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月季度考核

高能物理研究所
张叙



1

开发工作

• TQ数据源升级
• MM事例处理
• 直方图相关开发
• CCSN相关开发
• 波形重建算法的移植与测试
• OEC测试环境升级
• NUMA框架调研

学术会议

• 江门年会报告
• 青岛核探测报告

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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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Q数据源升级

(之前版本)只支持发送随机TQ, 且内每个通道的TQ数量必须一样多。
支持发送EDM模拟的真实TQ数据。

通过-r参数可以对TQ时间进行放缩,来控制混合后的TQ发送速率。

TQ数据由真实TQ(1khz)与噪声TQ(随机)混合组成，数据源支持通过-f参数可以控制两者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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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M事例处理

MM数据源开发 DP添加MM事例类型 MM事例打包

定义了MM事例类型
使数据流可以识别处理MM事例

开发了MM事例组装算法
将触发时间窗内的TQ与MM打包

已经过关灯测试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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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方图相关功能开发

将数据流中的数据统计成直方图，发送到Mongo.

支持异步发送

目前统计后发给Mongo的直方图有:
• TQ的时间信息
• OEC顶点重建后的顶点信息
• OEC后的能量信息

TQ时间(相对于CTU的时间)信息直方图

在Mongo中的顶点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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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SN相关开发

CCSN对于数据流的需求: 接收到alert之后，存±60秒的TQ数据

通过pre_data buffer存储前60s的数据，
当alert出现后, 将符合的数据通过send_buffer进行存储

1.以一个时间片为一个文件进行存储。
2.连续alert重合的数据只会存一份。
3.考虑了数据超时到达的情况。

已经过开灯测试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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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形重建算法移植与测试

将波形重建算法(肖鹏飞开发版本)移植到数据流。
对该波形重建算法在ROS上的部署进行了评估。

节点数
单节点时间片
波形数

节点总核
数

波形重建理论
核数

单节点所需理论
线程数

考虑线程竞争后
所需实际核数

所需总
核数

25 7040 1600~700 28~1400 ~2600

30 5870 1920~700 23~1200 ~2400

35 5030 2240~700 20~1200 ~2400

40 4400 2560~700 18~1200 ~2400

45 3910 2880~700 16~1200 ~2400

50 3520 3200~700 14~1200 ~2400

结论：读出节点用纯CPU做波形重建至少需要40个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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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EC测试环境升级

升级需求:OEC直接使用高增益的TQ，对低增益的波形数据做重建。

测试数据升级 测试程序升级

OEC新模拟的Root格式数据

DAQ能解析的相应的事例文件

事例文件

• 测试程序提供波形事例(Wave+TQ)给OEC
• 测试程序模拟ROS对数据做了字节序转化

测试环境:测试数据 + 测试程序(提供给OEC的模拟DAQ运行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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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MA框架调研

江门服务器的NUMA结构与内存瓶颈分析:
每个Node对应6个通道的内存
对于IO密集型任务分配线程时也应考虑内存通道数。

可以通过绑定在本Node的内存上运行
减少跨Node的内存访问

跨Node之间的内存访问带来了额外的延迟

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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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工作总结

2.增加MM数据源

1.TQ数据源升级

3.开发MM事例打包

4.收到CCSN的alert后，存±60sTQ

5.读出节点做波形重建评估

6.为OEC升级了测试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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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会议

青岛核学会报告江门年会报告

汇报DAQ中OEC部分的升级 对Radar进行了介绍，并介绍了未来的升级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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