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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 灵 君

(电子计算机系 )

摘 要 图形核心系统 G K S是二维图形软件的唯一 的 国际标准
,

且为我 国

采纳为国家标准
。

Y H 一G K S是基于 G K S ,

为银河机设计的 图形软件 系统
。

文 中

介绍了 Y H 一 G K S的设计特色与实现方法
。

关键词 计算机图形学
,

并行计算机
,

图形核心 系统
,

图段

分类号 T P 31

Y H 图形核心系统
,

即 Y H一 G K S
,

是为银河巨型机设计的图形软件 系统
。

它基于 目前

唯一的被 15 0 正式批准为二维图形软件国际标谁的图形核心系统 G K S
。

此标 准已被我国

标准化组织采纳为中国国家标准
。

因为Y H机是批处理系统的向量机
,

所以
,

在 Y H 一 G K S

的设计与实现中
,

必须充分发挥向量计算机的优势
,

研究计算机图形学的并行算法
。

本

文的主要 目的在于
,

描述作为并行计算机图形系统的 Y H 一G K S 的特色
,

例如
: Y H图段

存储器的向量双层表结构
, Y H图形文件的批处理

,

等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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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Y H刊 3K S的系统设计

由于Y H机是批处理系统
,

目前还不支持实时交互
,

Y H 一G K S 只能按 a2 级 G K S 设计

和实现
。

本系统 一律支持 G K S的所有图原及其相应属性
,

它具有 a2 级的全部功能
。

下面先介绍Y H 一G K S的系统背景 (图 1 )
。

Y H一 G K S常驻 Y H 主机
,

通过Y H 一 F O R T R A 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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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联编提供用户使用
。

用户在外围机上创建其图形作业
,

然后将它送入外围
「

站软件的输人

井
。

外围站通讯控制程序 C O M把输人井中的作业送入主机
。

作业 在 主 机运行完以后
,

c 0 M再将结果 ( 图形文件
,

即Y H G F ) 送到输出井
。

这时
,

用户就可以通过外围机将输

出井中的绘图结果输出到图形设备上
。

目前 Y H一 G K S配有图形设备
: D 一 S C A N 的G P别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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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图仪
, T E K T R o N I X的理6 6 3绘图仪

,

D一 s C A N的彩色显示器各一台
。

Y月 ~ G K S的图形输出流程如图 2 所示
。

这里可以看出系统结构设计上的几点特色
:

首先是引入了Y H图段存储器 〔Y H S )S 作为图段的实际存储
,

w D s S 与 w ls s 用作图段登

记表 〔详见第 3 节 ) ; 其次
,

对相邻图原的相同属性值可以省缺
,

直到外 围 机 仁的Y H

图形接 口软件
。 Y H G )I 与设备通讯时再决定恢复否

; 另外
,

增设了图 形文件 Y H G F
,

它

是批处理系统中图形作业的有效手段
。

在概念上
, Y H G F与工作站一一对应

。

如果把工

作站看作物理文件的话
,

Y H G F就是它对应的逻辑文件
。

所以
,

该文件的创建时机应该选

择在打开工作站时
。

为 了避免每打开一次工作姑都要打开Y H G F
,

确定为
;

仅在第一次打

开某个工作站时才能打开相应的Y H G F
。

这样还有一个好处
:

可以实现批处理 系统在一

个工作站 上画多幅图的功能
,

这要附加条件— 每当关闭某个工作站时
,

完成向相应的

Y H G F中写入一个图形结束码
,

以标志在该 Y H G F 中已经形成完整的一幅图
,

此后有写

人内容就是新的一幅图
。

所有 Y H G F的关闭统一在关闭G K S时完成
。

本系统中的静态数据结构
,

如
: Y H一 G K S描述表

、

状态表 (静态部分 )
,

工作站描

述表
、

状态表 ( 静态部分 )
,

出错状态表
,

Y H图形文件
,

…
,

等等
,

由Y H 一 F O R T R A N

语言实现
. 动态数据结构

,

如
: Y H S S

、

w D S S和 w ls s
,

图段状态表集合等
,

则用 Y H汇编

语言实现
。

Y H一 G K s按 G K s的规定进行出错检查与处理
,

用户也可以提供 自己的出错处理程序
。

2 Y H
一G K S的内存管理

本系统的主要实现语言为Y H 一 F O R T R A N
。

该语言不支持动态存储
,

不支 持不同类

型的数据构成的数据结构
,

不支持指针的概念
,

而所有这些都是一个好的图形系统所必

需的
。

G K S定义 了许多状态表
、

描述表
。

在这些系统内部表中有许多表项就是动态的
,

如
: G K S状态表中的

“

打开的工作站的集合
” 、 “

在用的图段名的集合
” ; 工作站状态

表中的
“

存储在该工作站
_

L的图段的集合
” ; 图段状态表中的

“
关联的工作站的集合

”

等表项
。

这些表项的实现就需要有动态的内存申请与释放功能
。

另外
,

在图形数据输出

流程中也会用到动态内存增减
。

比如
,

对一条折线进行剪取
,

剪取的结果可能导致输出

点数与原有点数不同
。

实现动态内存管理
,

对图段存储尤为重要
。

为解决Y H一 G K S的动态内存管理
,

用 Y H 汇编语言实现了内存管理程序 Y H G M M
,

它由下面两个模块组成
:

( l ) G e t一 B l o e k ( B l o e k 一 L e n 吕t h
,

S t a r t一 A d d r e s s )

申请一块长度为 lB oc k 一eL n gt h的内存空间
。

tS ar t一 A dd er ss 是申请到的内存空间的起

始地址 ;

( 2 ) R e le a s e 一B l o e k ( B l o e k 一 L e n g t h
,

S t a r t一 A d d r e s s )

这个模块以 tS ar t 一 A d d er ss 为起始地址
,

释放一块长度为 lB oc k 一 L en gt h 的内存空间
。

3 Y H
一
G K S的图段存储与管理

按照 G K S标准
,

每个图段都存储在 图段产生时所有启用的工作站上
,

而且为图段的

存储设置 了两种方式
:

一是依赖于工作站的图段存储器 , 一是独立于工作站的图段存储



万良君
:

Y H
一 G K S的 设 计 与 实 现

器
。

在本系统中
,

具体设置了一个Y H图段存储器 Y H S S
, 它是 Y H 一G K s 中唯一一个实际的

图段存储器
,

而 w IS S与每个W D S S相当于图段登记表
,

即登记下图段名和该图段 在 Y H S S

中的地址
。

Y H S S的设计与实现
,

避免了图段的重复存 储
,

简化了图段的管理
。

图段存储的数据结构对图形系统的效率有很大影响
。

本系统为 Y H S S 设计了一种向

量双层表结构
,

充分考虑了向量机的特点
,

尤其在此结构上实现了并行管理算法
,

效率

很高
。

Y H sS 的第一层是所谓的
“
图段描述向量表

” ,
第二层 是

“

实 际 图 段 内容向量

表
” 。

本作者把被删除的图段称为死段
,

又在 Y H sS 的结 构中专 设了一个
“

死 段 向量

表
’ , ,

它将死段的全部实际图段内容向量连在一起
,

以供增添新的实际图段内容向量时

使 用
,

这就减少了申请空间的操作
。

参见图 3
.

4 Y H S S中的图段的内容

G K S规定
,

一个图段的内容
,

包括 了在创建图段与关闭图段之间产生的所有 图原
。

另外
,

每个图原的显示外貌还受其属性的影响
,

这些属性值由该图原产生时 G K S状态表中

对应的当前值确定
。

在 Y玲G K S的图段内容中
,

图段元素包括元素标识 和元素体
,

其中元

素标识用来标志元素体是某种图原
、

某种图原属性或者剪取框
。

为 了使每个图原与它的

当前属性值准确结合
,

系统为图段引人当前图原属性这个概念及相应设置
。

这种设置有

一个很大的优点
:

充分利用己有的属性值进行省缺
,

避免 了数据的重复存储
,

见图 4
.

Y H G F中的属性省缺也采用类似的技术
。

图原

( Y H一 G K S状态表中 )

萝 取框 当前属修健

咭咭元秦标识
,

元秦体
》》

—— 一) 、 ~ 卜一一

省缺

5
。

结束语

本系统是为 Y H计算机研制的图形软件系统
。

之所以研制 Y H 一G K S ,

一方 面 固然是

Y H机的需要
,

另一方面选择正式的国际标准来设计和实现 Y H 图形系统也是正确的
。

现

在
,

G K S受到了普遍的肯定和重视
,

广大厂家与用户都相继以它为基础研制和开发 自己

的核心系统与应用系统
。

如果要使自行开发的图形软件系统对世界上丰富的各级图形系

统与应用程序具备兼容性
,

又怎能不选择 G K S
.

在 rC ay
、

Y H等的巨 型机上
,

设 计和实



现 G K s图形系统是个尝试
。

并行算法参见文献【3〕和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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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1 1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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