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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维导图 XM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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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ckground

01. 集群背景介绍

https://chenzomi12.github.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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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 AI 时期对通信的诉求
• AI 集群：

◦ 单一化业务，整个 AI 系统只为大模型（LLM、LMM等）或者搜广推服务，几乎没有其他业务的复用性；

◦ 用于超大规模的模型（百/千亿参数量）的训练、推理，L0 基础大模型算法研究的探索；

◦ 训练大模型走极致性能优化路线 vs 虚拟化云服务和 AI 通用算力服务化走性价比路线；

Spectrum-X 以太网

Peak
Performance

NPU

InfiniBand 交换机

NVSwitch + InfiniBand 交换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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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 AI 时期对通信的诉求

CV 模型--进入成熟期 推荐模型--大规模应用 大模型—快速发展期

数据并行，模型参数少，All r

educe 为主，参数面规模<4K

Embedding 并行 All2All，参数

面规模<4K

PTDES混合并行，集合通信都

有使用，参数规模<32K

https://chenzomi12.github.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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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组网互联

• 传统方案中（<2018），GPU 互联采用 PCIe，服务器节点间互联采用以太网 Ethernet。

https://chenzomi12.github.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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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模型数据、参数量极大。服务器不同计算节点间，对超高带宽、超低延迟和超高可靠性的

互联技术要求高。

大模型组网互联

https://chenzomi12.github.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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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 计算集群互联方式

• AI 计算集群互联演变，主要有三大趋势：

◦ Die 间，多芯粒互联技术和合封技术正加速崛起。

◦ 片间，由 PCIe 向多节点无损网络演进；

◦ 集群间，互联方式从 TCP/IP 向 RDMA 架构转变；

• UCIe、CCITA 为代表联盟组织，在积极推进 Chiplet 标准化协议与生态建立与完善

https://chenzomi12.github.io/


10ZOMI Course: chenzomi12.github.io

02. DIE 间互联

https://chenzomi12.github.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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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 架构转向 Chiplet 异构

• 大模型对算力需求持续增长，在工艺发展较慢情况下，为继续提升算力，AI 芯片从传统 SoC 架

构转向 Chiplet 异构。除芯粒数量不断增加，为有效发挥片内算力，也引发芯粒间互联挑战。

摩尔定律发展 Chiplet 封装

https://chenzomi12.github.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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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 架构转向 Chiplet 异构

• 基于 Chiplet 架构，创新 Die 间互联技术正加速崛起。UCIe、CCITA等组织积极的为 Chiplet 互

联建立统一的接口标准。

UCIe CCITA

https://chenzomi12.github.io/


13ZOMI Course https://chenzomi12.github.io/

SoC 架构转向 Chiplet 异构

UCIe Chiplet 标准 苹果 M1 Chiplet 示例

https://chenzomi12.github.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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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2D Interface

• 随芯片系统变得越来越复杂，不同功能单元（芯粒）产生大量数据流需要专用的互联接口来实

现数据的传输和调度。

• 这种专用互联接口简称为 Die2Die 接口，负责在不同芯粒间传输数据，协调调度数据流，确保

芯片系统高效运行。

https://chenzomi12.github.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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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O Die & Base Die

• IO Die：专用互联芯粒。IO Die 作为数据传输和调度核心，整合存储单元、Die2Die 接口和多

种高速接口，通过自定义算法实现数据流和信息流的分发调度：

◦ IO Die 通常适用于 2.5D Chiplet 芯片架构。

◦ e.g. AMD 300I AI 芯片架构包含互联芯颗。

2.5D Device 3D Device

https://chenzomi12.github.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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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O Die & Base Die

• Base Die：当芯片性能继续增高，平面维度也很难满足 Die 间互联需求。于是，互联方式逐渐

从 2D to 3D 垂直迭代：

1. 芯片行业开始基于芯粒 3D 堆叠方式，进一步提升芯片算力密度；

2. 集成 die2die 3D 接口，Cache 等模块，实现更快垂直互联，减少片内存储延迟和功耗。

https://chenzomi12.github.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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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AI系统带入每个开发者、每个家庭、
每个组织，构建万物互联的智能世界
Bring AI System to every person, home and 
organization for a fully connected, 
intelligent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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