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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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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文 中首先以 数据 库 为 基 础研完 了知识库系统 K B S 一 1
,

然后基于关

系知识模型
,

研宪 了一台关系知识库模型机
,

并以它为硬核研究 了知识库 来统

K B s一 2 ,

最后进行 了性能分析
。

关越词 数据库
,

知识岸 系统
,

模型机

分类号 T P 3 9 2

知识库系统是一种用电子化手段对知识进行全面组织
、

管理和使用的系统
。

知识库

系统具有通用性
,

可处理不同领域的知识
,

可提供多种知识表示方式
。

对知识有较为完

善的管理手段
,

包括一致性
、

完整性处理等
。

本文的研究工作包括
:

( l) 对知识库系统的若干基本问题进行研究
。

(2 ) 以 V A X 1 1 / 7 8 0 为宿主机研究知识库系统 K B s一 1
,

对以数据库为 基 础建立知

识库系统的方法进行研究
。

( 3) 研究分析关系知 识模型
,

主要是其并行性的挖掘
,

为硬件支撑系统的设计打下

理论基础
。

(4) 研究关系知识库机系统结构
,

设计一个新的系统
,

达到高效的目的
。

( 5) 实现一台关系知识库模型机
,

用它来分析各种设计中的问题
,

并为 新 一 代 计

算机的 系 统 结 构研究提供模拟环境
。

在此基础上研究一个以它 为 硬 核 的知识库系统

K B S ~ 2
.

( 6) 对模型机 系统进行性能评价
,

从而对系统结构的设计作 出结论
。

1 K BS 一 1 知识库系统

P R O L OG 与关系式数据库管理系统的结合从系统结构的角度考虑大体上有松鹅合
、

1 . 88 年 8 月” 日收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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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祸合两种
。

我们以紧祸合方式来进行研究
。

知识库系统是知诉获取
,

知识管理和推理机构的有机结合
。

知识获取部分对新知识

按完整性约束要求进行检测后装入库中
。

知识管理部分负责对存在库中的知识进行操作

管理
,

知识的存储以系统所规定的方式进行
。

推理机构是知识利用部分
,

它针对用户提

出的各种询问
,

对知识库中的内容进行推理导 出解答
。

K B S 一 1的系统结构框图如图 1 所示
。

系统中数据结构由二 类构成
.

一类 是袱绎推理所涉及到的数据结构
,

另一类是库管

理所涉及到的数据结构
。

知识消化山知识的可证明性检查 矛盾性检查
,

冗余性检查和独立性检查组成
。

知

识消化系统在元推理和浪绎机制支撑下工作
,

进行上述检查之前
,

首先要对新输人的知

识进行语法 上的检查排铃
。

图 1 K B S 一 1系统结构

K B S 一 1中所有知识获取部分都是以 P R o L O G 写出的
。

消化新知识过程是通过谓词

来进行的
。

它需要很强的元级知识处理能力
,

但问题是效率低
,

关键是 d e m 。 谓词在知

识库知识推理操作之中
,

仅有元级库的索引
。

这样导致 了 d e m 。 做了大量的无用操作
。

我们提出一种新的元知识表示
,

以过程名为索引
、

原有的知识表示形式为
:

k b n l n a m e
( k

n o w l ed g e )

改进后的形式为
:

P r o c e d u r e n a m e
( k b n l n a m e k n o w l e d g e )

原来形式 下同一库中的所有知识都用指针连成一个长链
,

每进行一次 d e m o 操作
,

将查遍链上的每一个知识项
。

改进后的形式下
,

以知识的过程名不同而构成了若干链
,

这时的 d em
o 谓词操作只查询有关过程链下的内容

。

这样使所要查询的内容大为减少
,

而只涉及到有关部分
。

如果只存在一个库名时
,

d e m 。 的执行速度将相当于二级索引的

速度
。

推理机构是基 于G K O一 P R o L o G 来实现的
。

它运行效率高
,

我们对它进行了扩充
,

这主要包括二大部分
:

元功能扩充和知识操作谓词
。

知识库管理部分是基于 R D B了V M S实

现的
。

它对系统中的知识进行检素
,

更新和其它管理
。

对应于规则
,

事实和完整性约束

三种知识内容
,

我们在原先数据库基础上建立了事实库
,

规则库和约束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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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关系知识模型及其分析

关系知识模型基于一个全新的概念
,

这就是 一 致化检索 ( R et ir e
va l B y I n iif

c a -

it o n )
。

它在同一层上以宽度优先的方式 同时求出全部解
,

较好地实现了并行 操作模型

的重要之处在于项结构的引入
。

常规数据库处理的常量不足以表达 目标世界
,

这导致了

在模型所处理的项 中引人变量
,

产生出项关系及有关的一致化关系操作
。

关系知识库从项关系中按用户的提问条件进行检索求解
,

通过反复地将一致化连接

和一致化选择操作作用于项关系
,

求出检索的结果
。

本 文 提 出 一种新的一致化检索环

境
,

这就是基于集成化存放知识的特点
,

引入过程索引
。

这使检索操作能迅速定位
。

模型具有很高的并行性
,

包括项关系之间的并行
.

多个操作之间的并行
,

项关系内

单个操作的并行
。

我们还从 I / o
、

调度和基 本操作这几个重要方面分析了模型的瓶颈问

题
。

关系知识模型易于实现系统结构上的支持
,

这是由于模型所需操作种类少
,

简单且

并行性好
,

并行操作之间必需交换的 洁 息 很 少
,

便于调度
。

关系知识模型中知识是以

h or n子句形式存储的
,

经过一定转换之后
,

它可支持用户使用一阶逻辑之外的其它知识

表示
。

3 关系知识库机系统结构及模型机

关系知识库机应当能够充分开发检索过程中的并行性
,

实现真正 的并行处理
。

这就

意味着它是一种多处理机或多计算机系统结构
。

我们研究 了一种关系知识库机系统结构

如图 2 所示
。

系统中有较大的带宽
,

磁盘可 同时提供数据
,

系统中数据流是由磁盘的原始数据开

C B

到
{

型坦:

图 2 关系知识库机系统结构

始
,

送往共享存储器
,

由共享存储器提供了一致化处理单元的操作数据
,

操作的结果又

送回共享存储器
。

系统中控制流都是来自于主控制处理机
,

其它各个部件均是被动的在

主控制处理机的命令下进行各种工作
。

这种命令可以通过控制总线或共享存储器中的信

箱来进行
。

共享存储器为多端 口
。

系统中有三级存储结构
,

即共享存储器
,

局部存储器和通用寄存器
。

这样一致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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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间操作内容
一

可以在局部存储器中
,

有效地减少访问共享存储器的频度
。

对应于 上述系统结构 的模型机物理结构主要部分包括一个控制处理机
,

四个处理单

元
,

一个共享存储器和一个磁盘系统
。

系统中软件配置有两部分
,

一个是在处理单元中的
,

主要由监控程序
,

同步通讯程

序
,

基本的一致化操作程序构成
,

另一部分是在主控处理机上的核心软件
,

它分为知识

处理
,

一致化检索和资源管理三层
,

它们在操作系统的控制下协调地工作
。

模型机的操

作系统是分布式的
,

它是在 8 6/ 31 0微机原配置操作系统
r m x 86 的基础上改造而成的

,

模

型机中通信同步采用了信箱方式
,

在每个处理单元与主机之间设立一对信箱
,

一个用于

主机发送
、

处理单元接收
,

另一个用于处理单元发送
、

主机接收
。

主机向处理单元发送

命令采用播送方式
。

结果回收采取的方针是先来先服务
。

知识处理是面向用户的顶层
,

它负责知识的装人
,

更新和用户的询问处理
。

输人的

新知识将在这里转化成为内部的项关系形式
。

一致化检索层接受对项关系处理的指令
,

把

一致化检索操作或循环操作转换成逻辑设备指令
。

资源管理层负责物理设备的分配
,

各

设备的并行执行和通信同步等控制
。

面向设备的将是从逻辑设备指令经确定转换后的物

理设备指令
。

各层软件均以 P L /M语言实现
。

为具有高效
,

必须选用恰当的数据结构
,

关系知识库本身的各知识元组是以树形结

构来表示的
,

它将知识的各部分分解成树上的结点
,

这样在进行操作时容易迅速查找定

位
。

而各结点上的内容则采用了加标志的数据结构
。

知识之间是顺序存放的
,

相同过程

名的知识通过排序后连在一起
,

以一个总的指针进行素引
,

系统对库中各类不同的知识

定位通过索引机构来进行
。

性能评价结果表明了关系知识库模型机具有良好的性能
,

当有 4 个处理单元时
,

对

于能发挥后端关系库机的长处的查询来说
,

可望获得比 P R O L O G运行提高 20 倍以上的性

能
。

通过全面的分析和评价得出结论
:

( 1) 关系知识模型具有操作简单的特点
,

易于实现硬件支持
,

易于用 V L sl 来支持
。

`2) 关系知识模型具有良好的并行性
,

可用多个处理单元并发来提高其性能
。

这种

方式实际可行
,

符合计算机并行处理系统发展的方向
。

(3 ) 关系知识库机运行速度快
,

效率高
。

尤其对大量知识存取 并且查询所需要推理

较少时效果特别明显
,

是构造未来大型知识处理系统的一种有效方式
。

关系知识模型的不足之处在于对某些操作宽度过大的查询
,

需要对宽度进行一些有

效的限制
。

对这提出二种方式予以解决
:

一种是建立强有力的存储管理
,

另一种是以宽

度
一深度相结合方式推进搜索求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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