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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三、存储校验线路 计算机在运行过程中，主存储器要和CPU、各种外部设备频繁
地高速交换数据。由于结构、工艺和元件质量等种种原因，数据在存储过程中有可能出错，所以，一
般在主存储器中设置差错校验线路。 实现差错检测和差错校正的代价是信息冗余。信息代码在写入主
存时，按一定的规则附加若干位，称为校验位。在读出时，可根据校验位和信息位的对应关系，对读
出代码进行校验，以确定是否出现差错，或者是否可以纠正错误代码。早期的计算机多采用奇偶校验
电路，只有一位附加位，但这只能发现一位错而不能纠正。由于大规模集成电路的发展，主存储器的
位数可以越来越大，是多数计算机的存储器都有纠正错误代码的功能（ECC），一般采用的CRC码校
验线路可以纠正一位或多位错。 第六节高速存储器 程序和数据首先必须存储在主存储器中，才能直
接被CPU执行和处理。随着软件规模的增大和系统性能要求的提高，要求主存的容量要大，速度要快
。尽管主存的存取速度在不断的提高，但它的速度与CPU的速度相比仍存在较大的差距，主存的存取
速度是整个计算机系统速度的瓶颈。为了解决这个瓶颈问题，存储器系统采用了层次结构，用虚拟存
储器方式扩大主存的存储容量，用高速缓冲存储器提高主存的存取速度。除此以外，调整主存的组织
结构来提高存取速度，也是一种行之有效的办法。本节将介绍几种高速存储器。 一、相联存储器 在
计算机中，一般使用的存储器都是按地址访问的存储器，而相联存储器（CAM）是按存储内容访问的
存储器。其工作方式是把存储单元所存的内容的某一部分作为检索项（也称为关键字或关键项），去
检查相联存储器，直接找到该数据并将它读出。 相联存储器的逻辑结构如图3—22所示。它由存储体
、检索寄存器、屏蔽寄存器、匹配寄存器、比较线路、数据寄存器以及控制线路组成。检索寄存器和
屏蔽寄存器的位数与存储体中存储单元的位数相等，匹配寄存器的位数与存储单元数相等。匹配寄存
器的每一位对应于存储体中一个单元。 当需要查找某一数据时，先把数据本身或数据的特征标志部分
（检索项）送入检索寄存器。屏蔽寄存器起屏蔽作用，即当某一位为0时，检索寄存器中的相应位应
在下面逻辑比较中不起作用，也就是说这位不参加检索，如取检索寄存器中前8位为检索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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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普通高等教育规划教材:计算机组成原理(第2版)》是应用型本科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规划教材，
可作为普通高等院校计算机及相关专业计算机组成原理的教材，也可作为高职、高专计算机专业的教
材，还可作为非计算机专业和计算机工程技术人员的参考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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