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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处理器全局FP调度算法的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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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并行计算的重要性

随着数据规模的扩大和计算需求的增长，并行计算已成为提高计算性能的关键技术。多处

理器系统作为并行计算的主要平台，其性能优化具有重要意义。

调度算法的作用

在多处理器系统中，调度算法负责将任务分配给处理器并管理其执行过程，直接影响系统

的整体性能和资源利用率。

全局FP调度算法的意义

全局FP（First-Come, First-Served with Preemption）调度算法是一种经典的调度算法，

具有公平性、响应时间短等优点。研究全局FP调度算法在多处理器系统中的应用，对于

提高系统性能、优化资源分配具有重要意义。

研究背景与意义



国外研究现状

国外学者在全局FP调度算法方面进行了深入研究，提出了多种改进和优化方法，如基于优先级的调度、动态负载均衡

等，取得了显著成果。

国内研究现状

国内学者在全局FP调度算法的研究相对较少，但近年来逐渐受到关注。一些学者提出了结合启发式算法的调度方法，

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

发展趋势

随着多处理器系统的不断发展和应用场景的不断扩展，全局FP调度算法的研究将更加注重实时性、动态

性和可扩展性等方面的优化。同时，结合人工智能、机器学习等先进技术进行调度算法的优化和改进将

成为未来研究的热点。

国内外研究现状及发展趋势



本研究旨在探讨全局FP调度算法在多

处理器系统中的应用及其性能优化。

具体内容包括分析全局FP调度算法的

原理和特点，设计并实现基于全局FP

调度算法的多处理器任务调度方案，

评估其在不同场景下的性能表现。

通过本研究，期望能够深入理解全局

FP调度算法在多处理器系统中的作用

和影响因素，提出有效的优化策略，

提高多处理器系统的整体性能和资源

利用率。同时，为相关领域的研究和

应用提供有价值的参考和借鉴。

本研究将采用理论分析和实验验证相

结合的方法进行研究。首先，对全局

FP调度算法的原理和特点进行深入分

析，建立相应的数学模型。然后，设

计并实现基于全局FP调度算法的多处

理器任务调度方案，包括任务分配、

优先级设置、抢占策略等关键环节的

详细设计。最后，通过仿真实验和实

际应用场景测试，评估所提方案在不

同场景下的性能表现，并与现有算法

进行对比分析。

研究内容 研究目的 研究方法

研究内容、目的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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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处理器全局FP调度算法概述



定义

结构

多处理器系统简介

多处理器系统是指包含两个或更多处理器的计算机系统，这些处

理器可以并行执行多个任务，从而提高系统的整体性能。

多处理器系统可以采用共享内存或分布式内存结构。在共享内存

结构中，所有处理器都可以访问同一块内存空间，而在分布式内

存结构中，每个处理器都有自己的本地内存，处理器之间通过消

息传递进行通信。



全局FP调度算法是一种用于多处理器系统的任务调度算法，旨在

将任务分配到不同的处理器上执行，以达到负载均衡和减少任务

间通信开销的目的。

原理：全局FP调度算法根据任务的计算量和数据依赖关系，以及

处理器的负载情况，动态地决定将任务分配到哪个处理器上执行。

该算法通过维护一个全局的任务队列和一组局部的任务队列来实

现任务的分配和调度。

全局FP调度算法基本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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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态调度算法

静态调度算法在编译时确定任务的分配方案，不考虑运行
时的负载情况。这种算法简单易实现，但无法适应负载的
动态变化。

动态调度算法

动态调度算法在运行时根据负载情况动态地调整任务的分
配方案。常见的动态调度算法包括最小负载优先、轮转法
和抢占式调度等。这些算法能够更好地适应负载的变化，
但需要更多的运行时开销。

基于预测的调度算法

基于预测的调度算法通过预测未来的负载情况来制定任务
的分配方案。这种算法能够提前做出决策，避免负载的突
然变化对系统性能的影响。然而，预测的准确性是该类算
法的一个挑战。

典型全局FP调度算法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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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处理器全局FP调度算法设计与实现



设计思路
基于全局视角，综合考虑多个处理器的负载情况，以及任务间的依赖关系和数

据局部性，设计高效的多处理器全局FP调度算法。

框架
构建由任务调度器、任务队列、处理器状态监测器等组成的算法框架，实现任

务的动态分配和调度。

算法设计思路及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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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技术问题 负载均衡策略 依赖关系分析 数据局部性优化

关键技术问题及解决方案

采用有向无环图（DAG）表示

任务间的依赖关系，结合拓扑

排序等方法进行任务调度。

通过实时监测处理器负载情况，

动态调整任务分配策略，实现

负载均衡。

处理器负载不均衡、任务间依

赖关系复杂、数据局部性差等。

利用缓存等机制提高数据访问

速度，减少数据传输开销，提

高算法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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