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Godson-T16核
处理器的可测试
性设计

汇报人：

2024-01-16



目录
• 引言

• Godson-T16核处理器概述

• 可测试性设计理论与方法

• Godson-T16核处理器可测试性设

计实现

• 实验验证与结果分析

• 结论与展望



01
引言



随着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处理器作

为计算机系统的核心部件，其性能和

可靠性对整个系统至关重要。近年来，

国产处理器在设计和制造方面取得了

显著进步，但在测试领域仍面临诸多

挑战。

Godson-T16是一款高性能、低功耗

的16核处理器，采用先进的微架构设

计和制造工艺，具有高速缓存、多核

并行处理、硬件虚拟化等特性，适用

于云计算、大数据等领域。

随着处理器复杂度的不断提高，传统

测试方法已无法满足高质量、高效率

的测试需求。可测试性设计（Design 

for Testability, DFT）通过优化处理

器结构、提高故障覆盖率、降低测试

成本等手段，为处理器测试提供有力

支持，对提升国产处理器整体性能和

可靠性具有重要意义。

国产处理器发展现状 Godson-T16核处理
器的特点

可测试性设计的必要
性

研究背景与意义



VS

国外在处理器可测试性设计方面起步较

早，已形成较为完善的理论体系和产业

应用。例如，Intel、AMD等公司采用先

进的DFT技术，实现了处理器的高故障覆

盖率和低测试成本。同时，学术界也在

不断探索新的测试方法和技术，如基于

机器学习的故障预测、自适应测试等。

国内研究现状

国内在处理器可测试性设计领域的研究相

对较晚，但近年来发展迅速。一些国内企

业和研究机构在DFT技术方面取得了一定

成果，如华为海思、龙芯等公司的处理器

产品已具备较高的可测试性。然而，与国

外先进水平相比，国内在处理器测试技术、

故障模拟与仿真等方面仍存在差距。

国外研究现状

国内外研究现状及发展趋势



本文旨在针对Godson-T16核处理器的特点和应用需求，研究其可测试性设计方法和技术，提高处理器的故障覆

盖率和测试效率，降低测试成本，为国产处理器的研发和应用提供有力支持。

研究目的

（1）分析Godson-T16核处理器的结构特点和测试需求；（2）研究可测试性设计的关键技术，包括故障模拟与

仿真、测试激励生成、故障覆盖率评估等；（3）设计并实现针对Godson-T16核处理器的可测试性方案；（4）

对所提出的方案进行实验验证和性能评估；（5）总结研究成果并展望未来发展方向。

内容概述

论文研究目的和内容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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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dson-T16核处理器
概述



Godson-T16是一款拥有
16个处理核心的处理器，
采用先进的多核并行处理
技术，实现高性能计算。

16核处理器 高速缓存 共享内存

每个处理核心都配备有高
速缓存，用于提高数据访
问速度，减少处理器等待
时间。

Godson-T16采用共享内
存结构，多个处理核心可
以访问同一块内存空间，
实现数据共享和协同工作。

030201

Godson-T16核处理器结构特点



主频

Godson-T16的主频达到了2.0GHz，保证了处理器
的高速运算能力。

功耗

在保证高性能的同时，Godson-T16的功耗控制也非
常出色，实现了高性能与低功耗的平衡。

兼容性

Godson-T16具有良好的软硬件兼容性，可以运行多
种操作系统和软件应用。

Godson-T16核处理器性能指标



Godson-T16的高性能和多核并
行处理能力使其成为服务器领域
的理想选择，可以满足大数据处

理、云计算等应用需求。

服务器领域
Godson-T16可以应用于人工智能
领域，如深度学习、神经网络等计
算密集型任务。

人工智能领域

Godson-T16的低功耗和出色性能
使其也适用于嵌入式系统领域，如
智能家居、物联网等应用场景。

嵌入式系统领域

Godson-T16核处理器应用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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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测试性设计理论与方法



    

可测试性设计基本概念及原理

可测试性定义

可测试性是指产品或系统能够被有效、

高效地进行测试的程度，包括测试的

容易性、准确性和完整性等方面。

可测试性设计目标

通过设计使产品或系统更易于测试，

提高测试的覆盖率、效率和准确性，

降低测试成本和风险。

可测试性设计原则

包括模块化、可观测性、可控制性、

可重复性、故障隔离等原则，以确保

设计的可测试性。



基于仿真的可测试性设计01

通过建立仿真模型来模拟系统的行为，以验证设计的正确性和性能。这

种方法适用于复杂系统的早期验证和测试。

基于故障注入的可测试性设计02

通过人为注入故障来观察系统的反应和恢复能力，以评估系统的可靠性

和容错性。这种方法适用于对系统容错性和恢复能力的测试。

基于硬件辅助的可测试性设计03

通过添加额外的硬件支持来提高测试的效率和准确性，例如使用内置的

测试接口和调试工具。这种方法适用于对硬件进行深入测试和调试的情

况。

可测试性设计方法分类与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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