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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对象数据流图的可复用方案
*

丁志强
` ’

( 云南工业大学计算机技术应用重点实验室 昆明 6 50 0 5 1)

【摘要 】 继承结构化方法 的对象数据流图支持软件的系统分析
、

设计和程序设计诸阶段的平滑迁

移
。

基于此软件复用方案按软件生命周期分层
,

包括
:

说明需求规格的应 用层
,

定义用户介面的介面层
,

用对象数据流图进行分析
、

设计并导向程序设计的子系统层
,

实现程序设计的元件 系统层
。

关 键 词 软件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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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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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结构化方法由于没有一种统一的数据结构来表达
“

做什么
”

和
“

怎么做
”

这两个不同的

问题域
,

因而存在着从分析过渡到设计再到实现诸阶段迁移的困难 [’ ]
。

面向对象方法的
“

类
”

是一

种能够同时表达这两个问题的数据结构
,

用来定义软件分析
、

设计与编程中的对象就有可能沟通这

两个不同的问题域
。

本文提出的方法有三个特点
:

1) 系统的分析
、

设计与实现是对象实体的提取
、

求精
、

构造或重构的过程
;

2) 在软件系统的分析与设计阶段强调面向功能
,

用对象数据流图来表

达
:

3) 对象数据流图可以直接装配对象元件而生成程序
。

基于这三个特点的软件复用方案支持整

个软件生命周期
,

称为 R 0 A o r ( R o a d t o o bj e e t
一 o r i e n t e d A n a一y s i s

.

o e s ig n a n d Im p一e m e n t at i。 n )
。

1 对象数据流图 2I]

1
.

1 图形符号

R o A DI 把传统数据流图中的符号重新定义
,

如图 1所示
,

并称为对象数据流图或 o 0 F o( 0 bj ec t

D a t a F l o w D i a g r a m )
。

实体和数据流都是对象
。

数据流定义被传送数据的结构
,

从数据的源出发
,

到达接收数据的目

标
。

各种实体都可以作为数据流的源或 目标
。

对象实体可以是具有处理能力的实体
,

也可以是数据

{{{{{

!!!
` . 你实体体

图 l 对象数粥流图符号

存储
。

有源实体是带有处理能力的数据存储
,

例如数据库服务器
。

外部

实体是在当前定义域之外与当前定义域相关的外部数据来源或外部数据

目标
。

1
.

2 结构化
、

面向对象的方法

把复杂问题分解
,

由粗到精
,

自顶向下
,

这些传统的结构化方法符

合人的认知规律 3[]
。

结构化数据流图是一种面向功能
、

表达系统的功能
-

信息关系的工具
。

对象数据流图在用对象的概念把结构化数据流图中的

元素重新定义的基础上
,

采用了结构化数据流图的原理
、

方法和使用导

则
,

如逐步求精的层次结构和数据平衡的原理叫
,

因此对象数据流图是

结构化的
。

系统的功能由能动的实体实现
,

系统的功能
一

信息关系就是能动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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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间的信息关联
。

对象既有特征 (属性 )又有行为 (方法 )
,

用对象数据流图表达系统实体间的信

息关联更接近客观世界
。

与面向处理的结构化数据流图不同
,

对象数据流图是面向对象的
。

又由于

对象可直接编程
,

因此对象数据流图很容易过渡到程序设计
。

1
.

3 并发驱动与实现的演化

R o A DI 看待系统中的对象为有并发行为的实体
,

任何对象只要激励条件被满足就可产生相应

的行为
。

对象数据流图表达的正是这样一种系统模型
。

我们用 J va a 多线索编程
,

证实了提供并发

机制给对象数据流图中的对象是可能的
,

还提出了可以把对象数据流图解释为 J va a 或 c 十十程序的

方法 2I]
。

这样
,

在利用对象数据流图进行分析
、

设计时
,

就可以把注意力集中到定义系统中的对象
、

对象之间的数据流和对象行为的激励条件
。

一个对象可以是更细小的若干对象及其信息关系的集合
。

因此
,

对象数据流图中的每一个对象

都可以被精化为下一层对象数据流图
,

直至它可以被实现
。

未被实现的对象仍可以参与系统运行
,

只要把它生成一个存根程序 ( st lbt ) 4[]
。

这样
,

系统的分析
、

设计过程变成了利用对象数据流图由粗

到精
、

自上向下的演化过程
。

每一层次的对象数据流图一经定义就可以产生程序
,

运行程序立即可

检查定义正确与否
,

不正确的定义可以返回上层重新定义
。

2 分层的可复用框架
R O A DI 可复用框架依据软件生命周期分层设计

,

如图 2 所示
。

每层对应一个开发阶段
,

层间

有一个导向器
,

导向器用适当算法引导开发者从高层作业下到低层作业
。

应应用层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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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分层的可复用框架 图 3 介面和子系统间的关联

2
.

1 应用层

应用层是一系列按应用领域分类的应用框架
。

应用框架是类结构封装的构件
,

它包含应用名称
、

应用属性
、

应用特征
、

应用关联
、

一系列规则和一个样本
。

这里
,

应用是某用户需求的计算机解决

方案
,

应用名称标识一个具体的应用
,

应用属性区分应用所属的领域和类型
,

应用特征显示该应用

与同领域同类型的其他应用的区别
,

应用关联说明应用与其他应用的连接关系
。

规则描述了一类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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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需求的基准
,

是产生应用需求文本的模板
,

基于文本模板可以生成规格化的应用需求说明文档
,

样本是某典型应用实例的文本
。

应用层里的应用框架是在应用开发过程中逐步丰富的
。

一个应用被完成
,

将其需求阶段所形成

的文档按照规则整理
,

提取其属性
、

特征
、

关联
,

归人到某一个领域和类型中
。

当一个应用要求提出来时
,

开发者根据应用的属性和特征在应用层里寻找与之相匹配的应用框

架
。

寻找到应用框架后
,

开发者根据框架所提供的规则模板
、

样本
,

用形式化的语言写出规格化的

应用需求
。

在定义应用需求时
,

R O A DI 提供标准的窗口介面规则模板供用户选择
,

导向器根据所

选择的窗 口介面规则模板把开发者带到下一层
。

.2 2 介面层与顶级 O O F O

软件与用户交互的输人
、

输出
、

用户干预的处理流程控制都取决于用户介面的设计
。

首先设计

用户介面有利于用户要求的早期验证
,

以用户介面设计为先导的分析与设计早已有人提出并被现在

的许多开发工具所使用
。

现在
,

窗 口风格的控件已经存在于许多产品环境
,

如 M ic or so ft 的 vi s ua l

C料
、

v is u a l B a s i c 、

A C t iv e x 和 o L E
,

s u N 的 Ja v a A w T
,

以及 O M o 的 C O R B A 介面定义语言
。

R O A o r

把介面层设计成一个开放环境
,

集成进窗 口控件供用户选用
。

介面层的窗 口介面是类结构封装的构件
,

包含介面名称
、

介面类型
、

介面规格
、

控件关联
、

一

系列规则和一个可运行的样本
。

应用层的导向器把应用需求说明中的窗口介面规则模板与介面层中

一个适当的窗口介面相匹配
。

开发者获得窗 口介面的结构后
,

选择控件
、

设定参数
、

运行验证
、

修

改
、

再验证
,

直至用户满意
。

应用系统的用户介面之间的连接可分为两类
:

1) 操作逻辑连接
; 2) 与数据和程序的连接

。

操

作逻辑连接在介面层定义解决
。

与数据和程序的连接则必须通过定义顶级对象数据流图 (即 oT p

O D F D ) 来解决
。

用户介面与顶级对象数据流图可以是多对多关系
,

如图 3 所示
。

.2 3 子系统层

月月月月 BBBBB C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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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4 子系统层的对象数据流图结构

用户介面驱动的程序及其访问的数据存储都在子系

统层定义
。

子系统层提供的可复用构件是对象数据流图
。

对象数据流图的类结构封装包括 O D F D 名称
、

o 0 F D 类

型
、

0 D F D 特征
、

聚类关联
、

相似关联
、

运用规则
、

O D F D

图和 O D F D 程序源码
。

对象数据流图的层次结构如图 4 所示
。

每个对象数

据流图都是相应抽象层次上的一个对象
,

上层对象数据

流图与下层对象数据流图的关系是部分
一

全体关系
,

用聚

类关联表达
。

相似关联表达对象数据流图之间在程序结

构上的相似性
,

当没有完全匹配的可复用构件时
,

可选

择一个相似的构件修改复用
。

系统公共的数据存储在对象数据流图中设计
。

由于在面向对象设计中
,

数
添储对象的定义与

其他对象的定义相同
,

所以在 R O A DI 框架中没有明显的数据设计层
。

.2 今 导向器

导向器存在于每两层之间 R o A川 导向器应用树扫描算法
。

一棵树代表了一个设计方案
。

由

于复用构件存在
,

很多树的下层有交连
。

R o A DI 用树图记录了每棵树的节点路径和节点访问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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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的地址
。

每次搜索只在一个树图内进行
,

保证了搜索是可回溯的
。

3 分类的元件系统

对象数据流图中的对象和作为对象组成部分的成员
,

可以是可再分解的构件或者不可再分解的

构件
。

R O A DI 把不可再分解的构件称为元件
。

元件不是对象数据流图
,

而是程序和数据
。

对象数

据流图最底层的对象在元件系统层实现
。

3
.

1 元件的类结构

R O A DI 用 G
.

B oo
c h 模型及其符号来定义元件 l5]

。

元件的结构包含元件名称
、

继承关联
、

聚类

关联
、

数据成员和方法成员
。

元件的继承关联和聚类关联是该元件与其他元件的永久关系
。

永久关

系不仅能够存在于当前程序
,

也能够存在于任何其他程序
。

R o A DI 的抽象类元件
,

允许修改或替

换结构中的代码段
,

是一种更灵活的构件
。

3
.

2 元件的分类结构

元件的结构是最基本的 c 十 + 或 Jva
a
中的 c al s s

结构
。

一个元件就是程序中的一个代码段
。

为了

元件的复用
,

还需要其他一些不出现在程序中的特征来标注元件的复用属性和相关关系
。

这些特征

被封装在元件的分类结构中
。

元件的分类结构包括元件结构名称
、

元件属性
、

元件特征
、

元件名称
、

元件方法的激励条件
、

元件方法的后处理条件
、

相关关联和相似关联
。

被封装在元件结构中的元件用元件名称标识
,

元件

属性说明元件所属类型
,

元件特征区分同一类型中的不同元件
,

元件方法的激励条件和后处理条件

说明元件活动的依赖性 6I[
,

相关关联说明与该元件有关系的其他类型元件
,

相似关联说明与该元件

在程序结构上相似的其他元件
。

当找不到匹配的元件构件时
,

可以用一个相似的元件程序来改造
。

4 结 论

本方案吸取了结构化和面向对象两种方法的长处
,

提出了一个能够覆盖整个软件生命周期的开

发方法
。

有关对象数据流图方法及其 J a v a
并发程序的生成工具已经开发成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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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成果介绍

新型 C M O S 全兼容高压二级管

主研人员 陈星弼 叶星宁 唐茂成 王 新 苏秀娣 单成国

该新型 C M O S 全兼容高压二级管采用标准 C M O S 工艺
、

实现新型耐压层结构的新型 CM O S 全兼容高压横向二

极管
,

由于采用了新型表面耐压层结构
,

故能在最短表面距离内实现最高的击穿电压
,

从而性能大幅度提高
,

其主

要电性能参数为
:

击穿电压为 55 o v
;

达到同衬底下单边平行平面突变击穿电压的 90 %以上
;

正向压降为 1 2 v (I

= I A 时 )
;

最大电流为 S A
,

其主要性能参数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

短波实时选频
、

突发通信系统研究

主研人员 黄怀信 周治 中 杨世泰 金力军 罗承烈等

该项 目完成了一个新型通信与选频一体化的短波自适应通信试验系统
。

系统中选频控制器与 FH 收发信有机地

构成短波自适应电台
,

优选出最佳信道并 自动建立链路供通信时使用择障系统的连通率和通信质量的提高
。

FH
M O D E M (含信道编码 ) 完成各种数据终端高备 ( D化 ) 的数据传输

,

保障其传输可靠性及通信业务质量
。

系统设计合理
、

技术难度大
、

功能齐全
,

其技术水平处于国内领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