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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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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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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性能计算机系统能效测试方法

1 范围

本文件给出了高性能计算机系统能效的计算公式,描述了高性能计算机系统能效测试的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高性能计算机系统能效测试,可用于分析高性能计算机系统的能效状况,供高性能计

算机系统的研发、测试、生产等参考使用。本文件提出的高性能计算机系统能效值可作为评价高性能计

算机系统能效水平的参数。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

本文件。

GB/T32910.3—2016 数据中心 资源利用 第3部分:电能能效要求和测量方法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高性能计算机系统 highperformancecomputersystem
同时使用多个计算节点,用于处理大量数据或解决大规模数值计算问题的计算机系统。
注:高性能计算系统由计算子系统、存储子系统、网络子系统以及冷却子系统等组成。

3.2
计算子系统 computingsubsystem
高性能计算机系统(3.1)中由若干管理节点(3.3)、计算节点(3.4)组成负责数值运算的子系统。

3.3
管理节点 managementnode
负责管理软件运算的基础计算单元。

3.4
计算节点 computingnode
负责浮点数值运算的基础计算单元。

3.5
网络子系统 networksubsystem
高性能计算机系统(3.1)中负责通信的子系统。

3.6
存储子系统 storagesubsystem
高性能计算机系统(3.1)中负责数据存储的子系统。

3.7
冷却子系统 coolingsubsystem
高性能计算机系统(3.1)中负责提供计算机工作环境制冷的子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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