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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计算机图形技术正在飞速发展，不 

论在理论上、技术上、应用上都取得了很多 

可喜的成果。其中图形的知识化，图形处理 

技术的智能化也是一个重要的方向。在这个 

方向上， 日本、西德 美国不少学者、实验 

室已开始研究工作。其发展背景是； 

(1)图形是人类认识世界，描述世界的一个重 

要模式，是信息的一种重要载体(媒界)。在计鼻机 

与人的交互界面上图形是一种重要方式。因此人机 

化服务，就计算机软件研究计算机软件，远 

远不够。看来，宜在分析知识处理基本需求 

的基础上，使软件，硬件、应用各方人员相 

结合，将计算机系统视为一个整体，全面考 

察它应具备的功能范围。至于何种功能宜软 

件实现，何种功能宜硬件实现，则须 以系统 

的性能价格比的高低为准，只有这样，系统 

的功能才会提高，软件，硬件技术才能得 以 

发展。 

4． 讲求质■，大力培育人才 

软件人员的需求量很大。目前美、Ej、 

西德等国，随着计算机的 日益广臣使用，软 

件供不应术，人员奇缺。国内从长远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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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口的智能化就必额包括图形技术的智能化．例如 

图形的输八．描述( 别是复杂圈彤的描述) 处理 

都要求有类自然语言的图形描述和较复杂的智能图 

形库来支持，从而实现一十智能化的非常友好的人 

机 界面。 

(2)要求越来越高的图形处理，图形识别，绘 

图等计算机图形技术光靠以前一般的图形包，模式 

讽别算法 计算几何的算法已经不够了 我们希望 

有更高的智能化启发式的图形处理技术。例如 地 

是如此。一时出现的疲软现象，是暂时的假 

象。关键在于人才的质量，质量与数量这一 

对矛盾，应该在讲求质量的前提下术数量。 

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如不讲求质量，恶果 

将不堪设想。 

限于水平，欠妥之处，请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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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的识别，不仅使用 些几何昀 模式识别的、统 

计的 模糊数学的算法，而且可以引八专家系统． 

智能图形库。又如识别．绘制一些专用图形或CAD 

系统 中的复杂图形，我们 也可以一方面使用几何算 

法，再辅之以图形知识库，以显著地提高效率。 

(3) 目前，西方一些技术先 进国家部在研究具 

有 智能 的新型非冯诺曼体系结构的计算机。我 国 

也开始了一些初步研究王作。可以说，这奖 智能 

新型机器的研制遇到了各种困难，各国专宗观点不 

一 致，做法也不一致。怛柑对而言目前还是面向知 

识处理的L'LPROLOG为机制的研究工作推进得快一 

些。图形怎样与这豢推理机联系，图形信息怎样纳 

入这类系统的知识库，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阿题。 

对于我国现状而言，摆在面前的问题有 

两个： 

1)虽然目前没有条件很 快着 手 硬 件整机的研 

制，但对于图形的处理这样一些问题需要着手先行 

研究，以便抓紧时间，避免硬件主机研靠 走弯路， 

造成大量浪费。 

2)目前在国内有不少PROLOG直 用系 统。特 

别是高档微机 超级小型机上的 PROLOG系统还 

是有相当实用价值的 如何将图 形 系 统纳人这类 

PROLOG应用系统也可以有不 同的 层 次。但总的 

讲，将图形表述知识化是提高这荑 应 用 系 统的档 

次，扩大功能，使之能处理更复杂问题 的 有 效造 

径 。 。 

总之，从以上三个方面看，将图形技术 

与AI技术相结合，实现图形处理的智能化， 

一图形表述的知识化是很有意义的。 

我们正是沿着这一方向作了一些基础性 

工作。这里着重介绍 我 们 实 现的一个基于 

PROLOG机制和GKS图形包的大型图形系统 

GKm PROGKS 

一

、 GKD-PROGKS圈形系统的环境 

GKD-PROGKS~形系统 是 在一个中档 

配置的Micro—VAX一Ⅱ超 微 机 TEK-4125[~ 

形工作站上VMS操作系统支持下实现的。其 

它硬、收件环境与一 般 的Micro--VAX-Ⅱ相 

似，这里只着重介绍一下支持着GKD-PRO- 

GKS图形系统的两个重要软件，支撑环境： 

PLOT-10-GKS图形软件 (巳扩充汉字功能) 

和GKD-PROLOG ／VAX这--PROLOG解 释 

执行系统 。 

1 扩充了汉字功能的PLOT-Ig-GKS图 

形软件 

GKs的前 身是一九七七年DIN发表的一 

个技术规范 ，它是第一个被 ISO (国际标准 

组织)和ANSI(美国国家标准委员会)分别接 

受为国际标准和美国标准的二维图形软件标 

准，它实质上是定义在图形应用程序和图输 

人与输出设备配置间的一个标准软接 口，包 

括了建立在各种各样的图形设备上进行交互 

式与非交互式作图所需要的全部基本功能。 

GKS所提供的这些功能是以易于 理 解 和 便 

于实现的图形定义与操作标准出现的，它从 

不与具体的程序设计语言和图形设备相关， 

GKS的层次模型如图 1所示。 

应用捏 

面向应用的层 

依赫干语言的层 

囱形柱心茅坑 

操作幕坑 

其它资源 I 图形资罪 

图l 6KS的分层模型 

PLOT-10-GKS是严格 遵 循GKS的2b级 

标准，运行于DEC公司生 产 的VAx机及其 

兼容机上的图形软件。它是GKS的FORTR- 

AN BINDINGS的产物。，严 格 地 遵循了一 

致性、兼容性、正交性、简单性、容错性、 

功能性和经济性的总设计 目标，具备 了用户 

接 口的透明性和高效错误可处理性，以及图 

*PLoT一10 GKs的源 程序 是 ~MORTRAN语言犏 写的，园为MORTRAN~ 盲在 编 译中，首 

先转换成FORTRAN语言，然后借助于FORTR．~ 的鳊译形成浮动机器码。因此，我们称PLOT一1o- 

@KS悬按标准的FO RTRAN-BINDINGS来蛆绸实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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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设备的独立性 1丰富性，是一十世界 『 著 

名的实施比较成功的 连图形软件皇。 这 

个图形软件包为基础来构造其它 系 呵 

以加深对GKS的理解，特别是Gxs的抽象概 

念与具体实现之间的理解，对于软件构造的 

标准化和模块化结构设计方法有一个较清晰 

的认识 。 

根据GKS的基 本 概 念，PL0T—l 0-GKS 

在实现时，按照功能将GKS的用户子程序具 

体地划分成控制类子程序、输 出 图 元 子程 

序、属性类子程序、变换类子程序、图段操 

作类子程序、输八类子程 序，查 询 类 子程 

序、’错误处理和工具类子程 序 簪 共 九个部 

分，给用户使用该图形软件包提供了方便。 

PLO：r-10-GKS是一个 大型 软件，它不 

仅实~TGKS规定的大部分功能，而且在程 

序设计中，始终遵循标准化和模块他的程序 

设计风格，使程序的结构严谨、功能清晰、 

模块紧凑、可配置性好，为用户_分析使用该 

软件提供了方便。不仅如此，PLOT-10-GKS 

的源程序由于使用了MORTRAN语言，以及 

丰富的解释，使得它的可读性和透明性都较 

好，为用户修改、分析该源程序提供了良好 

的环境。 

目前我们在深八解剖分析西文版PLOT- 

10-GKS的基础上，已经成功地 实 现 了输出 

汉字功能的扩充，并改正了原系统的某些错 

误之处。 

2 GKD—PROLOG／VAX系统 

GKD-PROLOG／VAX是 一 个 用PASC- 

AL语言 (结合少量汇编)实现的 准 逻辑型 

语言PROLOG解释执行系统。系统中由于采 

用了Hash技术，使得在程序 输八过程中， 

直接通过Hash将 目标 与相应过程的 第一个子 

句链接，省去了查找子甸的过程。在系统内 ‘ 

部结构方面采用了结构 共 享 和 环境共享技 

术，对于原子、谓词和函词等，只要其字符 
一 样，且参数个数相同，则占用同一Hash记 

录，对于变量、原子、谓词目1雨词，只要字 

符串一样，就 占用嗣一字符 审 录，吓字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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串在数据库巾 电是共享的；在环境中，把 目 

簿的环境和子句的环境放在同一个变量环境 

按中．实现了环境共享，省去了归路子句体 

中的目标对，复制环境的过程|在变量环境 

f 将子句或初始目标的同名变最赋于同一 

十记录，实现了变量的环境共享。这一切措 

施使得 内存空间的利用率有了很大的提高， 

节省 了内存空间，加快了系统的运行效率。 

同时，由于Hash技术中采用了共享，使得一 

致化过程 比较两个结点字符串和参数个数的 

操作变成了直接比较两个 结 点 (i~HashRc指 

针是否相符的操作，大大地提高了一致化速 

度。该系统在算法的设计，各种栈的操作， 

以及—歌化算法等方面都采用了较先进的技 

术手段 (如：线性一致化算法)，这些为系 

统的严密、紧凑、提高运算效率和降低指数 

效应等作出了积极的贡献。遗憾的是，GKD— 

PROLOGJVAX系统毕竟是一个PROLOG系 

统，它的数据结构和内部处理、存贮管理与 

FORTRAN迥然不同，这给我们一体化的工 

作带来了很大的技术上的困难。 

二、GKI~-PR0GKs图形系统的实现 

1 实现方法 

目前国际上流行的扩充PROLOG系统图 

形功能的方法主要有两种t一种是充分考虑 

PROLOG语言的特性，为PROLOG语言专 门 

设计一个图形包，容纳一些常用的作图指令 

或功能}一种是借助于现有的通用图形包， 

通过接口将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为PROL一 

圈2 PROLOO-OKS~形接口技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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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G提供较全面和丰富的 图形 功能。目前看 

来，第二种方案更为合理，更适应于PROL- 

OG软硬件技术的发展和知识库技术屿发展 

本系统也正是沿着这 一 方 向 所做的基础工 

作。图 2为这种方案的示意图。 

2 系统结构 

本系统采用PROLOG和GKS直接稆连接 

的方法使它们二者有机结合起来，其系统框 

图见 圈3。 

图3 GKD-PROOKS系魏桎图 

各部分的主要功能有： 

1)总控模块 完成初始化数据库，调八内部谓 

词索引 新增加的图形谓词索引．调入系统用户定 

义的谓词．准备数据 从终端上接收命令和问题， 

将命令和问题送给翻译模块．执行某些命令。 

2)翻译模块 将用户的pROLOG源 程序 和终 

端接收的命令和问题翻译成内部记录的形式，转交 

培执行控制模块。 

3)执行控制模块 将各种内部谓词和图形类谓 

词相分离，送八相应时摸块，并解释执行命令，输 

出结果。 

4)图形处理模姥 将PROLOG内 部 记 录形式 

表示的图彤谓词及参数转换 成PLOT-~o-0Ks可以 

直接接收的子程序的形式，然后直接调用&KS图形 

包中相应曲子程寄，实现图的信息输出。 

5)内部谓词过程庠 提供 所 有 的内部谓词过 

程t这些过程的功能许多是用户无法定义或难以用 

~PROLOGUe=
．言描述的。 

．

6)数据库 用以存贮事实，规则等数据，以及 

命令和提问形式的暂时存贮 

3 图形类谓词的实现 

采用所有的图形类谓词执行时立即成功 

的方式，将所有的GKS图形包用户级子程序 

一 对一地谓祠化，并扩充 了一些方便用户使 

用的谓词。 

1)数据类型的转换 

在图f；GKs系统审使用的数据类型拄以下方式 

转授袋GKD_PR0GKg系统中使用的数据类型。 

t地下襄) 

申的数据类型 l 的数据类型 

整望!子 誊 — 一一 一 
实型 I实数 

字符 字符串 『带引号的原子 

整型数组 (枚举类型) 

实型数组 

整数序列组成的表 

实数序刊组成的表 

2)数据燕型的共享 

开辟了一个数据共享区，PROLOG与 GKs的 

数据通过这一区域进行类型的转换和传输 

设计了一组通用的子程序，以实现类型的转换 

和数据的传输。 

充分利用了原PROLOG 中开 辟 的 变量 环境 

栈。 

城少了不必要的数据结构 和 类型的 生成与复 

制，充分利用了已存在的数据结构。 ． 

由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l大大提高了一体化系 

统的执行效率 

s)图形类谓词的使 用 

GKS中数据类型与PROLOG数 据 凳型间的定 

义的协词。 ， 

为了使熟悉PLoT-lo 脚 0用户方便地使用 

GKD-pROLOG系统，系统中所有的图形类谓词都 

采用源pLOT-10-GK~中的命令，且参数时位置相 

同，只需将参数的类型用规定的方式表示即可。以 

设置图段变换为侧，在使用时应调用；gssgt(st— 

NA，一M)其中，假 设 A=l。M0，1)墨0．1， 

M(1，2)=0．2，M(1，3)=0．3，M0．1)一o．4， 

M(2，2)=o．5，M(2，3)=0．6，则在调用捆应的 

图形类谓词时，只 要 键 Ags~gt(1，((O．1，0．2， 

0．3)，(o 4，0·5，0·6)))，执行的效果相同。 

图形的扩充类谓词的名称、用途、功能 

等详．~~GKD--PROGKS使用说明书》。 

这样由于系统设计成功地解决 了FORT— 

RAN (MORTRAN)环境 与PROLOG环境在 

大范围空间中联编，匹 配j FORTRAN数据 

· 7 ‘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结构与一阶谓词逻辑数据结构之间的互相转 

换以及参数双向传递等一系列关键性技术难 

题，我们也就成功地实现了一个基于PROI=一 

OG体系图形功能完全 达 到GKS标准2b级的 

大型图形系统。这就为图形的知}只化表选， 

建立图形知识库，利用AI技术来作图形处理 

提供了条件和新环境 

三、智能化圈形系统的模型与实 

验工作 

图形的智能化是第五代计算机(智能机) 

的关键技术之一——智能接 口技术的重要组 

成部分，它的实现可 以为第五代诗算机提供 

硬件和软件环境上的支持，推动第五代计算 

机研制工作的发展。以PROLOG语言构成的 

图形系统GKD-PROGKS作 为 工具，对 图形 

系统进行智能化研究的方案是很有意义的， 

成果是具有延拓性的。 

1 系统模型的提出 

本系统在认真地分析了语象特点的基础 

上，提出了以概念为主体的系统模型结构， 

从而较好地解决了逻辑语言PROLOG和图形 

之间的逻辑关系，为自然语言和图形、图象 

的有机结合提出了一种方法。本方法将图形 

作为知识，采用知识管理、知识获取和知识的 

查询及修改等手段和方法，用GKD-PROGKS 

语言为主，PASCAL语言为辅的形式，将图 

形的智能化部 分有机地嵌八 GKD--PROGKS 

系统之中，从而实现了图形智能化韵雏型。 

2 实验系统模型的建立 

由于时间、条件等一些因素的限制，本 

系统在实施过程中，对 图形智能化采取搭主 

要框架结构的方法，实现了其主要的功能模 

型 (框 图见 图4和 图 5)。 

图 5中各主要模块的功能是； 
-  1)图型信息总控模块 将GK PI∞ Ks送八 

的信息进行分析和归类，判别应该采取的步骤和策 

略，转交给相应的模 ，并 负 责 将 处理结果回送 

GKD-PROGKS系统，必便给 用户显 示相应的信 

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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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H  GKD一 

嘲 

癣  睦嚼 
1 

图4 智能图形系统摸型 

2)图形信息知识获取摸块 负责将 GKD-PR一 

00KS系统传输过来的图形信息进行加工处理． 

区分是已存在的概念进是新概念。对于新概念．对 

它处理之后，分解成 念信息和其它一些相关特性 

和相关信息。转交给相对应的处理模辫，进行下一 · 

步分解和处理．然后， 将分析的结果进行消化和理 

解。并存八知识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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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GPR—l智能化图形系统框图 

3)图形信息综合分析t特征析取)模块 负责将 

输入的图形信息分解，从审取出本质的主要特征和 

相关的特征，形成初级的内部知识的形式，为后继 

处理作好准备。 

4)图形信息知识查询模块 将输八的图形概念 

和图的特征信息转换成柑应的特征信息，然后去知 

识摩中进行蹙找和匹配，最后将结果返回招斑的模 

块o 

6)图形概念形成模块 (图形信息知识的定义模 

块) 将新输八的图形知识按其本质特征和相关特 

征进行分解，形成集台的概念存贮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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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图形信息知识消化吸收模块 陪概念和本质 

特征相结台．形成一种特殊的内部记录形式，建立 

相龆的各种索引和存贮结构，并形成相应的规则。 

7)图形信息知识修改模姥 可 对已定X的图 

形概念进行相应的修改和补充，相当于对知识的学 

习，实际上是图形知识获取模城的扩充。 

8)图形信息知 i只显示模块 按用户的要求，将 

图和概念相结合，绐用户提供：一种直观的语象信息 

图。进一步可形成高级的智能化 的 多媒 界信息系 

统。 

目前，我们正在以地图识别、复杂几何 

形体的识别、绘制、处理为背景进行实验。 

我们在实现GKD--PROGKS大型图形系 

统以及智能化图形系统模型方面做的一些实 

验都是初步的探索。不论是在技术上、理论 

上，还是在方法上、目标上都有大量的问题 

有待解决，我们热切希望国内外的专家们对 

我们的工作提 出宝贵意见，也殷切希望与国 

内外的专家密切台作，使图形智能化技术有 

一 个较大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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