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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远程联机信息系统

陈丈伟 严国进

摘 要 远程联机信 息系统是建立在远程计算机 网络上的应用信 色系统
。

它既要遵循网络联机的通信特性
,

又要完成应用系统 的任务
。

从而远程联机信

息系统就有 它的新特
.

汽
。

我们在 日本富士通公 司的计算机集中式 网络上完了计

划管理的远程联机信
.

么系统
。

一
、

集中式远程网络系统配置和网络软件资源

该集中式远程计算机网络是以 F A c 0 M 2 30 主机为上层
,

以 F 2 7 4 0智能终端为下层 `

通过通信控制器 ( C C U )
、

调制解调器 ( M O D E M )和通信线路构成
。

F A C O M 主机的配置是中央控制台
,

磁带机三台
、

10 0兆磁盘 4 台
、

宽行打 印机和

卡片输入机
。

通信控制器能速接近程喊速终端
,

用 M O D E M能速接远程智能终端
。

远程智能终端具有 F T L ( F A C O M T e r m 讯al L an glt ag
e ) 语言

, 4 个软盘驱动器
,

用 8冲双面双密度软盘
,

配有宽行打印机
。

这种集中式层叹网络适合于远程终端完成各地的实时数据处理
,

主机完成大量的复

杂的数据处理
,

经过网络通信
,

有机地把智能终端和主机两方面的优势结合起来
,

有效

地完成远程 联机信息系统的任务
。

我们使用的智能终端相距主机 15 公里
。

主机操作系统 0 5 1 /V S的控制程序中的 SO M ( S t a n d a r d O : l l i n e
M

o d u l e ) 实现主机

上的 C O BO L 语言的联机程序和终端上的 F T L 语言的联机程 序 进行联机通信的控制
,

完成二端联机程序的对话
。

0 5 1 / V S 的处理程序中的 H I C S ( H i e r a e h i e a l I n f 。 r m a t i。 , n

C )nL tr ol S y st e m )中的 H U T Y通信程序完成主机和终端之间的批传输
。

联机程序的对话包括询问
、

收信
、

发信和数据交换
。

批传输功能完成主机和终端之间的文件传送
、

卷传送
、

程序起动和作业起动
。

终端的通信程序是包括 C C P 通信控制程序在内的协同实用程序
。

能完 成
:
批传输

功能
,

询问功能和同时对话功能 (允许二个作业同时通话 )
。

终端 的 F T L 语言能完成数据 的输入和运算
、

屏幕显示
、

表格打印以及同主机的通 信
。

主机的 C O B O L语言能完成任何类型的事务处理工作
,

在增加通信功能后
,

在 SO M

的支持下
,

完成对其它计算机或智能终端进行通信对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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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联机应用程序的实现

联机应用程序在计算机网络 的配置上
,

利用网络软件提供的通信功能
,

完成事务处

理的工作有两类
:

1
.

联机程序对话

终端 F T L程序和主机 C O B O L程序之间的对话
,

完成终端对主机联机程序 的调用
、

功能选择和功能运行以及数据的传输
。

主机完成各项复杂的事务处理工作
,

将结果信
.

息

传送给终端
,

共同完成实时 的数据处理任务
。

2
.

终端和主机之间的批传输

数据文件的传送
,

利用批传输功能更方便有效
。

特别是大量报表的输出在主机数据

处理完后
,

产生 的报表格式和数据
,

再传回到终端的打印机上打印出来
。

在联机程序的对话中
,

有两个重要的问题要解决好
。

1
.

两端联机程序的同步运行问惬

对于主机的0 5 1 / v s操作系统
,

它将保证多用户多作业的运行
。

对于多终端的联机

作业以及批处理作业在主机中同时运行时
,

自然就有一个排队等待的问题
,

一个存赊容

量问题
。

这就弓}起 了联机作业的同步运行问题
。

我们通过模索和试验
,

要解决好同步运

行问题
,

应该按 (图 1 ) 紧缩运行结构图形式来进行
。

该图的结构是由四部分组成
:

( 1) 主机联机作业的调出 ; ( 2) 调出的联机作业处于

什么状态 ? 是在队列中还是处于执行状态 ? ( 3) 终端联机程序和主机联机程序之间的通

信和事务处理 ; ( 4) 二端联机程序的结束和解除速接
。

由于主机允许多用户和多作业同时运行
,

这样就可能由于存赊空间不足而使某个联

机作业调不出来
。

当作业调出来后
,

还有一个排队的问题
。

一般来说
,

作业首先进入等待队

列 , 当它的某个运行条件准备不足时
,

会自动进入输出队列
。

在等待一定的时间以后
,

它将和其它几个作业同时处于执行状态
。

这时
,

终端要和它进行速接
。

速接以后
,

终端

和主机正式开始通信和各自的事务处理
。

最后
,

两端联机程序分别各自关闭通信
,

程序

退出
。

如果主机联机作业是对多个用户服务的
,

或对一个用户多个作业服务的
,

它将不

关闭通信
,

仍留在内存中等待终端作业的速接
。

如图 1所示
,

命令是简单的还是复杂的区分 在 于 联 机命令中是否带电文
。

对于主

机联机程序是 多功能时
,

终端用复杂命令可 以更方便进行功能选择
,

当程序进入各分枝

程序后
,

给终端一个进入该功能的信息 (即电文 )
,

将便利终端事务功能分枝的选择
。

从运行结构图的组成部分可知
,

每部分都可能产生使二端联机程序不同步
:

( l) 主机联机作业调不出来
,

终端只能反复发命令 (
:

S )调作业
;

( 2) 主机联机作业在等待队列中
,

终端不知道它何时进入执行状态
。

终端要反复发

速接命会 ( :
C ) ;

( 3) 终端和主机通信时
,

互相之间的发送和接受不配对
,

或者由于某种错误信息引

起两端联机程序的不同步 ;

( 4 ) 主机联机作业对多用 户同时速接时
,

道到何时才鬓正不速接终端而关闭通信
,

作业退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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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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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终端的数据被另一个终端的数据所破坏
。

数据的保护由两方面来实现
:

1 ( )利用排它语句 (L O CK U P和U LN O CK )采用了避免出现死锁的办法后
,

主

机联机程序中的数据
,

能有效地分别和各终端的数据进行处理
。

( 2) 增加各终端在主机中的缓冲区域 为了使同一个联机程序中和各终端进行交换

的信息区域及有关区域中的信息不被别 的终端所破坏
,

要利用 C O B O L 中的通信功能的

保存区节 (S A V E D 一 A R E A S E c IT O N )
,

来增加各终端在主机中的缓冲区域
。

凡是用保存区节的单元中的数据和其它单元进行运算和传送时
,

它 的含义已不是一

般的概念了
。

郎它已不是一个单元和其它单元进行运算与传送
,

而是与终端有关的保存

单元中的数据和其它单元进行运算与传送
。

三
、

远程联机信息系统的结构

远程联机信息系统是由主机联机程序和终端联机程序二部分组成的
。

联机应用系统

的结构除了要满足上面所说的运行结构图形式以外
,

对于以事务处理为主体的总体结构

应该如何设计呢 ? 这涉及到应用系统工作任务的分配和各程序之间的关系
。

信息系统总体结构方案可以采用大结构形式
,

也可以采用小结构形式
。

大结构是把

各功能程序合在一个大的整体程序中
。

小结构是把各功能程序作为各自独 立 的 联机程

序
。

经过试验
,

小结构形式比较好
。

在采用小结构形式时
,

应用系统的大功能选择应该

放入终端里
。

这是由于各事务处理功能都成了独立的联机程序
。

大功能 选 择 放 入终端

后
,

终端程序会显得过大
,

为使终端程序运行灵活方便
,

把终端程序也分割成小块的层

次速接的独立程序
。

各小块终端程序
,

通过程序转程序的命合 X F E R
,

完成它们之间的

速接
。

这样的系统结构
,

在终端上是程序转程序形式
,

在本地终端和远程计算机之间是程

序联机形式
。

共同构成一个大的远程联机信
J

良
、

系统
。

这种结构的特点是
:

( l) 整个信息系统的层次分明
,

结构清晰
;

( 2) 主机联机程序各自占用主机内存有限
,

这不但使各联机程序运行灵活方便
,

而

且
,

它不会影响其它用户的执行
。

对于多用户多作业 的主机应该是如此
;

( 3 ) 这有利于各小块程序的调试
、

修改
、

雄护和功能的增加
。

我们完成的计划管理 系统的远程 联机结构如图 2 所示
。

整个系统在终端上有 18 个 F T L程序 (共 6
.

7千条语句 )
,

在主机上有 22 个 C O BO L程

序 (共 9
.

1千条语句 )
。

其中数据文件的传输和打印报表是用 H IC S通信传输的
。

四
、

计划管理的实施

计划管理是一项复杂的数据处理
,

作为一个远程联机信息系统
,

除首先考虑计算机

网络的通信外
,

还要解决好系统的控制
、

文件的雄护以及复杂的算法等等问题
。

1
.

系统的控彻

( 1) 安全保密措施 我们设趁了二层口令
,

一个是进入该系统的口令
,

一个是进入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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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工作的口令
。

口令数据集由管理员掌握和修改
。

提供给用户的是机器代码的目标程序
。

( ) 2功能选择 系统中事务处理功能较多
,

我们按工作性质设置了层次结构的菜单

式功能选择
。

数据的输入用方便于人机对 活的屏幕格式
。

数据量多的先建立在终端的软盘上
,

通

过 H IC S传输给主机
。

少量数据 由联机程序通信传输
。

终端屏幕的系统显示区 S M E S可用来显示主机联机执行状态的各种情况
,

及时掌握

联机运行状态
。

功能选择菜单中留了一些系统扩充的接 口
。

按需要随时可 以在不影响现系统的情况

下
,

扩充功能
。

( 3 ) 数据的检查 系统中对错误 的数据有检测和报错的功能
,

联机中对错误数据有

处理分支
,

传给终端有关信息
,

仍保持联机信息系统的同步运行
。

2
.

数据文件和维护

该系统用到的数据文件很多
,

文件之间的关系也较复杂
。

有并行关系
、

主从关系
、

联结关系
、

倒排关系
,

属性关系和恢复关系等等
。

从而事务处理工作也很复杂
。

文件的推护工作量较大
。

对数据的增
、

删
、

改的同时注意到保持 数 据的 一 致性问

题
。

在文件可能遭到彻底的破坏时
,

有文件恢复的功能
。

文件恢复时
,

可 以向前恢复 (由某日开始恢复到以后某日期 )
,

也 可 以 向 后恢复

( 由某指定日期恢复到以前某日期 )
,

还可以按指定条件针对某类数据进行恢复
。

3
.

物资的用旧存新算法

物质的用旧存新是一般仓库的发物原则
。

特别是消耗物资
,

它有一 定 的 时 间性要

求
。

物质 的新与旧是以物资的批次大小 (早晚 ) 来区分的
。

一种物资有近千个批次
,

对

于数百种物资的批次数据就很可观
。

用旧存新的原则处理批次物资主要解决下面几个问题
:

如何整理如此复杂的批次物

资的帐本 ? 如何解决旧批次物资用完后的删除和新批次物资的增加 ? 如何解决对批次物

资的随机处理 ?

我们采用 了如下的方法
:

( l) 建立二个数据文件 这二个数据文件是无批次物资库存文件和批次物资库存文

件
。

它们之间是主从关系
。

无批次物资的库存量是该物资所有批次物资库存量的总和
。

在做计划时并不考虑批次
,

而在物资分发时考虑物资批次
。

(2 ) 批次库存文件索引键的确定 如果把物资的批次号 (由年份
、

批号
、

工厂三者

组成 ) 和物资的编 号合起来成为索引键号
,

则一来键值太长
,

二来最旧 的物资反应不出

来
。

我们引进一个批次顺序号 ( 三位数字 )
,

它是批次物资按批次大小进行排序的顺序

号
。

它和物资 的编号合起来构成索引键号
。

很明显
,

顺序号为 0 01 者就是该物资的最旧

物资
。

( 3) 变编号法实现物资的用旧存新 当最旧的物资 ( 0 01 顺序号 ) 用完后就删除它
。

其它物资的顺序
一

号均减 1
。

新生产出来的物资的顺序号是该物资最大顺序号加 1
。

确定物资的顺序 号
,

只须排序一次郎可
。

用旧存新过程 中
,

变编号的实现
,

是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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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一个算法来完成
。

4
.

计划供应的协调和优化

计划供应是计划管理 中的主要部分
。

它分装备物资 的计划供应和消耗物 资 的 计 划

供应
。

各类物资的计划又分为入库计划和补充计划
。

入库计划是由各工厂的产品分别送

入到各个仓库中去
。

补充计划是将各仓库中的物贫分配到各使用单位中去
。

这四个计划

所遵循的原则和处理范围都各不相同
。

这样
,

每个计划都必须独立处理
。

物资的计划供应有以下的协调和优化问题
:

( )] 消耗物资的补充计划依赖于装备物资的数量
。

每一种装备物资可 以配多种消耗

物资
。

反之
,

每一种消耗物资可以用于多种装备物资
。

它们之间有一个比例文件
。

消耗物资的分配要依据各单位 的装备物资的数量
,

以及各单位的不同的比例公式和

实际库存情况求出来的
。

由于这是个复杂的多关系问题
,

它的计算要用一个算法来实现它
。

( 2) 合理 的分配方法 在供应量不足的情况下
,

按单位优先级的顺序进行分配有不

同的方法
。

用加权因子计算削减量
,

对类别大的多削减
,

类别小的少削减
。

各单位 的优先类别

始终体现
,

且类别小 的单位也能分到物资
。

用相同的保障程度进行分配
,

就会把多种优先类别无形中变为三种类别
,

即一种完

全满足的级别
.

一种按比例削减的级别
,

一种不分配的级别
。

自然
,

抹去了不少单位 的

级别界限
。

用加权因子计算削减量的方法比用相同的保障程度进行分配 的方法合理得多
。

用加权因子计算削减量时
,

要用一个判别公式来保证它的顺利进行
。

(3 ) 物资调拨的线性规划 物资由多个出发点调拨到多个终点的运输问题
,

我们采

用了线性规划 的表上作业法和标号祛
。

这二种方法都很有效
。

它们 的对比如下
:

( a ) 表上作业法 的思路
:

先在满足约束条件下求解
,

然后再求位 势
,

检查不是最优时
,

修改解
。

标号法思路
:

先求位势
,

在活格子处求解
。

检查是否达最优
,

不是最优时
,

修改位势值
。

( b) 表上作业法求解思路和线性规划一般思路相同
,

便于人们理解和接受
。

标号法需要通过对偶问题以及对应的辅助问超来进行求解
。

思 路 复 杂
,

不 容易理

( c ) 表上作业祛程序实现难度大
。

标
一

号法程序实现容易
。

( 4) 表上作业法的计算机容量小
,

因为解只能用二推矩阵形式表 示
。

对位势的求解和回路的寻找
,

需要设计算法
。

因为解可用一推形式表示
。

标
一

号法 的计算机容量

解大

五
、

结 语

远程 联机信息
、

系统是由终端和主机两端联机程序的同步正常运行和计划管理的正确

执行
,

这二者的有机结合构成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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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研制过程中
,

对整个系统的结构方案的试验
,

两端联机程序的同步运行和计

划管理的实现
,

同时进行工作
。

中间有过反复
,

这就是由大结构改为小结构
。

我们是最早在进 口 的富士通公司计算机网络上配置了一个* 的应用系统
。

我们克服

了终端资料版本不同
,

没有网络软件资料的困难
,

以及其它困难
。

经过试验
、

对比
、

分

析
、

归纳
、

总结
,

最后完成了该系统的研制
。

对于远程 联机信息系统
,

( 1) 尽量利用 H I C S批传输功能
; ( 2) 尽量减少不必要的信

息传输 ; ( 3 )利用功能键控制联机程序的不同步运行
。

作为一个好的网络软件
,

应该把主机中央控制台中对各终端在主机中运行的各种状

态 (等待队列中 ? 联机速接上否 ? 出现 J C E R R
、

F D E R R
、

数据例外
、

下标超界… … 等

等 ) 能传给对应的终端
,

远程联机信
J

良
、

系统的运行才会很方便自如
。

参加这项工作的还有张帜
、

瞿中伟以及陈建民
、

张福山
、

李振江
、

王有兴等同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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