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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设计了一个以 S TD总线为公用总线的 9CPU (采用 8098)多机控制系统 ,给出了时间片转轮调度的原

理、硬件电路及软件设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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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控制系统中 ,由于控制对象的多参数 ,在进行调节控制时 ,使用单个调节控制器无法满足要求 ,常规

的办法是采用多个调节控制器的简单组合进行调节控制
[1 ]
.由于调节控制器的相互独立 ,实现整个系统的

调节控制和最优化控制比较困难 ,并且每个调节控制器具有独立的机壳、电源、小键盘 /显示器 ,整个系统

的造价高 ,体积大 ,因此 ,在控制系统中 ,采用多个调节控制器的简单组合进行对大系统、复杂系统的调节

控制不是最佳选择 ;相反 ,多机控制系统可显示巨大的优越性 .

多机控制系统 ,又称多处理机控制系统 ,处理机之间通过一个高速的共享主存使其信息交换快速、灵

图 1　

活、方便 ,故很容易实现对大系统的实时控制和优化控制 .

多机控制系统 ,处理机之间有多种连接方式 .包括分时或公用总

线 ,交叉开关和多端口存储器 ,多级网络等 .其中 ,分时或公用总线方式

是最常用的一种结构形式 ,连接图如图 1.

分时或公用总线方式 ,每台处理机能够独立地对某个回路或参数

进行最佳调节控制
[ 2]
,处理机间又可以通过高速的共享主存进行信息

的快速交换 ,实现整个系统的协调优化控制 .但是 ,多台处理机不能同

时占用公用总线和共享主存 ,处理机间不能直接相互交换信息 ,因此 ,

为了解决多机控制系统这一问题 ,引入时间片转轮调度技术 .

本文中 ,笔者设计了一个以 S TD总线为公用总线的 9CPU(采用 8098)多机控制系统 ,用于大中型要

求优化控制系统的过程控制 .系统中主处理机对 8个从处理机的调度控制是通过时间片转轮调度技术实

现的 .

图 2　 9处理机时间片轮转调度顺序

1　时间片转轮调度原理

时间片 ,意指系统实时时钟 ,它是通过实时时钟电路将系统时钟分频

产生的 ,时间片的大小决定每个处理机可以占用总线和共享主存的时间

长短 .时间片调度由主处理机管理 ,主处理机可以根据各路从处理机的状

态 ,将时间片分配给各从处理机 ,在自己所分配到的时间片内 ,从处理机

通过公用总线与共享主存进行信息交换 ,完成人机对话 ,实现实时控制和

协调控制 .

时间片转轮调度是时间片调度中最常用的方式之一 .主处理机将时

间片依次轮流地分配给各路从处理机 ,在一个工作周期内 ,主处理机与各

从处理机交换一次信息 ,完成一次控制参数、控制命令下的下传和现场数

据的上送 ,实现整个系统的实时性、协调性和合理性 . 9CPU时间片转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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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度顺序和波形参见图 2,图 3.

2　时间片转轮调度电路设计

时间片转轮调度硬件电路 (参见图 4)由 2部分组成:时间片产生电路和调度控制电路 .

时间片产生电路 (参见图 5)将系统时钟进行分频 ,产生实时时钟作为实时控制基准时间片 .

图 3　时间片转轮调度波形　　　　　　　　　　　图 4　时间片轮转调度硬件电路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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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时间片产生电路

图 6　调度控制电路

调度控制电路 (参见图 6)根据主处理机提

供的依时间片轮转的调度信号 ,调度控制电路

产生从处理机选通信号 ,实现主处理机对从处

理机的调度 .

3　时间片轮转调度系统设计

时间片轮转调度系统由 2部分组成 ,即主

处理机时间轮转调度管理软件和从处理机轮转

调度响应软件 (见图 7,图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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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出　　‖ T ( { f n } )‖ ≤‖ { f n }‖ .

反之 , n∈ N, f n∈ E
* ,令 xn∈ E ,‖ xn‖ = 1,使得|f n (xn )|> ( 1 - X)‖ f n‖ ,设 x = ( 0,… , 0, xn ,

0,… ) ,则

　　　　|T ( { f n } ) (x )|= |f n ( xn )|> ( 1 - X)‖ f n‖ ,

得出　　‖ T ( { f n } )‖ ≥ ( 1 - X)‖ { f n }‖ 　 ( X> 0) ,

进而　　‖ T ( { f n } )‖ = ‖ { f n }‖ . T为满射的证明类似 1) ,证明略 .

综合 1) , 2)有 　 ( lp ( E ) )
*
≌ lq ( E

*
) .

定理 2　若 X有λ-性质 ,X
*
未必有λ-性质 .

证 由 ( l 1 (c ) )* = l∞ ( l 1 ) ,注意到 l1 (c)有λ-性质 , l∞ ( l 1 )没有λ-性质 ,结论得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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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re a re many no rmed spaces, who se clo sed uni t balls have the follow ing geometric

property, cal ledλ-property, in common, each member x o f the uni t ball is a convex combination, which is

an ex t reme point e of the unit ball and a vecto r y , where‖ y‖≤ 1 and e i s assigned a posi tiv e weight.

tw o open problems aboutλ-property had been proved: though x has theλ-property , l∞ (X ) and X
*

then

need not have theλ-prope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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