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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对象方法在可编程逻辑部件分析技术研究中的应用

特性 行为方式 从而探索其内部结构和机理 它一般包括三个基本步骤 即黑箱的确认 黑箱
的考察和建立黑箱模型

。

黑箱辨识在可编程逻辑部件分析技术中有着很重要的应用
。

被编程并
加密后的 芯片具有典型的黑箱特征

,

其本身是研究客体
,

周围的环境是被应用的电路 系

统
,

所以应用黑箱辨识方法分析 器件是合适和恰当的

面 向对象方法

计算机解决问题的方法实质上是从问题域到 问题解空间的一种映射
,

如果这种映射能以人

们通常的思维方式来解决
,

则可以极大地提高软件的开发效率
、

可靠性和可维护性 面向对象方
法学的基本原则是 按人们通常的思维方式建立问题域的模型

,

尽可能 自然地表现求解问题的
软件设计方法

,

即不是以控制为中心
,

而以事物 对象 的行为为中心来考虑计算机上的处理体

系
。

进入 年代后
,

面向对象方法在计算机科学技术领域占领了无可争议的主流地位
。

现在的

面向对象方法突破传统的计算机软件范围
,

发展到 了计算机软件以外的一些领域
,

如计算机体
系结构和 人工智能等

。

面向对象方法在软件工程领域的运用称为面向对象的软件工程方法
。

它
包括面向对象的分析

、

面向对象的设计
、

面向对象编程 等主要内容
。

程序 员的一个完整的问题解决过程应该本着 一 升 的顺序
。

强调直接针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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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域中客观存在的各项事物设立 模型中的对象
,

用对象的属性和服务分别描述事物的

静态特征和行为
。

是针对系统的一个具体的实现运用面向对象方法
,

它包括两方面的工
作

,

一是把 模型直接移植到
,

作为 的一部分
。

一是针对具体实现中的人机
界面

、

数据存储
、

任务管理等因素补充一些与现实有关的部分
。

这些部分与 采用相同的
表示法和模型结构

。

和 阶段完成认识问题域与设计系统成分的 作
。

是用

所 解 对象概念实际 是被动对象 即对象 每 服务都是 应从外部发来 息才
被动执行的

。

主动对象是至少有一个服务不需要接收消息就能主动执行的对象
,

引入主动对象
可以 从系统建模之时就开始用对象表达问题域中的事物的主动行为和系统中的每个任务

,

使模
型与程序以对象为单位的关系更为完善

在输入输出类中封装了输入变量组合
,

该类主要根据输入变量组合向硬件施加测试信号并
采集结果

。

编程类别 组态判别类中封装的数据结构主要有
, , 。

记录

两串状态完全不同的逻辑序列
,

用以判别芯片的编程类别
。

二 ⋯ 二 , 二

⋯以
,

其中 力 定义为输出 对应的激励
,

对应的输出记为 ,
。

通过确

定芯片受
,

的控制情况
,

可以判别出芯片的编程类别及组态
。

时序型编程芯 片的

预加载类中封装的主要是激励数据和预加载序列表
。

剔除无关变量类在其内部封装的数据主要
是各输入变量的组合

,

用以确定与某个输出函数相关的变量
。

采集最小项类利用其封装的输入
激励变量组合完成对某个输出的最小项有序采集 数据传送类则将待传送的数据发往后台处理
机

。

后台机上的求质蕴涵项集合类包含了最小项集合
,

通过再改进的
一

算

法可以求出全部质蕴涵项集合
。

而最小覆盖类则根据最小项集合及质蕴涵项集合完成对最小覆
盖的求解

。

图 为系统对象图的主要部分
,

图中各个矩形框体单元分别表示所划分的不同类
,

带有 回 标记的矩形框体描述的是主动对象类 矩形框体的最上部是类名
,

中间部分是主要涉
及到的数据

,

最下面记有主要涉及的操作 过程
。

各单元间的带箭头流线标记出整个系统的

消息流动情况
。

为叙述方便直观起见
,

在每个类的上方或下方标注出一个其相应的对象名
,

分
别为

, 一 , 一 , 一 , 一 ,

, 一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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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处理机
, 卜

一 一
‘

后 台处理机
一

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质蕴涵项集合合易易易易易易易易易易易易易 除无关变量量量 数据传送送送送
翻翻 编程类别 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

态态判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 最小项阵列列

最最最最最最最最最最最最最最最最最最最最最最最 小 页页页 质蕴涵项集合合
输入变量组合合合合合合合合合合合合合

再改进的 算法法
【【 发送数据据据据

包包 确 定望望受 组的的的 判定某个输 出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
控控巾巾情况况况 函 数 与哪些输入入入入

确确定 受受 比组的控控控 变量有关关关关

制制
」」

清况况况况况况况况况况况况况况况况况况况况况况

先确定受 的控制情况
,

再确定受 的控制情况
,

完成所有的编程类别和组态判别动作后
,

且 可利用消息激活对象
一 。

在
一

中
,

根据通过消息传递来的
编程类别和组态情况

,

在内部生成输入变量的组合
,

并通过激活 后所得到

的返 回值来确定与某个输出函数相关的变量
。

为提高系统处理时间
,

考虑在确定了与某个输出
函数相关的所有变量后

,

就去激活对象
一 。

由
一

根据收到的消息 与某

个输出函数相关的所有变量 对该输出的最小项有序采集
,

当然在采集的过程中依然需要激活

工 对象
。

完成对一个输出的最小项有序采集后
,

激活对象
一 ,

由
一

负责将所得结果送入后台处理机
。

在
一

传送数据的同时
,

可激活
一

来确定与下一个输出函数相关的所有变量 这样实际上就实
现了 与数据向后台处理机传输的并行处理

。

根据接受到的

不同输入变量组合
,

既可对引脚进行串位处理
,

也可对引脚进行并位处理
,

还可以 多个输人变量
组合进行批处理

。

极大地提高了系统处理的灵活性
,

节约了系统处理时间
。

值得一提的是
,

以上的
消息流动分析主要是针对组合型编程芯片进行的

。

对于时序型编程芯片的分析方法基本相同
,

不
同的主要是需要对输出寄存器进行预加载

,

以及如何施加时钟脉冲
。

我们利用对象
一

去完成相应的动作 在
一

判别出芯片为时序型后
,

激活
一 , 一

根

据消息生成激励数据和预加载序列表
,

然后激活对象
一 。

当预处理部分结束且所有输出的有效最小项均被传送到后台机后
,

即激活对象
一 ,

通过再改进的 算法求出全部质蕴涵项集合
。

随后激活对象
一 ,

由该对象根据消息传

入的全部质蕴涵项集合结合有关最小项完成对最小覆盖的求解
。

自此
,

以再改进的 算法和

最小覆盖为核心的逻辑化简部分顺利完成
,

接下来进行一些常规的系统处理即可
,

如用户 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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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
一 一 、

输出等

系统改进特点
虽然有一些研究表明

,

消息传递的开销大约是过程调用开销的 倍 然而
,

因为硬件速
度 已有大幅度的提高

,

并且消息传递 比过程调用可完成更多的工作 这也正是面向对象技术飞

【 徐德启等 面向对象基础与 十 程序设计教程 兰州 兰州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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