ［
２ １

］ 定义了重用距离 ， 它表示的是在 同

个缓存组中 ，重复出 现的两个访问之间 间 隔 了 多少

不重复的数据块 。 重用距离是高速缓存性能分析的

一个重要工具 ， 可 以表征程序 的 时 间局部性行为 。

只有当重用距离超过高速缓存的关联度时才会发生

高速缓存替换 。 在本节的实验中 ， 计算 了程序在 １ ６

路组相联缓存下的重用距离 。 图 ９ 展示了重用距离

分布 。

不同高速缓存容量下 的重用距离呈现较大差

别 ，这是因为当高速缓存容量减小时 ， 缓存组减少 ，

平均分配到各个缓存组的访问增多 ， 冲突缺失增加 。

例如 ，对
一个访问序列 ［

Ａ
，Ｂ ，Ｃ ，

Ａ
，

Ｂ
，Ｄ ，

Ａ
，

Ｃ
］ ，

如果缓存组 的数量为 １
， 得到 的 重 用距离分布 是

［
ｎＢ＝ ３

，

ｒｃＷ＝１
］ 。 但是如果缓存容量增加 ， 缓存组

的数量得以增多 ，假设增加到两个缓存组 ，那么该访

问序列将会被分到两个缓存组 ［
Ａ

，Ｂ ，

Ａ
，

Ｂ
，Ａ ］ 和

［
Ｃ

，Ｄ ，Ｃ ］ 上 ，
此时重用距离 的分布将变成 ［

ｒｄ２＝

４
］ 。 从这一例子可 以看到 ， 缓存容量 的减小 ， 会使

得重用距离变得更大 。

当 ＣＲ 为 ８ 时 ， 重用距离分布呈现
“

两极化
”

。

即超过一半的访问 的重用距离小于关联度 ， 这种情

况下不需要缓存替换 。 而其余访问 的重用距离远大

于关联度 ，这种情况下 ， 当前访问 的数据块距离下一

次访问相隔距离太远 ， 即便对该块进行保护也会被

中 间 的数据块挤掉 ，
因此无法很好地发挥作用 。

当 ＣＲ 为 １ ２８ 时 ，虽然重用距离相 比 ＣＲ 为 ８ 时

变大 ， 但是仍有超过 ５０％ 访问 的重用距离小于 ６４

个数据块 ， 这时 ＬＲＵ 和 ＳＲＲ ＩＰ 等替换算法可以有效

识别 出需要保护的数据块 ，
且这时对这些数据块 的

保护是有意义 的 ，
也就是说 ，

ＬＲＵ 和 ＳＲＲＩＰ 只能对

重用距离超过关联度不太多的情况有效果 。

当 ＣＲ 为 ２０４８ 时 ，超过 ８０％ 的访问的重用距离

大于 ２５６
，这远远超出 了关联度 ， 这时候 ＬＲＵ 和 ＳＲ －

ＲＩＰ 并不能有效识别 出需要保护 的数据块 ， 替换效

果甚至还不如 Ｒａｎｄｏｍ 。

基于以上结果和分析 ，
得出如下结论 。

结论 ５ 现有替换算法对重用距离较大的情况

支持不好 ， 距离最优算法还存在较大 的优化空 间 。

而重用距离较小时 ，各个替换算法的效果差距减小 。

结论 ６ＥＣ －ＮＶＭ 的大容量缓存降低 了缓存压

力 ，使重用距离大大减小 ， 因此现有替换算法相 比随

机替换算法无法明显提升缓存命中率 。

６不 同 预 取 算 法 应 用 在 Ｅ Ｃ －ＮＶＭ 结

构上 的 效果

预取器可以预测将来要访问 的 内存地址 ， 提前

—

４７ 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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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出对 内存的访问请求 ，
利用空 闲 的 内存带宽提前

将数据取到缓存 中 ，
避免真正需要数据时候的等待 ，

是一种有效的加速 内存访问 的方法 。 为 了研究 ＥＣ －

ＮＶＭ 场景下的预取算法的效果 ， 本文评测 了
４ 种典

型 的 预取算法 ， 包括 ＳＢＰ
［
２２

］

，
ＡＭＰＭ

［
２ ３

］

，
ＳＰＰ

［
２４

］

和

ＢＯＰ
［
９

］

。 基准系统是没有预取的系统 。

图 １ ０ 展示 了预取算法的效果 。 对于绝大多数

应用 ， 现有 的几种预取算法都可 以 明显提升性能 。

平均而言 ，

ＡＭＰＭ 表现最好 ，
可 以将整体性能提髙

１ ９ ． ６％
 ；

ＳＢＰ 次之 ，
可 以将性能提高 １ ８％

 ；

ＳＰＰ 可 以

提升 １ ４ ． ５％
，

ＢＯＰ 可 以 提升 １ ０％ 。 相较与其他算

法 ，

ＡＭＰＭ 最稳定 ， 在所有测试中 ， 其预取效果都是

最优或者次最优的 。

图 １０ 不 同预取算法的 系统性能加速 比

结合 图 ３ 分析 ， 对于空 间 局部性较好 的程序

（
ＢＦＳ

、
ＣＣ

、
ＰＲ

） ，

ＳＢＰ 算法效果最好 ， 这是 由 于 ＳＢＰ

对地 址 连 续 访 问 有 较 好 效 果 。 而 对 于 ＨＰＣＧ
、

ＳＰＥＣ Ｊｂｂ 等空 间局部性不太 明显 的应用而言 ，

ＳＢＰ

的预取效果则不明显 。

预取算法的效果主要受 ３ 个因素影响 。 （
１

） 预

取利用率 ： 如果一个数据块被预取 回来之后被后续

访问用到 ，称这个预取操作是能有效的预取 （
ｕｓｅ ｆｕ ｌ

ｐ
ｒｅｆｅ ｔｃｈ

） 。 预取利用率是有效的预取数量与发 出 的

总预取数量 的 比值 。 （
２

） 预取迟到率 ： 如果一个数

据块的预取请求 已经发 出且还没有完成 ， 而后续又

有 内存请求访问数据块 ， 称这样的预取是迟到 的预

取 （
ｌａｔｅ

ｐ
ｒｅｆｅ ｔｃｈ

） 。 预取迟到率是迟到 的预取数量

与发出 的总预取数量的 比值 。 根据 ＦＤＰ
［
８

］

的描述 ，

有效的预取是对访存性能的完整加速 ， 而迟到 的预

取对访存性能 只 能做到部分加速甚至 降低性能 。

（
３

） 预取错误率 ： 如果一个数据块被预取 回来之后

不会被用到 ，对该数据块的预取为错误的预取 。 预

取错误率是错误的预取数量与发出 的总预取数量的

比值 。

图 １ １ 展示 了对影响预取效果 的 ３ 个因素 的分

析 。 每个应用对应 ４ 个数据条 目 ， 分别对应 ４ 种预

取算法 ：
５ ；８？

、
人 ］＼？３

１＼１
、

：８ （＾
、
３？？ 。 平均而言 ，

３ ：８？ 和

ＡＭＰＭ 拥有较高 的准确率 ， 但是 ＳＢＰ 比 ＡＭＰＭ 多

５％ 的无效预取 ，
因而综合性能仍不如 ＡＭＰＭ

。 对于

预取迟到率 ，
现有预取算法都有较明显的迟到现象 ，

ＡＭＰＭ 平均有 ８％ 的迟到 的预取 ，

ＢＯＰ 平均有 １ ６％

的迟到预取 ，

ＳＰＰ 有 １ ５％ 的迟到预取 。 相 比之下 ，

ＳＢＰ 的迟到预取最少 ， 这是因为 ＳＢＰ 识别 的 内存访

问都为连续访问 ，其发 出 的预取和访问也都是地址

连续的 。 美国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 （
ＵＣＳＤ

） 非易失

内存系 统实验室 （
ＮＶＳＬ

） 的研究人员 已 经通过对

ＥＣ －ＮＶＭ 内存结构评测 发现 ， 非 易 失 主存 和 片外

ＤＲＡＭ 高速缓存的性能差距主要体现在非连续访问

的性能
［
２５

］

。 也就是说地址连续 的预取可 以更快地

被完成 ， 因而其迟到率也会更低 。

基于以上实验结果和分析 ，得出 如下结论 。

结论 ７ 由 于非易失性主存较髙 的访问延迟 ，

ＥＣ －ＮＶＭ 结构存在较明显 的预取迟到 问题 。 但是 ，

以地址连续的预取为主的预取算法可 以有效改善预

取迟到问题 。

结论 ８ 由 于大数据应用在 ＥＣ － ＮＶＭ场景下具

—

４７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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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Ｚ １ 错误 比例ＣＺ］ 迟到 比例正确 比例
１ ． ０   ｉ

．

ｍ ｎｒ

０ ． ８
－

图 １ １ 预取效果分析

有 良好的空间局部性 ， 现有多种预取算法都可 以对

ＥＣ －ＮＶＭ 结构有明显的加速效果 。

７ 相 关工作

关于 ＤＲＡＭ 缓存 的工作大多关注 的是堆叠式

的 ＤＲＡＭ 缓存 。 但是 ， 相 比较于堆叠式 的缓存 ， 外

部 ＤＲＡＭ 缓存无论在容量还是延迟上都有很大差

异 。 这些差异造成了评测方法及体系结构特性上的

不 同 。

关于评测方法 ， 现有研究对 内存结构 的评测大

多采用ＳＰＥＣＣＰＵ２００６
［

Ｉ １
］

、
ＰＡＲＳＥＣ

［
２６

］

等标准测试

集 。 这些应用能够较好地评测传统内存结构的体系

结构特性 ， 但是对 ＥＣ －ＮＶＭ 结构 的评测 ， 它们无法

提供足够大的工作集 。

一些对 ３ Ｄ 堆叠式 ＤＲＡＭ 缓

存的测试用到 了Ｃ ｌｏｕｄＳｕ ｉ ｔｅ
［
２７

］

等应用 ，
可 以提供 比

ＳＰＥＣＣＰＵ２００６ 等大一 些 的 工 作 集 。 但是 相 对 于

ＥＣ －ＮＶＭ 动辄数十 ＧＢ 的高速缓存容量 ， 这些应用

还是不能提供足够规模的工作集 。
Ｂ ｉ

ｇ
ｄａｔａＢｅｎｃｈ

［
１ ３

］

选取了多种有代表性 的大数据应用 ， 可 以很好地对

大数据应用场景进行评测 。 但是 Ｂ ｉ

ｇ
ｄａｔａＢ ｅｎｃｈ 是对

各种类型的大数据应用 的多方面评测 ， 相 当一部分

的应用并非 内存密集型 ， 而是计算密集型或 １０ 密集

型 。 对于这些应用 ， 优化 内存系统结构并不能 明显

提髙 系 统 的 综合性 能 ，
因 而 无 法 直接 使 用 Ｂ ｉ

ｇ
？

ｄａｔａＢ ｅｎｃｈ的全部应用 ， 需要进行选择和补充 。 因

此 ，考虑到应用的多样性和足够大的工作集 ， 本文选

择了更多的大数据应用 ， 相 比于其他对 ＤＲＡＭ 高速

缓存的评测 ， 本文使用 的评测应用可 以提供更大的

工作集 ，
也更具有多样性和代表性 。

关于高速缓存粒度 的选择 ， 近年来一直有研究

人员进行探索和改进 。 例如 ＡｍｏｅｂａＣａｃｈｅ
［？
讨论

了高速缓存粒度对 内存系统性能 的影响 ， 其实验表

明 ，在 ＩＣ －ＤＲＡＭ 场景下 ， 对于大多数程序 ， 使用 ６４

字节可以得到系统的最优性能 。 但是对于很多空间

局部性 比较好的程序 ， 适当增大高速缓存粒度可 以

有效提高访存性能 。 该文章提出使用变粒度的高速

缓存而不是局限于某个固定 的粒度 ， 并且提出 了一

种动态调节高速缓存粒度 的方法 ，
可 以根据应用特

点选择最优的缓存粒度 。
Ｕｎ ｉ ｓｏｎＣ ａｃｈｅ

？
和 Ｂ ｉｍｏｄ －

ａｌＣ ａｃｈｅ
［
３°

］

都提 出 ， 对于 ３Ｄ 堆叠式 的 ＤＲＡＭ 高速

缓存 ，应用可以从空间局部性 中获取较大的好处 ， 因

此采用更大的缓存粒度 （
４ｋＢ

）是 比较好的选择 。 对

于 ＥＣ －ＮＶＭ 场景下的缓存粒度 ， 文献 ［
２５

］ 实测 了使

用不同访问粒度时英特尔傲腾 内存 的实际性能表

现 。 结果表明 ， 随着访问粒度的增加 ， 系统性能会明

显提高 ，但是当粒度增加到一定程度 ， 性能提高的趋

势会逐渐变缓 ， 当粒度超过 １ｋＢ时 ， 继续增大粒度则

无法提高性能 ，甚至粒度超过 １ ６ｋＢ 时 ，性能会有所

降低 。 这和本文通过模拟器评测得出 的结论 比较接

近 。

关于高速缓存的关联度 ， 现有 的工作也有
一些

探讨 。 例如 ，文献 ［
３ １

］ 发现虽然增大缓存容量会弱

化增加 关联 度对提升命 中 率 的 作 用 ， 但是个 别

ＳＰＥＣＣＰＵ２００６ 中 的应用在大容量高速缓存 的场景

下 ，仍然可以通过增加关联度提高命中率 。 这跟本

４７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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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在 ＥＣ －ＮＶＭ 场景下得到 的结果略有不 同 ， 这主要

是 由于 ＥＣ －ＮＶＭ 场景下 ， 高速缓存容量 比 ＩＣ －ＤＲＡＭ

场景更大 ， 增加关联度提升命 中率 的作用会更弱 。

文献 ［
３ ２

］ 发现关联度从 １ 增加到 ２ 时 ， 命中率会有

明显提高 ，但是关联度继续増加时 ，命中率提高得并

不明显 。 这和本文在小容量高速缓存情况下得到 的

结论比较接近 。 关于缓存标记 的缓存 ，

ＡＴＣ ａｃｈｅ
［

２°
］

用 ０ ． ４％ 的缓存标记的容量代价 ， 减少 了６０％ 的缓

存标记 的访 问 。 但是本文 的实验结果显示在 ＥＣ －

ＮＶＭ 中 ， 缓存标记的缓存要想像 ＡＴＣ ａｃｈｅ 描述的那

样发挥明显 的作用 ， 需要更大 的 ＳＲＡＭ 空 间 ， 即 由

于 ＥＣ －ＮＶＭ 的缓存标记总量更大 ， 有 限的 ＳＲＡＭ 空

间无法使缓存标记的缓存发挥明显的作用 。

关于高速缓存的替换算法 ， 学术界有很多此方

面的研究 ，
工业界也 已经有很多著名 的替换算法被

广泛使用 。 其中很多算法都是利用访问历史 ， 预测

将来更大可能不会被用到 的数据块进行替换 ， 例如

ＬＲＵ 替换距离上一次访问时间最长的数据块 。
ＳＲ －

ＲＩＰ 在 ＬＲＵ 的基础上 ，

一定程度上保护 了重用距离

比较大的数据块 。 相 比 ＬＲＵ
，

ＳＲＲＩＰ 将性能提高大

约 １ ０％
［
３ ３

］

。 但是 ， 根据本文 的实验结果 ， 在 ＥＣ －

ＮＶＭ 场景下 ，
由 于冲突缺失减弱 ， 更多 的缓存组导

致每个缓存组访问压力减小 ， 重用距离变小 ， 使得现

有替换算法相 比于随机替换算法不再有 明显 的效

果 。

关于预取算法 ， 尤其是针对大数据应用 的预取

算法的研究一直受到学术界的关注 。 例如美国德州

大学奥斯汀分校的研究人员评测 了大数据程序尤其

是云应用 的预取效果
［
３ ４

］

。 研究者发现对于大数据

云应用 ，大容量的高速缓存 以及简单的流式预取即

可取得较高的性能提升 。 本文选取了 ４ 种有代表性

的预取算法 ，其中 ＳＢＰ
［

２ ２
］

是一种经典且被广泛使用

的预取算法 ，拥有多个变种 ，它通过跟踪各个内存区

域的访问历史 ， 探测可能存在 的访问流 （ 地址连续

的序列 ） ，

一旦找到
，
则发 出 预取 。

ＡＭＰＭ
［
２ ３

］

使用位

图 的方式记录多个内存区域 的访问模式 ，

一旦某个

区域的模式再次出 现 ， 则根据 已经学 习 到 的历史模

式进行匹配并发出预取 。
ＳＰＰ

［
２４

］

是一种典型的查询

预取算法 。 它通过跟踪和记录每个页面 的
“

签名
”

４７６

的方式 ， 利用签名将页面分类 ， 记录每个类别的页面

的访存模式 ，

一旦某个类别的模式被频繁访问 ，则触

发预取 。
１？ （＾

［

２５
］

是一种考虑预取迟到率的算法 ， 为

了缓解预取迟到率的 问题 ，
现有预取器通常采用增

大
“

预取距离
”

的方式 。 在预取算法 中 ， 发出 的预取

和当前访问 的 内存地址 间 隔被称为
“

预取距离
”

。

ＢＯＰ 同时使用多个预取距离进行预取 ， 根据预取效

果反馈选择最合适的预取间 隔 ， 从而达到准确率和

迟到率的平衡 。 本文 的评测结果显示预取算法对

ＥＣ －ＮＶＭ 结构优化有显著效果 ，
且仍有较大的提高

空间 。

８ 结 论

本文评测 了 大数据应用背景下 的 ＥＣ －ＮＶＭ 结

构的体系结构特性 。 为 了更好地模拟 ＥＣ －ＮＶＭ 的

使用场景 ，本文构建了
一套大内存应用程序测试集 ，

通过评测发现 了ＥＣ
－ＮＶＭ 的一些新 的体系结构特

性 。 第一 ，

ＥＣ －ＮＶＭ 场景下 的大数据应用具有不 同

的空间局部性 ， 因此缓存粒度 的选择不能直接沿用

现有的 ６４ 字节 ，需要综合考虑高速缓存命中率和命

中延迟的平衡 ，本文的实验结果显示适 当增大缓存

粒度 （
１ ２８Ｂ

、
２５ ６Ｂ

） 对 ＥＣ －ＮＶＭ 是更好 的选择 ； 第

二
， 由 于片外高速缓存标记的访问开销 ，直接相联在

综合性能上要优于组相联 ；第三 ， 由于冲突缺失的减

少 ， 高级替换算法相 比随机替换算法没有 明显 的作

用 ；第 四 ， 预取技术对 ＥＣ －ＮＶＭ 结构 的性能优化具

有显著效果 ，
且预取算法 的优化仍有较大的提高空

间 。 非连续访问造成 的预取迟到现象仍然 比较严

重 ，
可以作为后续预取算法研究 的一个重要改进方

向 。 此外 ，本文还通过分析空 间局部性和时间局部

性解释了上述观察结果 。 所有的这些发现都为 ＥＣ －

ＮＶＭ 结构的优化设计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 。

参考文献

［
１

］ＦａｒｂｅｒＦ
，ＣｈａＳＫ ，Ｐｒ ｉｍ ｓ ｃｈＪ

，ｅ ｔａ ｌ ．ＳＡＰＨＡＮＡｄａｔａ
？

ｂａ ｓｅ
：ｄａ ｔａｍａｎａ

ｇ
ｅｍｅｎ ｔｆｏｒｍｏｄｅｒｎｂｕ ｓ ｉ ｎｅ ｓ ｓａ

ｐｐ
ｌ ｉ ｃ ａ ｔ ｉ ｏｎ ｓ

［ Ｊ ］
．ＡＣＭ Ｓ ｉｇｍｏｄＲｅ ｃｏ ｒｄ

，２０ １ ２
，４０ （

４
） ：４５

－

５ １

［
２

］Ｚａｈａｒｉ ａＭ
，Ｘ ｉｎＲＳ

，Ｗｅｎｄ ｅ ｌ ｌＰ
，ｅ ｔ ａ ｌ ．Ａ

ｐ
ａｃｈｅｓ

ｐ
ａｒｋ

：ａ

ｕｎ ｉ ｆ ｉｅｄｅｎ
ｇ

ｉ ｎｅｆｏｒｂ ｉ

ｇ
ｄａ ｔａ

ｐ
ｒｏ ｃ ｅ ｓ ｓ ｉ ｎ

ｇ  ［ 
Ｊ

 ］
．Ｃｏｍｍｕｎ ｉｃａ

－



潘海洋等 ： 外部高速缓存与非易失 内存结合的混合 内存体系结构特性评测

ｔ ｉｏｎｓｏｆ 

ｔｈｅ ＡＣＭ
，２０ １ ６

，５９ （ 
１ １

） ：５ ６
－

６５

［
３

］Ｑｕ ｒｅ ｓｈ ｉＭＫ
，Ｓ ｒｉｎ ｉｖａｓａｎＶ

，Ｒ ｉ ｖｅ ｒｓＪＡ ．Ｓ ｃ ａｌａｂ ｌｅｈ ｉ

ｇ
ｈ

ｐ
ｅ ｒｆｏｒｍａｎｃ ｅｍａ ｉｎｍｅｍｏｒ

ｙｓ
ｙ
ｓ ｔｅｍｕ ｓ ｉｎ

ｇｐｈａｓ ｅ
－

ｃ ｈａｎ
ｇ
ｅ

ｍｅｍｏｒ
ｙ

ｔｅｃｈｎｏ ｌｏ
ｇｙ 

［ 
Ｃ

 ］ ／
／ Ｐｒｏｃｅｅｄ ｉ ｎ

ｇ
ｓｏｆ ｔｈｅ３ ６ ｔｈＡｎｎｕａｌ

Ｉｎ ｔｅｒｎ ａｔ ｉｏｎａ ｌＳ
ｙ
ｍ
ｐ
ｏ ｓ ｉｕｍｏｎＣ ｏｍ

ｐ
ｕ ｔｅ ｒＡｒｃｈ ｉ ｔｅｃ ｔｕｒｅ

，Ａｕ ｓ
？

ｔ ｉ ｎ
，ＵＳＡ

，２００９ ：２４
－

３ ３

［
４

］ Ｉｎｔｅ ｌ ．Ｒｅｖｏ ｌｕ ｔ ｉ ｏｎ ｉ ｚ ｉｎ
ｇ
ｍｅｍｏｒ

ｙ
ａｎｄｓ ｔｏｒａ

ｇ
ｅ

［ 
ＥＢ／ＯＬ

］
．ｈ ｔ

？

ｔ
ｐ

ｓ
 ：
／／ ｓ ｏｕｎｄ ｃ ｌｏｕｄ ．ｃｏｍ／ ｉｎ ｔｅ ｌｃｈ ｉ

ｐ
ｃｈａ ｔ／ ｉ ｎｔｅ ｌ

－

ｏ
ｐ

ｔａｎｅ
－

ｔｅｃｈｎｏ ｌ
－

ｏ
ｇｙ ：Ｉｎ ｔｅ ｌ

，２０ １ ８

［
５

 ］Ｉｎ ｔｅ ｌ ．Ｏｐ ｔａｎｅＤＣ
ｐ

ｅｒｓ ｉ ｓ ｔｅｎ ｔｍｅｍｏ ｒｙ
Ｄ ＩＭＭ ｓ

ｐ
ｕ ｓｈ ｌａ ｔｅｎｃｙ

ｃ ｌｏ ｓ ｅ ｒ ｔｏＤＲＡＭ ［
ＥＢ／ＯＬ

］
．ｈ ｔ ｔ

ｐ
ｓ

：
／／ｗｗｗ ．

ｐｃｐｅ
ｒ ．ｃｏｍ／

ｎｅｗｓ／ Ｓ ｔｏｒａ
ｇ
ｅ／ Ｉｎｔｅ ｌ ｓ

－Ｏｐ ｔ ａｎｅ
－ＤＣＰｅｒｓ ｉ ｓ ｔｅｎｔ

－Ｍｅｍｏｒ
ｙ

－ＤＩＭＭ ｓ
－

Ｐｕ ｓｈ －Ｌａ ｔ ｅｎ ｃ
ｙ

－Ｃ ｌ ｏ ｓｅｒ
－ＤＲＡＭ

：Ｉｎ ｔｅ ｌ
，２０ １ ８

［
６

］Ｑｕｒｅ ｓｈ ｉＭＫ
，ＬｏｈＧＨ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 ｔａ ｌ ｌａｔｅｎ ｃ

ｙ
ｔｒａｄｅ －

ｏｆｆ  ｉ ｎ

ａｒｃｈ ｉ ｔｅｃ ｔ ｉｎ
ｇｄｒａｍｃａｃｈｅ ｓ

 ：ｏｕ ｔ
ｐ
ｅ ｒｆｏ ｒｍ ｉｎ

ｇ ｉｍ
ｐ

ｒａｃ ｔ ｉ ｃ ａｌ

ＳＲＡＭ －

ｔａ
ｇ
ｓｗｉ ｔｈａｓ ｉｍ

ｐ
ｌｅａｎｄ

ｐ
ｒａｃ ｔ ｉ ｃ ａ ｌｄｅ ｓ ｉ

ｇ
ｎ

［ 
Ｃ

］ ／／２０ １ ２

４５ ｔｈＡｎｎｕａ ｌ ＩＥＥＥ／ＡＣＭ Ｉ ｎｔｅｒｎａ ｔ ｉ ｏｎａ ｌＳ
ｙ
ｍ
ｐ
ｏ ｓ ｉｕｍｏｎＭ ｉ

？

ｃ ｒｏａｒｃｈ ｉ ｔ ｅｃ ｔｕｒｅ
，Ｗａ ｓｈ ｉｎ

ｇ
ｔｏｎＤＣ

，Ｕ ＳＡ
，２０ １ ２

：２ ３ ５
－２４６

［
７

］ＬｏｈＧＨ
，Ｈ ｉ ｌ ｌＭＤ ．Ｅ ｆｆｉｃ ｉ ｅｎ ｔｌ

ｙｅｎａｂ ｌ ｉｎ
ｇ

ｃｏｎｖｅｎ ｔ ｉｏｎａｌ

ｂ ｌｏｃｋｓ ｉ ｚ ｅ ｓｆｏ ｒｖｅｒ
ｙ

ｌａｒ
ｇ
ｅｄ ｉ ｅ

－

ｓ ｔａｃｋｅｄＤＲＡＭｃａｃｈｅ ｓ
 ［ 
Ｃ

 ］

／／ Ｐｒｏｃｅｅｄ ｉ ｎ
ｇ
ｓｏｆ ｔｈｅ４４ ｔｈＡｎｎｕａｌＩＥＥＥ／ＡＣＭＩｎ ｔｅｒｎａ

？

ｔ ｉ ｏｎａ ｌＳ
ｙ
ｍ
ｐ
ｏ ｓ ｉｕｍｏｎＭ ｉ ｃ ｒｏａｒｃｈ ｉ ｔｅｃ ｔｕｒｅ

，Ｐｏ ｒｔｏＡｌｅ
ｇ
ｒｅ

，

Ｂ ｒａｚ ｉ ｌ
，２０ １ １

：４５４４６４

［
８

］ＳｒｉｎａｔｈＳ
，Ｍｕ ｔ ｌｕ０

，Ｋ ｉｍＨ
，ｅ ｔａｌ ．Ｆｅｅｄｂａｃｋｄ ｉ ｒｅｃ ｔｅｄ

ｐ
ｒｅｆｅ ｔｃｈ ｉｎ

ｇ ： ｉｍ
ｐ
ｒｏｖ ｉｎ

ｇ
ｔｈｅ

ｐ
ｅｒｆｏ ｒｍａｎｃｅａｎｄｂａｎｄｗ ｉ ｄ ｔｈ －

ｅ ｆ
？

ｆｉ ｃ ｉ ｅｎｃ
ｙ

ｏｆ ｈａｒｄｗａｒｅ
ｐ

ｒｅ ｆｅ ｔ ｃ ｈｅ ｒｓ
［
Ｃ

］  ／／Ｔｈｅ ＩＥＥＥ１ ３ ｔｈ Ｉｎ
－

ｔｅ ｒｎａ ｔ ｉｏｎａｌＳ
ｙ
ｍ
ｐ
ｏ ｓ ｉｕｍｏｎＨ ｉ

ｇ
ｈＰｅ ｒｆｏｒｍａｎ ｃ ｅＣｏｍ

ｐ
ｕ ｔｅ ｒＡ ｒ

？

ｃｈ ｉ ｔｅｃ ｔｕｒｅ
，Ｐｈｏｅｎ ｉｘ

，ＵＳＡ
，２００７ ：６３

－

７４

［
９

］Ｍ ｉ ｃｈａｕｄＰ ．Ｂ ｅ ｓ ｔ
－

ｏｆｆｓｅ ｔｈａｒｄｗａｒｅ
ｐ

ｒｅｆｅ ｔ ｃｈ ｉｎ
ｇ  ［ 

Ｃ
 ］／／ ２０ １ ６

ＩＥＥＥＩｎ ｔ ｅｒｎａ ｔ ｉ ｏｎａ ｌ Ｓ
ｙ
ｍ
ｐ
ｏ ｓ ｉｕｍｏｎＨ ｉ

ｇ
ｈＰｅｒｆｏ ｒｍａｎｃ ｅＣ ｏｍ

？

ｐ
ｕ ｔｅ ｒＡｒｃｈ ｉ ｔｅｃ ｔｕ ｒｅ

，Ｂａｒｃｅ ｌｏｎａ
，Ｓｐ

ａ ｉｎ
，２０ １ ６

：４６９
－４ ８０

［
１ ０

］Ｎ ｉ ｔｕＶ
，Ｋｏｃｈａｒ

ｙ
ａｎＡ

，Ｙａ
ｙ
ａＨ

，ｅ ｔａｌ ．Ｗｏｒｋ ｉ ｎ
ｇ

ｓｅ ｔ ｓ ｉ ｚｅ

ｅ ｓ ｔ ｉｍａｔ ｉ ｏｎｔｅｃｈｎ ｉ

ｑ
ｕｅ ｓ ｉｎｖ ｉ ｒｔｕａｌ ｉｚｅｄｅｎｖ ｉ ｒｏｎｍｅｎ ｔ ｓ

 ：ｏｎｅ

ｓ ｉ ｚ ｅｄｏｅ ｓｎｏ ｔｆｉ ｔａｌｌ
 ［ 
Ｊ

 ］
．Ｐｒｏｃｅ ｅｄ ｉｎｇｓｏｆ 

ｔｈ ｅ ＡＣＭ ｏｎＭｅａｓ

ｕｒｅｍｅｎ ｔａｎｄＡｎａ ｌ
ｙ
ｓ ｉｓｏｆＣｏｍ

ｐ
ｕ ｔ ｉｎｇＳｙｓ ｔｅｍｓ

，２０ １ ８
，２

（
Ｉ

） ：１ ９

［
１ １

］Ｈｅｎｎ ｉｎ
ｇＪＬ ．ＳＰＥＣＣＰＵ２００６ｂｅｎｃｈｍａｒｋｄｅ ｓ ｃ ｒ ｉ

ｐ
ｔ ｉｏｎ ｓ

［ Ｊ ］
．ＡＣＭ ＳＩＧＡＲＣＨＣｏｍｐｕｔｅ ｒ Ａ ｒｃｈ ｉ ｔｅｃ ｔｕｒｅＮｅｗｓ

，２００６ ，

３４
（
４

） ： １
－

１ ７

［
１ ２

］Ｂ ａｒａ ｔａＭ
，Ｂ ｅ ｒｎａｒｄ ｉ ｎｏＪ

，ＦｕｒｔａｄｏＰ ．Ａｎｏｖｅｒｖ ｉ ｅｗｏｆ ｄｅｃ ｉ

？

ｓ ｉ ｏｎｓｕ
ｐｐ

ｏｒｔｂｅｎ ｃｈｍａｒｋ ｓ
：Ｔｐｃ

－

ｄ ｓ
，ＴＰＣ

－ＨａｎｄＳＳＢ
［ Ｊ ］

．

ＮｅｗＣｏ ｎ ｔ ｒ ｉ ｂ ｕ ｔ ｉｏｎｓ ｉｎＩｎｆｏ ｒｍａ ｔ ｉ ｏｎＳｙ
ｓ ｔｅｍｓａｎｄＴｅ ｃｈｎｏ ｌｏ

ｇ ｉｅｓ
，２０ １ ５

：６ １ ９
－

６２８

［
１ ３

 ］Ｗａｎ
ｇ
Ｌ

，ＺｈａｎＪ
，ＬｕｏＣ

 ，ｅ ｔａｌ ．Ｂ ｉ

ｇ
ｄａ ｔａｂｅｎｃｈ

 ：ａ ｂ ｉ

ｇ
ｄａ ｔａ

ｂｅｎｃｈｍａｒｋｓ ｕ ｉ ｔｅｆｒｏｍ ｉｎ ｔ ｅｒｎｅ ｔｓ ｅ ｒｖ ｉ ｃ ｅ ｓ
 ［ 
Ｃ

］／／ ２０ １ ４ＩＥＥＥ

２０ ｔｈ Ｉｎ ｔｅｒｎａ ｔ ｉｏｎａｌＳ
ｙ
ｍ
ｐ
ｏ ｓ ｉｕｍｏｎＨ ｉ

ｇ
ｈＰｅ ｒｆｏｒｍａｎ ｃ ｅＣｏｍ？

ｐ
ｕ ｔｅｒＡｒｃｈ ｉ ｔｅｃ ｔｕｒｅ

，Ｏ ｒｌａｎｄｏ
，ＵＳＡ

，２０ １ ４
；４ ８ ８

＾
ｔ９９

［
１ ４

］ＧｅｎｅＤａｔａ ．ｈ ｔ ｔ
ｐ ：

／／ｗｗｗ ． ｂ ｉ ｏ８ ． ｃ ｓ ． ｈｋｕ ． ｈｋ／ｄａ ｔ ａｓ ｅ ｔ

［
１ ５

］ＰｏｒｅｍｂａＭ
，ＺｈａｎｇＴ ，Ｘ ｉｅＹ ．Ｎｖｍａ ｉｎ２ ．０

：ａｕ ｓｅｒ
－

ｆｒ ｉ ｅｎｄ ｌ

ｙ
ｍｅｍｏ ｒ

ｙ
ｓ ｉｍｕ ｌａ ｔ ｏ ｒ ｔｏｍｏｄｅ ｌ （

ｎｏｎ
－

）ｖｏ ｌａｔ ｉ ｌｅｍｅｍ
？

ｏ ｒ
ｙｓ

ｙ
ｓ ｔｅｍ ｓ ［Ｊ  ］

．ＩＥＥＥＣｏｍ
ｐ
ｕ ｔｅｒＡ ｒｃｈ ｉ ｔｅｃ ｔｕｒｅＬｅ ｔ ｔｅ ｒｓ

，

２０ １ ５
，１ ４

（
２

） ：１ ４０ －

１ ４３

［
１ ６

］Ｈａｍｅｒｌ
ｙＧ ，Ｐｅ ｒｅ ｌｍａｎＥ

，ＬａｕＪ
，ｅ ｔａｌ ．Ｓ ｉｍ

ｐ
ｏ ｉｎ ｔ３ ．０

：

ｆａｓ ｔｅ ｒａｎｄｍｏ ｒｅ ｆｌｅｘ ｉｂ ｌｅ
ｐ

ｒｏ
ｇ
ｒａｍ

ｐ
ｈａｓ ｅａｎａ ｌ

ｙ
ｓ ｉ ｓ

 ［ 
Ｊ

 ］
．Ｊｏ ｕｒ

ｎａ ｌｏｆ 

Ｉｎｓ ｔｒｕｃ ｔ ｉｏｎＬｅｖｅ ｌＰａｒａ ｌ ｌｅ ｌ ｉｓｍ
，２００５  ，７ （

４
） ：１ 

－

２ ８

［
１ ７

］Ｌ ｉｕＹ
，ＳｕｎＸＨ ．ＬＰＭ

 ：ａｓ
ｙ
ｓ ｔｅｍａｔ ｉ ｃｍｅ ｔｈｏｄｏ ｌｏ

ｇｙ
ｆｏ ｒ

ｃｏｎｃｕｒｒｅｎｔｄａｔａａｃｃｅ ｓ ｓ
ｐ

ａｔ ｔｅ ｒｎｏ
ｐ

ｔ ｉｍ ｉｚａ ｔ ｉｏｎｆｒｏｍａｍａｔｃ
？

ｈ ｉｎ
ｇｐ

ｅｒｓ
ｐ
ｅｃ ｔ ｉｖｅ

 ［ 
Ｊ

 ］
．ＩＥＥＥＴｒａｎｓａｃ ｔ ｉ ｏｎｓｏｎＰａ ｒａ ｌ ｌｅｌａｎｄ

Ｄ ｉｓ ｔｒ ｉ ｂｕ ｔｅｄＳ
ｙ
ｓ ｔｅｍｓ

，２０ １ ９
（

１
） ：２４７ ８

－

２４９ ３

［
１ ８

］ＢａｏＹ
，ＣｈｅｎＭ

，ＲｕａｎＹ
，ｅ ｔ ａ ｌ ．ＨＭＴＴ

 ：ａｐ
ｌａ ｔｆｏ ｒｍ ｉｎｄｅ

？

ｐ
ｅｎｄｅｎ ｔ ｆｕ ｌｌ

－

ｓ
ｙ
ｓ ｔｅｍｍｅｍｏ ｒ

ｙ
ｔｒａｃｅｍｏｎ ｉ ｔｏ ｒｉｎ

ｇ
ｓ
ｙ
ｓ ｔｅｍ

 ［ 
Ｊ

 ］
．

ＡＣＭＳＩＧＭＥＴＲ１ＣＳＰｅ ｒｆｏ ｒｍａｎｃ ｅＥｖａ ｌｕａ ｔ ｉ ｏｎＲｅｖ ｉ ｅｗ
，

２００ ８
，３ ６ （

１
） ：２２９

－

２４０

［
１ ９

］ＰｕｚａｋＴＲ ．Ａｎａｌ
ｙ
ｓ ｉ ｓｏｆＣ ａｃｈｅＲｅ

ｐ
ｌａｃ ｅｍｅｎｔ

－Ａｌ
ｇ
ｏｒｉ ｔｈｍ ｓ

［
Ｄ

］
．Ａｍｈｅ ｒｓ ｔ

：Ｕｎ ｉｖｅ ｒｓ ｉ ｔ
ｙ

ｏｆ Ｍ ａ ｓ ｓａｃｈｕ ｓ ｅ ｔ ｔ ｓ
，１ ９ ８ ５

［
２０

］Ｈｕａｎ
ｇ
ＣＣ

，Ｎａ
ｇ
ａｒａ

ｊ
ａｎＶ ．ＡＴＣ ａｃｈｅ

：ｒｅｄｕ ｃ ｉｎ
ｇＤＲＡＭ

ｃ ａｃ ｈｅ ｌａ ｔ ｅｎｃ
ｙ

ｖ ｉａａｓｍａｌ ｌＳＲＡＭ ｔａ
ｇ

ｃａｃｈｅ
［
Ｃ

］／／ Ｐｒｏｃｅｅｄ
？

ｉｎ
ｇ
ｓｏｆ ｔｈｅ２３ 

ｒｄ Ｉｎ ｔｅｒｎａ ｔ ｉｏｎａｌＣ 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Ｐａ ｒａｌ ｌｅ ｌＡ ｒ
？

ｃｈ ｉ ｔ ｅｃ ｔｕ ｒｅ ｓａｎｄＣ ｏｍ
ｐ

ｉ ｌａ ｔ ｉｏｎ
，Ｅｄｍｏｎ ｔｏｎ

，Ｃ ａｎａｄａ
，２０ １ ４

：

５ １
－

６０

［
２ １ ］Ｄ ｉ ｎ

ｇＣ ，Ｚｈｏｎ
ｇＹ ．Ｐｒｅｄ ｉ ｃ ｔ ｉｎ

ｇｗｈｏ ｌｅ
－

ｐ
ｒｏ
ｇ
ｒａｍ ｌｏ ｃ ａｌ ｉ ｔ

ｙ

ｔｈｒｏｕ
ｇ
ｈｒｅｕ ｓ ｅｄ ｉ ｓ ｔａｎｃｅａｎａｌ

ｙ
ｓ ｉ ｓ

 ［ 
Ｃ

 ］／／ 

Ｐｒｏｃｅ ｅｄ ｉｎ
ｇ
ｓｏｆ ｔｈｅ

ＡＣＭＳ ＩＧＰＬＡＮ２００３Ｃ ｏｎｆｅｒｅｎｃ ｅｏｎＰｒｏ
ｇ
ｒａｍｍ ｉｎ

ｇＬａｎ
？

ｇ
ｕａ

ｇ
ｅＤｅ ｓ ｉ

ｇ
ｎａｎｄＩｍ

ｐ
ｌ ｅｍｅｎ ｔａｔ ｉ ｏｎ

，ＳａｎＤ ｉｅ
ｇ
ｏ

，ＵＳＡ ，

２００３
：２４５

－

２５ ７

［
２２

］Ｌ ｉｕＧ
，Ｈｕａｎ

ｇ
Ｚ

，Ｐｅ ｉ ｒＪＫ
，ｅ ｔａｌ ．Ｅｎｈａｎｃｅｍｅｎ ｔｓｆｏ ｒａｃ

？

ｃｕｒａｔｅａｎｄ ｔ ｉｍｅ ｌ
ｙ

ｓ ｔｒｅａｍ ｉｎ
ｇｐ

ｒｅｆｅ ｔ ｃ ｈｅ ｒ
 ［ 

Ｊ
 ］

．ＪＩｎｓ ｔ ｒＬｅｖｅ ｌ

Ｐａｒａ ｌ ｌｅ ｌ ｉｓｍ
＾２０ １ １

，１ ３
：１

－

１ ５

［
２３

］Ｉ ｓｈ ｉ ｉＹ
，ＩｎａｂａＭ

，Ｈ ｉ ｒａｋ ｉＫ ．Ａｃ ｃ ｅ ｓ ｓｍａ
ｐｐ

ａ ｔ ｔｅｒｎｍａｔｃ
？

ｈ ｉｎ
ｇ

ｆｏｒｈ ｉ
ｇ
ｈ
ｐ

ｅｒｆｏ ｒｍａｎｃｅｄａｔａｃ ａｃｈｅ
ｐ

ｒｅｆｅ ｔｃｈ
 ［ 

Ｊ
 ］

．Ｊｏ ｕｒ
？

ｎａ ｌｏｆ 

Ｉｎｓ ｔｒｕｃ ｔ ｉｏｎ
－Ｌｅｖｅ ｌ Ｐａｒａ ｌ ｌｅ ｌ ｉｓｍ

，２０ １ １
，１ ３

（
２０ １ １

） ：１
－

２４

［
２４

 ］Ｋ ｉｍＪ
，Ｐｕｇｓ ｌｅ

ｙ
ＳＨ

，Ｇｒａｔ ｚＰＶ
，ｅ ｔａ ｌ ．Ｐａ ｔｈｃ ｏｎｆｉｄｅｎｃｅ

ｂａｓ ｅｄ ｌｏｏｋａｈｅａｄｐｒｅｆｅ ｔｃｈ ｉ ｎ
ｇ ［Ｃ ］ ／／Ｔｈｅ４９ ｔｈＡｎｎｕａ ｌ

ＩＥＥＥ／ＡＣＭＩｎ ｔｅ ｒｎａｔ ｉ ｏｎａ ｌＳ
ｙ
ｍ
ｐ
ｏ ｓ ｉ ｕｍｏｎＭ ｉ ｃ ｒｏａｒｃｈ ｉ ｔｅｃ

？

ｔｕｒｅ
，Ｔａ ｉｂｅ ｉ

，Ｃｈ ｉｎａ
，２０ １ ６

：１
－

１ ２

４７ ７



高技术通讯 ２０２ １ 年 ５ 月 第 ３ １ 卷 第 ５ 期

［
２５

］Ｉ ｚ ｒａｅ ｌｅｖ ｉ ｔｚＪ
，Ｙａｎ

ｇ
Ｊ

，ＺｈａｎｇＬ ，ｅ ｔａ ｌ ．Ｂ ａｓ ｉ ｃ
ｐ

ｅ ｒｆｏ ｒｍａｎ ｃ ｅ

ｍｅａ ｓ ｕｒｅｍｅｎ ｔ ｓｏｆ ｔｈｅＩｎｔｅ ｌＯ
ｐ

ｔａｎｅＤＣｐｅ ｒｓ ｉ ｓ ｔｅｎ ｔｍｅｍｏｒ
ｙ

ｍｏｄｕ ｌ ｅ
［
Ｊ

］
．ａ ｒＺ＾

：
１ ９０３ ． ０５ ７ １ ４

，２０ １ ９

［
２６

］Ｂ ａ
ｇ
ｒｏｄ ｉ ａＲ

，Ｍｅ
ｙ
ｅｒＲ

，Ｔａｋａ ｉＭ
，ｅ ｔａｌ ．Ｐａｒｓｅｃ

 ：ａ ｐ
ａｒａ ｌ ｌｅ ｌ

ｓ ｉｍｕ ｌａ ｔ ｉ ｏｎｅｎｖ ｉ ｒｏｎｍｅｎ ｔｆｏｒｃｏｍ
ｐ

ｌ ｅｘｓ
ｙ
ｓ ｔｅｍｓ ［Ｊ ］

．

Ｃｏｍｐｕ ｔｅ ｒ
，１ ９９ ８

，３ １
（

１ ０
） ：７ ７

－

８ ５

［
２７

］ＦｅｒｄｍａｎＭ
，Ａｄ ｉ ｌｅｈＡ

，Ｋｏｃｂｅｒｂｅ ｒ０
，ｅ ｔａ ｌ ．Ｃ ｌｅａｒ ｉｎ

ｇ
ｔｈｅ

ｃ ｌｏｕｄ ｓ
：ａｓ ｔｕｄ

ｙ
ｏｆｅｍ ｅ ｒ

ｇ
ｉｎ
ｇ

ｓ ｃ ａｌｅ
－

ｏｕ ｔｗｏｒｋ ｌｏａｄ ｓｏｎｍｏｄ
？

ｅｍｈａｒｄｗａｒｅ
［
Ｊ

］
．ＡＣＭ ＳＩＧＰＬＡＮ Ｎｏ ｔ ｉｃｅｓ

，
２０ １ ２

，
４７

（
４

） ：

３７４ ８

［
２ ８

］ＫｕｍａｒＳ
，ＺｈａｏＨ ，Ｓｈ ｒｉ ｒａｍａｎＡ

，ｅ ｔａｌ ．Ａｍｏｅｂａ －

ｃ ａｃ ｈｅ
：

ａｄ ａ
ｐ

ｔ ｉｖｅｂ ｌ ｏｃｋ ｓｆｏ ｒｅ ｌ ｉｍ ｉｎａ ｔ ｉ ｎ
ｇ
ｗａｓ ｔｅ ｉ ｎ ｔｈｅｍｅｍｏ ｒ

ｙ
ｈ ｉｅｒ

？

ａｒｃｈ
ｙ  ［

Ｃ
 ］ ／／ 

Ｔｈｅ４５ ｔｈＡｎｎｕａｌＩＥＥＥ／ＡＣＭＩｎ ｔｅ ｒｎａ ｔ ｉｏｎａｌ

Ｓ
ｙ
ｍ
ｐ
ｏ ｓ ｉｕｍｏｎＭ ｉ ｃ ｒｏａｒｃｈ ｉ ｔｅｃ ｔｕｒｅ

，Ｖａｎｃｏｕｖｅ ｒ
，Ｃ ａｎａｄａ

，

２０ １ ２
：３７６

－

３ ８ ８

［
２９

］Ｊｅｖｄ
ｊ

ｉ ｃＤ
，ＬｏｈＧＨ

，Ｋａ
ｙ
ｎａｋＣ

，ｅ ｔａｌ ．Ｕｎ ｉ ｓｏｎｃａ ｃｈｅ
：ａ

ｓｃａ ｌ ａｂ ｌｅａｎｄｅｆｆｅｃ ｔ ｉｖｅｄ ｉ ｅ
－

ｓ ｔａｃｋｅｄＤＲＡＭｃａｃｈｅ
 ［

Ｃ
］／／

２０ １ ４４７ ｔｈＡｎｎｕａ ｌ ＩＥＥＥ／ＡＣＭＩｎｔｅｒｎ ａｔ ｉ ｏｎａｌＳ
ｙ
ｍ
ｐ
ｏ ｓ ｉｕｍ

ｏｎＭ ｉ ｃ ｒｏａｒｃｈ ｉ ｔｅｃ ｔｕｒｅ
，Ｃ ａｍｂｒ ｉ ｄ

ｇ
ｅ

，ＵＫ ，２０ １ ４
：２５

－

３７

［
３０

］Ｇｕ ｌｕｒＮ
，Ｍ ｅｈｅｎｄａｌｅＭ

，Ｍａｎ ｉｋａｎ ｔａｎＲ
，ｅ ｔａｌ ．Ｂ ｉ

－ ｍｏｄａｌ

ｄ ｒａｍｃ ａｃｈｅ
： ｉｍ

ｐ
ｒｏｖ ｉ ｎ

ｇｈ ｉ ｔｒａｔｅ
，ｈ ｉ ｔ ｌａ ｔｅｎ ｃ

ｙ
ａｎｄｂａｎｄ ？

ｗ ｉ ｄ ｔｈ
［
Ｃ

］／／ Ｔｈｅ４７ ｔｈＡｎｎｕａ ｌＩＥＥＥ／ＡＣＭＩｎｔｅ ｒｎａ ｔ ｉ ｏｎａ ｌ

Ｓ
ｙ
ｍ
ｐ
ｏ ｓ ｉ ｕｍｏｎＭ ｉｃ ｒｏａｒｃｈ ｉ ｔｅｃ ｔｕ ｒｅ

，Ｃ ａｍｂｒｉｄ
ｇ
ｅ

，ＵＫ
，

２０ １ ４
：３ ８

－

５ ０

［
３ １

］Ｔｓｃｈ ｉ ｒｈａｒｔＰ
，Ｓ ｔｅｖｅｎ ｓＪ

，Ｃｈ ｉ ｓｈｔ ｉＺ
，ｅ ｔａ ｌ ．Ｔｈｅｃａｓ ｅｆｏ ｒ

ａｓ ｓ ｏｃ ｉａ ｔ ｉ ｖｅｄ ｒａｍｃ ａｃｈｅ ｓ
［
Ｃ

］ ／／ Ｐｒｏｃ ｅｅｄ ｉｎ
ｇ
ｓｏｆ  ｔｈｅ２ ｎｄＩｎ

？

ｔｅｒｎａｔ ｉ ｏｎａ ｌＳ
ｙ
ｍ
ｐ
ｏ ｓ ｉｕｍｏｎＭｅｍｏ ｒ

ｙＳｙ ｓ ｔｅｍ ｓ
，Ａｌｅｘａｎｄ ｒｉａ

ＵＳＡ
，２０ １ ６

：２ １ １
－

２ １ ９

［
３２

］Ｙｏｕｎ
ｇ
Ｖ

，ＣｈｏｕＣ ，Ｊａ ｌｅ ｅ ｌＡ
，ｅ ｔａ ｌ ．Ａｃ ｃｏ ｒｄ

：ｅｎａｂ ｌ ｉｎ
ｇ

ａｓ
？

ｓｏｃ ｉ ａｔ ｉ ｖ ｉ ｔ
ｙ

ｆｏ ｒ
ｇ

ｉ

ｇ
ａ ｓ ｃ ａｌｅｄｒａｍｃ ａｃｈｅ ｓｂｙｃｏｏ

ｒｄ ｉｎａ ｔ ｉｎ
ｇ
ｗａ

ｙ
－

ｉｎ ｓ ｔａ ｌ ｌａｎｄｗａ
ｙ

－

ｐ
ｒｅｄ ｉ ｃ ｔ ｉｏｎ

 ［
Ｃ

］／／ 
２０ １ ８ＡＣＭ／ ＩＥＥＥ４５ ｔｈ

Ａｎｎｕａ ｌ Ｉｎ ｔｅｒｎａｔ ｉｏｎａｌＳ
ｙ
ｍ
ｐ
ｏ ｓ ｉｕｍｏｎＣ ｏｍ

ｐ
ｕ ｔ ｅｒＡ ｒｃｈ ｉ ｔｅｃ

？

ｔｕｒｅ
，Ｌｏ ｓＡｎ

ｇ
ｅ ｌｅ ｓ

，ＵＳＡ
，２０ １ ８

：３２８
－

３ ３９

［
３ ３

］Ｊａ ｌｅｅ ｌＡ
，ＴｈｅｏｂａｌｄＫＢ

，Ｓ ｔｅｅ ｌ
ｙＪ

ｒＳＣ
，ｅ ｔａｌ ．Ｈ ｉ

ｇ
ｈ
ｐ

ｅ ｒ
？

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ｃ ａ ｃｈｅｒｅ
ｐ

ｌ ａｃ ｅｍｅｎ ｔｕ ｓ ｉｎ
ｇｒｅ

－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ｉｎ ｔ ｅｒｖａ ｌ

ｐ
ｒｅｄ ｉ ｃ ｔ ｉ ｏｎ （

ＲＲＩＰ
） ［ Ｊ ］

．ＡＣＭＳＩＧＡＲＣＨＣｏｍ
ｐ
ｕ ｔ ｅｒＡ ｒｃｈ ｉ

？

ｔｅｃ ｔｕｒｅＮｅｗｓ
，２０ １ ０

，３ ８ （
３

） ：６０
－

７ １

［
３４

］Ｗ ａｎ
ｇ

Ｊ
，ＰａｎｄａＲ

，Ｊ
ｏｈｎＬＫ ．Ｐｒｅｆｅ ｔｃｈ ｉｎ

ｇ 
ｆｏ ｒ ｃ ｌ ｏｕｄｗｏｒｋ

？

ｌｏａｄ ｓ
 ：

ａｎａｎａ ｌ
ｙ
ｓ ｉ 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ａｄｄ ｒｅ ｓ ｓ

ｐ
ａ ｔ ｔｅｒｎ ｓ

 ［ 
Ｃ

］／／ ２０ １ ７

ＩＥＥＥ Ｉｎ ｔ ｅ ｒｎａ ｔ ｉｏｎａｌＳ
ｙ
ｍ
ｐ
ｏ ｓ ｉｕｍｏｎＰｅ ｒｆｏ ｒｍａｎｃ ｅＡｎａ ｌ

ｙ
ｓ ｉ ｓｏｆ

Ｓ
ｙ
ｓ ｔｅｍ ｓａｎｄ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Ｓａｎ ｔ ａＲｏ ｓ ａ
，Ｕ ＳＡ

，２０ １ ７
：１ ６ ３

－

１ ７ ２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ａ ｌ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ｏｆ

ＮＶＭ
，

ｓｅｘｔｅｒｎａｌＤＲＡＭｃａｃｈｅ

ｐ＊ Ｔ Ｔ
？ ＊ ＊ 氺ｔ

？

Ａ ７ １ ＊ ｓ

ｆ

ｓ ｓ

ｔ
ｃ氺 ｓ

ｔ

ｔ ＊ｔ ｒｐ
＿ ＊ ／

－

ｉ ｌ ｎ  ｆ 

■ ＊ ＊ ＊ ＊ ＊ ＊

ｒａｎＨ ａ ｉ

ｙ
ａｎ

ｇ ，Ｌ ｉｕＹ ｕｈａｎ
ｇ ，Ｌｕｌ ｉａｎ

ｙ
ｕｅ ，ＬｈｅｎＭｍｇｙ

ｕ

（

＊

Ａｄｖａｎｃ ｅｄＣｏｍｐｕ ｔ ｉｎ
ｇ
Ｓ
ｙ
ｓ ｔｅｍ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

ｙ ，Ｉｎｓｔ ｉ ｔｕ ｔｅｏｆＣ ｏｍｐｕ ｔ ｉｎ
ｇ
Ｔｅｃｈｎｏ ｌｏ

ｇｙ ，Ｂ ｅ ｉ

ｊ

ｉｎ
ｇ

１ ００ １ ９０
）

（

＊ ＊

Ｕｎ ｉ ｖｅｒｓ ｉ ｔ
ｙ

ｏｆＣｈ ｉｎｅ ｓｅＡ ｃ ａｄｅｍ
ｙ

ｏｆＳｃ ｉｅｎ ｃｅ ｓ
，

Ｂｅ ｉ

ｊ
ｉｎ
ｇ

１ ０００４９
）

（

＊ ＊ ＊

Ｐｅｎ
ｇ
Ｃ ｈｅｎ

ｇ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

ｙ ，Ｓｈｅｎｚｈｅｎ５ １ ８０５ ５
）

Ａｂｓ ｔｒａｃｔ

Ｔｏｓａｔ ｉ ｓｆ
ｙ

ｔｈ ｅｍｅｍｏｒ
ｙ

ｃａ
ｐ
ａｃ ｉ ｔ

ｙ
ｒｅ
ｑ
ｕ ｉ ｒｅｍｅｎｔｏｆｂ ｉ

ｇ
－ｄａｔａａ

ｐｐ
ｌ ｉ ｃａｔｉｏｎ ｓ

，ａｐｒｏｍ ｉ ｓ ｉｎ
ｇ

ａｒｃｈ ｉ ｔｅ ｃ ｔｕｒｅ
，ｉｎｗｈ ｉ ｃｈｔｈｅ

ｎｏｎ
－

ｖｏ ｌａｔ ｉ ｌｅｍｅｍｏｒ
ｙ（

ＮＶＭ
） ｉ ｓｕｓｅｄａｓｍａ ｉｎｍｅｍｏｒ

ｙ
ａｎｄｄ

ｙ
ｎａｍ ｉｃｒａｎｄｏｍａｃ ｃ ｅ ｓｓｍｅｍｏｒ

ｙ（
ＤＲＡＭ

）ｉ ｓｔａｋｅｎａｓ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ｃ ａｃｈｅ（
ＥＣ

） ， ｉ ｓ
ｐ

ｒｏ
ｐ
ｏ ｓｅｄ

，ｒｅｆｅｒｒｅｄｔｏａ ｓＥＣ －ＮＹＭ ．Ｃ ｏｍ
ｐ
ａｒｅｄｔｏｔ ｒａｄ ｉ ｔ ｉ ｏｎａｌｍ ｅｍｏｒ

ｙ
ａｒｃｈ ｉ ｔｅｃ ｔｕｒｅ ｔｈａ ｔ ｉｎ

？

ｖｏ ｌｖｅ ｓｔｈ ｅｌａ ｓ ｔｌｅｖｅ ｌｃａｃｈｅ（
ＬＬＣ

）ａｎｄＤＲＡＭ（
ｒｅｆｅｒｒｅｄ ｔｏａｓＩＣ －ＤＲＡＭ

） ，ＥＣ
－ＮＹＭ ｉ ｓｓ ｉ

ｇ
ｎ ｉｆｉ ｃａｎ ｔ ｌ

ｙ
ｄ ｉｆｆｅｒｅｎ ｔ ｉｎ

ｔｅｒｍ ｓｏｆｃ ａ
ｐ
ａｃ ｉ ｔ

ｙ
ａｎｄ ｌａｔ ｅｎｃ

ｙ ，ｔｈｕ ｓｔｒａｄ ｉ ｔ ｉｏｎａｌｄｅ ｓ ｉ

ｇ
ｎｃ ａｎｎｏ ｔｂｅｄ ｉｒｅ ｃ ｔｌ

ｙ
ｂｏｒｒｏｗｅｄｗｉ ｔｈｏｕ ｔｒｅ ｃｏｎ ｓ ｉｄｅｒａｔ ｉ ｏｎ ．Ｔｈ ｉ ｓ

ｐ
ａ

？

ｐ ｅ
ｒｅｘｐ

ｌｏｒｅ ｓｔｈｅｃｈａｒａｃ ｔｅｒ ｉ ｓ ｔ ｉ ｃ ｓａｎｄａｒｃｈ ｉ ｔｅｃ ｔｕｒａｌ ｉｍ
ｐ

ｌ ｉ ｃａｔ ｉｏｎｓｏｆＥＣ －ＮＶＭ ｉｎｄｉｖｅｒｓｅｄ ｉｍｅｎ ｓ ｉ ｏｎ ｓ ｉｎｃ ｌｕｄ ｉｎ
ｇｃａｃ

ｈｅ

ｌ ｉｎｅ
ｇ

ｒａｎｕ ｌａｒｉ ｔ
ｙ ，ａ ｓ ｓｏ ｃ ｉａｔ ｉｖ ｉ ｔ

ｙ ，ｒｅ
ｐ

ｌａｃｅｍｅｎ ｔ
ｐ

ｏ ｌ ｉ ｃ
ｙ

ａｎｄ
ｐ

ｒｅｆｅ ｔｃｈ ｉｎ
ｇ
ｍｅ ｔｈｏｄ ｓ ．Ａ ｌ ｌｆｉｎｄ ｉｎ

ｇ
ｓ
ｐ

ｒｏｖ ｉｄｅｖａｌｕａｂ ｌｅｈ ｉｎ ｔｓｆｏｒ

ｔｈｅｄｅ ｓ ｉ

ｇ
ｎｅｒｓｏｆＥＣ －ＮＹＭ ．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ｎｏｎ

－

ｖｏ ｌａｔ ｉ ｌｅｍｅｍｏｒ
ｙ（

ＮＶＭ
） ，ｄｙ

ｎａｍ ｉ ｃｒａｎｄｏｍａｃ ｃ ｅ ｓ ｓｍｅｍｏｒ
ｙ （

ＤＲＡＭ
）ｃａｃｈｅ ，ｂ ｉ

ｇ
－ｄａｔａａ

ｐｐ
ｌ ｉ

？

ｃａｔ ｉ ｏｎ

４７ 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