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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This paper presents a detail~l discussion on the concept of the polymorphism and an armlysB on the 

p~ phieall,v typed system using type al~ act／on method． 

一

、 前言 

关于多态性概念的论述最早见于文[5]。 

在文 [4]中，R．Milner具体地提出了多态类 

型原则和 自动类型检查算法 u。80年人们在 

ML语言中实现了多态类型的思想 ，其后相 

继出现了 Miranda，Russell，Poly等具有多态 

类型系统的语言。随着类型在瑶庄盈吐语言 

中的地位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要求语言 

中有一个强有力的类型系统能够提供抽象机 

制以增强语言的表达能力 ，并利于编写出正 

确无误的程序 ，而车奎送型墨统就是能够 
满足上述要求的一种系统。由于在多态语言 

(polymorphjc language)中，值和变量 ．函数的 

参数以及其返回值可有多种类型，其类型可 

放定义成具有适于不同类型参数的操作的多 

态类型 (polymorphic type)。因此，多态性思 

想允许同一实体在不同的环境中具有不同的 

行为解释，因而发挥出不同的功能，具有灵 

活有力的描述表达能力．支持数据抽象，利 

于方便 自然地进行程序设计 多态性的具体 

表现形式多种多佯，而且也不只局限于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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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非定理，这些非定理带 有旧知识库中缺少 

的信息，能使知识库的能力增强。在开放逻 

辑 系统 中，R．重构和 N-重构都依赖于某种 

模型的存在。 

七、自动构模技术 

可满足性 问题在一阶逻辑中是不可判定 

的，在命题逻辑中也是NP．难的，因此 自动构 

模很困难 。对付这种困难有两类办法。一类 

是只考虑特殊的逻辑 ，比如说 ，命题 Horn逻 

辑的可满足性 问韪有线性时间复杂度 的算 

法。 

另一类办法是只考虑有限模型。在域有 

限的情况下，通过穷举 ．总能判定可满足性 

在实际系统中，有限模型的构造通常可看作 

约束满足 (constraint satisfaction)问韪。这需 

要将演绎和搜索技术结合起来 (通常采用回 

溯搜索)[I]_[ ]_[ ]。目前，针对一阶理论的通 

用自动构模程序还不多 ，除了前面提到的日 

本的 MGTP以外，还有澳大利亚的 FINDER 

(Finite Domain Enurfferator)[ 。 

八、结束语 

模型的自动构造具有重要意义，在很多 

场合有着广泛的应用，同时也是个很难的问 

题，在理论上有不少反面的结论。有限模型 

的构造技术 目前还不成熟 ，希望在不久的将 

来能有所突破 ，并推动相关领域的发展。(参 

考文献共 I6篇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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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态类型系统的语言。深刻地剖析种种多态 

性机制，有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把握多态性 

思想的实质 

二 、多态性的分类 

传统的有类型语言 (比如 Pasca1)采用的 

是基于过程和函数的思想，这种语言中的操 

作数只能有一种类型，程序中的每个值和变 

量具有且仅具有一种类型 这样的语言称为 

单态语言 (monomorphie language)。而在所谓 

的多态语言中，某些值和变量可以有多种类 

型 对于某些函数 ，它的操作数可以是多种 

类型的，这样的函数称为多态函数 对于一 

个类型，若它的操作适于多种类型的操作数， 

则称之为多态类型 在文 [3]中，对多态性 

进行了分类，如图 I所示。 

多态性包括一般多态性和特殊多态性。 
一

般多态性甩来系统地刻画语言上相关的一 

组类型口】。一般多态函数能够对无限数量的 

类型(所有类型均具有一给定的公共结构 )进 

行操作。特殊多态性刻画语义上无关联的类 

型间的关系。特殊多态函数只能针对一组有 

限 不同、无关联的类型进行操作。对于一 

般多态性 ．可以确定某些值具有多态类型 ，而 

对特殊多态性 ．则很难确定 从某种意义上 

讲，一个特殊多态函数只是一组单态函数 。从 

实现角度看，一个一般多态函数对不同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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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般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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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多态性分类图 

类型的执行是用同一段代码 ，而一个特殊多 

态函数可能对不同的参数类型执行不同的代 

码 。 

一 般多态性有两种主要形式 ：参数化多 

态性和包含多志性 在参数化多态性 中，一 

个多态函数有一个隐式或显式的类型参数． 

该类型参数确定函数在每次执行时其中操作 

数的类型。这种函数也称为类属 (generic)函 

数[ 。参数化多态指的是当一个函数统一地 

对若干类型参数操作时 ，这些类型表现出某 

些公共的语义特性，而该函数就是用来描述 

该特性的。包含多态性指的是子类型和继承。 

在包含多态性中，一个对象可以被看作属于 

不同的类 ．其闻包含关 系的存在意味着公共 

结构的存在 

特殊多态性也有两种形式 ：重载与隐式 

类型转换。重载 是指用一个名字表示不同 

的语义结掏．如重载函数。在实现重载函数 

时要根据其所处上下文来确定该函数的同名 

实例以具体表示这个函数。从某种意义上讲， 

重载只是一种出于方便的语法上的省略。隐 

式类型转换则是一种语义操作，它被用来将 
一 种类型转化为函数要求的另一种类型，从 

而 防止类型错误 。 

应该说，一般多态性是真正的多态性 ；特 

殊多态性只是表面的多态性 ，因为重载只允 

许某一个符号有多种类型．而它所代表的值 

分别具有不同的、不相兼容的类型。类似地， 

隐式类型转换也不是真正的多态，因为在操 

作开始前，各值必须转换为要求的类型．而 

输出类型也与输入类型无关 。相比之下，子 

类 与继承却是真正的多态。例如 图 2中用 

SIMULA定义的子类 bus的对象可以和父类 

vehicle的对象进行操作。在实现中不需要依 

赖隐式类型转换。参数化多态性也是一种纯 

正的多态 ．同一对象或函数在不 同的类型上 

下文中统一地使用而不需采用隐式类型转 

换 运行时检测或其它各种限制。例如图3中 

给出的用 ADA描述的类属过程SWOP．以它 

为模板可生成针对某一数据类型的实例。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da篱 vehicJc 

b n 

integer licenseno~ 

fca1 weight． 1oad． msxload 

vehicle clas~bus (~．sting) 

integ clr scatiog{ 

b噼的其它说明 

be n 

bus的语句 
end 

f ( h le) pl‘ 

eel (b世1 p2I 

pl±一 vehicle‘ 

： 一ROW b世 { 

p1．1oad± = l000l 

- load} 一 ．rood十 1000I 

图 2子类与父类举例 

generic 

type ITEM  private 

prooedure SW OP (x． Y：in out ITEM)} 

prooedure SW OP (x． Y：in out ITEM) T|n 

b n 

Tj 一 ； 

x： 一 YI 

Y， 一 T { 

end SW OP 

dech 

]Jackage SW AP ncw SWOP (INTEGER’ 

n 12 1 INTEGER{ 

be n 

● ●● ● 

SW AP (I1．12)‘ 

end{ 

图 3 类属过程举例 

以上讨论的各种多态性在不同语言中均 

有所表现 ．ML[ 具有典型的参数化多态性 ， 

而 ADA_g 中的类属概 念则是参数化多态性 

的特殊形式。SIMULA的类概念是包含多态 

性 的体现[ 。ALGOL68则是具有隐式类型转 

换模式 ]。 

三、多 性与类型抽象 

分类 是 人们认 识 客观 世 界 的 一种 模 

式口]．类型概念就反映了这种模式。从这种意 

义上讲，类型划分是一种抽象机制。抽象是 

对系统或一组对象的简化描述，它突出该组 

对象的一些共性的、能反映本质的特性．而 

对其它的一些非共同且次要的细节暂时不予 

考虑。类型抽象把变量的共同属性 (值与 

操作)聚集到一个显式或隐式的说明中，用 

类型名来指称这些共同性质 ，并且保护内部 

表示，约束对象与对象之闻的作用方式。这 

样做既有利于表示，又有利于维护程序的正 

确性，同时也提高了程序的可靠性与可读性。 

这种抽象机制的抽象范围越广，层次越 

高．相应语言在表达能力，可靠性等方面获 

得的益处就越大，固为一个类型的性质在很 

大程度上 决定了该类型变量的行为与使用。 

传统的单态语言局限于割裂式 ”的、孤立的 

类型划分，而且对类型闻的相互关系、相互 

作用方式缺乏足够的表达能力。这造成了单 

态语言的局限性。一个单态类型系统将其对 

象约束成只具有一种行为，不允许各种值和 

语法上用来表达该值的符号在不同的上下文 

中表现出不同的行为。这些特性极大地降低 

了语言的表达能力。从这个角度看 ，多态类 

型系统是一个大大的进步。由于 Scott卓越的 

工作 ”，类型本身可以象其它类型的值一样 

直接参与运算和处理，这样就利于我们站在 

更高层次上对类型的共性加 抽象。比如，包 

含多态性概括了类型的层次关系。类型化多 

态性有利于我们把握算法的本质特性。下面 

图 4是 用 ML语言定 义的表 连接 函数 ap- 

pend[ 
。 ML多态系统根据定义式可得出 ap- 

pend的类型表达式为： 

8 list * 8]ist) —， a list 

这里ra]ist为多态类型。这样定义就抓住了不 

同类型对象构成的表的连接操作的共性。可 

见多态类型更关心数据 对象 的高层结构特 

征 

append定义式 ： 
— — fun append (nl1．L) =L 

lappend (hd；}n．L) =hd：：append (tt-L) 

类型表达式 ： 
) val append= fun a t * a t一  a U 

圉 4 append函翦定义 

四 、小结 

多态类型语言表达能力强，支持程序正 

． 2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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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分布式系统负载分布研究 

袁道华 编译 

摘要 负载分布算法通过巧妙地重新分布系统中的工作负载，能够显著地提高分布式系统的性 

能。本文概述各种具有代最性的墨塾坌塑墨鼙并比较了它1仃的性能。 

低廉 的微处理机以及通信技术的提高极 

大地推动了分布式系统的发展 ，这些系统的 

主要优点是高性能比、高可用性和可扩展性。 

然而 ，为了实现这些好处，系统设计人员还 

必须解决分布式系统中处理容量 的分配 问 

题 ，以达到最充分地发挥其优越性。 

本文集中讨论了如何将系统负载巧妙且 

透明地在系统 各节点中进行重新分布，以使 

整个系统的性能达到最佳。我们首先讨论通 

用系统中负载分布的几个关键问题，然后概 

述各种典型的负载分布算法 ，比较了它们的 

性能，并给出了哪一种算法可能有助于实现 

负载分布的大多数效益 。 

一

、 负载分布中的若干问题 

我们首先讨论关于理解负载分布复杂性 

的几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文 中，可以互换地 

使用术语：计算机 ，处理器 ，机器，工作站 

和节点。 

1．负载分布 

允布式系统是由局部通信网络连接的一 

组 自治计算机的集合，用户在其主计算机上 

提交处理任务。随机到达的任务可能引起某 

些计算机负载过重，而另一些计算机垃轻甚 

至空闲。负载分布通过把任务从负载垃重、服 

务贫乏的计算机转移到负载较轻的计算机， 

以使得任务能够利用那儿的计算能力。 

设计动态负载分布算法的一个关键问题 

是标识一个合适的负载索引 (Lmd Index)，它 

包含CPU队列长度，某个时期平均的CPU队 

确性 、可靠性 、可维护性。对多态性问题 的 

深入研究是程序语言设计中值得重视的一个 

方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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