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表 1是近几年来所公布的各主要处理器一览 

表呻]，从表中可看出，几乎所有 的处理器都具有并 

行发送多条指令的能力，显然今后的处理器也将包 

旨这一能力。另外·还可看到，提高处理器的性能有 

两条主要途径；一是依靠指令的动态调度和推测式 

执行来获取高性能}二是使用静杰调度并竭力提高 

处理器的速度来获得较高性能。但目前还看不出那 

种途径具有更多的优越性。 

四、指令级并行研究的展望 

从目前的形势看·开发指令级并行性的处理器 

中，由于 、 rW 结构的处理器不具有目标代码的兼 

容性，超标量处理器就占绝对优势。今后，、 1w 结 

构的处理晷如果仍不能解决这一主要问题．也不会 

有多 大起色。最 近几 年 出现 的 TTA0”，DSf ]， 

PEWs[ ，MISC 】，Multiscal~r[3‘ 等结构 ，要么 倪仅 

是一种概念型结构 ，要么缺乏目标代码的兼容性，因 

此也很难在通用处理嚣市场上与超标量处理晷一争 

高1氐，最终的命运只能与 、 IW 相同。 

然而·超标量处理器要想开发出更多的指令缎 

并行性，获取 更高的 IPC(Instructlons Per Cycle)． 

必需解决如下三个主要问题 t及时提供指令，及时提 

供数据·增大程序中的并行性。 

为了及时提供所需的指令 ，一个可能的途径是 

借助编译技术增大基本块，这等价于减少转移指令 ． 

使指令流被中断的机会减少。另一种途径是进一步 

优化转移处理策略·比如说转移预测的准确丰。对超 

标量处理器性能影响最严重的是转移指令，由于 

5 的醍预测宰都会带来较高的性能损失·因此如何 

在允许的条件下提高转移预测丰以厦探索别的处理 

转移指令的方法，将是今后的主要方向[|5 。 

为了厦时提供所需的操作教 ·必需有较好的数 

据预取策略口 和更为有效且命中丰更高的 Cache 

结构和存储系绕。 

增大程序中并行性，最主要的是增大基本块的 

太小。逢径之 一是采用新 的编 译技术如 超块技 

术口 ”等来增大程序的基本块。途径之二是采取如 

多条件码域_． 和条件式执行等更为有效 的转移处 

理策略尽量减少转移指令的数量。最后多条转移指 

令的同时预测也是一个非常有希望的方向。 

除此之外，由于多存储体系的使用，处理器的通 

讯延迟有醢处理晷性能提高而增大的趋势 ，且 IN— 

TERNET 日盏瞢及，使得与外界的交流，通讯越来 

越重要，因此，在提高处理器性能的同时，减少通讯 

延迟将是未来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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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X)=~GG(1，1)十而X--0GG(1，2)一一2 
(X一 1)+ 3X=X+2 

F2(x)=X =-- 3GG(2
，

3)+X两--2GG(2
．4)= ～ 3 

(X一3)十4(X一2)=X+1 

所以 F(X) (X+2)十(X--O)(X--1)(X十1)=X’ 

+2．即完全拟舍． 

四、i矿蹬 

由实例可见·本文的方法对多项式的拟舍是完 

美的t因此对于能用多项式拟台的数值都可以较好 

地完成，而且有算挂简单，易于实现的特点。但仍需 

要考虑以下同嚣t 

· 可能需要依据某种技术从轴上对 D进一步 

处理以确定更精确的函数式I 

。在简单情况下可用比较的方式确定更精确的 

函数式 } 

·24· 

· 在不要求拟台函数的光滑性时，可直接采用 

区间划分所得到的线性分段函数作为目标函数。 

· 在数值有误差的情况下是否可用比较的方式 

砼主更精确的函数式?即谈方法的鲁捧性 。 

· 递推过程的 △i应 采用适当精度，该如何选 

取 ? 

·对奉方法的误差考虑I 

。 它对概率与统计学中的参数估计是否有参考 

坐标? 

参考文献 

：1]惦青云，(数据处理方法 ，冶金工业出版社，1990 

[2]待萃蔽．E计算方法引论 ，高等教育出版{±．1982 

[胡孛噩中．模型发现和智能 策支持系统工具的研究．喑 

工 太I彝士论 文．199i 

[4]Lin．XLnoF~n＆Ung~r，Lyle．|nvcming T 0⋯eti】 

1 s in Inductive Learning of Function Search and 

~~onslructive Methods，Methodologics for Intellingent 

Systems，1989．4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计算机 科学 1997 Vo1．24№．4 

摘 要 

方法 。 

关键词 

具有鲁棒性的知识获取方法  ̈
A Robust Knowledge Acquirement Method 

， ／  

a 
竖 夏 yp 3D／ 

(广西师蓖大学数学与计算机系 桂林 54100,1) 

本文讨论知识获取的数学机理．建立了一种基于区间姐1分的不确定性数据的知识获取 

在科学研究中．归纳是获取知识 

效的最重要方法 ．用以从观察到的现象和数据中找 

出内在的规律。归纳通常基于传绕的统计学的数值 

分析法．然而，绕计学中的拟合意味着求解预定形式 

的函数中的参数 ．必须靠专家凭经验给出井经多次 

试探后选取一个相对较好的函数． 

这种归纳技术对一些低维数或较有规律的数据 

进行处理是行之有效的。但对于一些比较复杂而维 

数较高的数据或显式函数不一定存在的数据，其处 

理能力将大大降低 ．只能较盲目地假定某个特殊函 

数．可见这种技术运用到知识获取中尚不成熟·需经 

过适当的修正和增强。不过．这并不影响绕计技术作 

为归纳方 法的基础 。 

国内也有一些学者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 

李爱中等将一类启发信息和代数方程引人递归过 

程。但正如李爱中等指出的那样．递归归纳方法先天 

带有歧义性和不确定性。若采用回溯拄术进行处理， 

贝憾￡杂度将大大增加 ，甚至出现组合爆炸． 

另一方面。我们手头的资料和数据均由实际观 

察得到．难免具有一定的误差和不确定性．但递归归 

纳方j击要求实验数据很准确 ．而且所发现的 目标函 

数必须能递归定义．这是采用递归拄术的一个致命 

的弱点。对于基数据的函数是特殊的或隐式的。或者 

实验数据台有误差．或者是不确定环境下的数据诸 

情况，堆以籀展递归技术。 

本文建立一种新的知讽获取机制，能确定任意 

一 组拾定数据的目标函数的线性逼近式。该学习模 

型基于区间捌分对裾c数据进行预处理 以确定关键 

点．同时用逐步增次法确定多项式次数．尽可能地减 

·)本文得到翻末自然科学基盘和翻家 863计划的责助 

·34· 

也大大减少，所以具有一定的鲁捧性和自适应性。 

一

、 知识获取模型 

1区同划分 

给定一个复变元集合 V一{ ， t， 一· Ⅲ。) 

和关于这些变元的一组数据 D一{d -_．dI}，其中dj 

一 (yt． u，xJ ，⋯． 曲}．它满足，当 1一 u， l 

—X， ．⋯， Ⅲ。一x 0时 ． 一 。我们的目标就是发 

现一个函数 f．使得 y~ffx，t．⋯，x Ⅲo)尽量拙合上述 

数据集合 D中的整体规律。为简化问题的描述·不 

妨设 mO=1．即 V一{y．X r)，这样可以通过二雏平面 

直观地理解本文中学习模型的实质。 

先将 D在】【，方向上进行捌分，得到 k组数据集 

合 Dt， ’-．·． 。它们满足t 

i)对V( ． )∈n．xJ ∈[ |。 L]．其中 。和 

分别为 n 中 的上确界和下确界，j=l。2．⋯。 

1"1 。这里，TIL为n 中数据个数且 n一2，Ilj} 

n)若 B 与 相邻时 。不妨设 j—i+1．则[x l' 

]n[ ，， j]中仅舍有点xfL= ；} 

试)(y， )在Ex， ，一Xr-]上线性相关，即存在 at．b 

使得 = +b 日．Xr ∈[xJ，， L]。 

为合理地捌分数据集 D．我们采用统计拄术中 

的相关系数 r作为捌分标准。即 

rI=(2 (xJ日一 ，)(．v~--y's'0)／ 
1-】 

(∑( 一】【】c，L) )(∑(yij—yyL) ) 

其中．s为目前所涉及的数据个数，n，L=(2，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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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y 一(2J yij)／s。 

设 R为一个阈值．若 ri≥R时 ．则认为B 中的 

数据是线性相关的。 

2．选取代表点 

经过这样的耄[『舟后．各组数据集内数据基本保 

持线性相关，而端点则为变化较大的转折点，选取它 

们作为代表点可以较好地体现整十数据集的特性。 

即取 X=x 1，x 1，x 2，⋯，x k一1，x 这 k+1十点的 

数据作为代表点，不妨谩 m=k+1，分别命名为 x1， 

x ，⋯。xI．它们的观测值分别命名为 G1(X1)，G1 

(x2)，⋯，G1(x )，得到一个抽样数据集合 u，写威 

如下形式： 

3构造 拟合函数 

不妨设得到的数据集为：U {(gl(x)，x)lx— 

x -x _．．x )，要拟台得到的代数表达式为 Y—F 
● 

(x)，N为要拟台的步数。其拟台方珐如下： 

第一步，考虑数值， 

令 F(x)一Fl(x)+G2(x)(X-X1)(X-- )．其中 

Fl(x)一 (X --XD 
l J十  

(X=-- X~)G1(x2) 

G2(x)技视为余硬一对于已知点有 ： 

cz 一 ，．． 。 

对于数值 G2(x3)，G2(x4)，⋯．G2() )，右 厶 

一 厶 lG2(XD l<e(e≥0为专家给定的较小的数 

值)-或致刊长 m一4≤0则停止计算．且取 F(x)一 

F1(x)-余硬 G2(X)可忽略不计}否则对 G2(X)进一 

步求精，方法是把 G2( j-G2(x．)’．．·，Gg<X乜)看怍 

新的数值列进行拟合。即对如下数值进行处理t 

令 G2(X)一F2(x)+G3(X)(X--X{)O【一xI)，其中 

F2( 薄蒜G2(Xs)+~ 2(X4) 
G3CK)被视为余项．对于已知点有 ； 

ca = 扣  ，．-⋯ 。 

若 厶兰 ，lG3(X L)I< >／0为专家培出的较 

小的数值)，或数列长 m--5≤0则停止计算，且取 F 

CK)=F1(x)+G2(x)(x—X1)(x—X±)，余项 G3 

(x)可忽略不计 ；否则对 G30【)进一步求精 ·即 对如 

下数值进行类似的似合： 

如上散此类推，经过 N(N≤[m，2])攻求精 即可停 

止，最后的 △N视为误差 ，G (x)忽略不计 于是： 

F(X)=FI(X)+G2O【)(X—X1)(X—X2) 

一 F1(x)+[F2(x)+G3(x)(x—X，)(x— 

xI)](x—x1)(x—X2) 

一 F1(x)+∑[R+．(x)(∑(x—x ))] 
l一， i--1 

即为所求的拟合函数．是一个次数不超过 2N+1的 

多项式 

二、算法 

假定舔数据为V一{ ． li一1，2·⋯，m)．设 mO 
一 [m，2]+1。 

1 定义一维数组 X[1-m]，Y[I-m] 

∥用于存放谅数据∥ 

=蛙数组GG[1一m．I m]，F[1 m。1 m]∥用 

FF凸，j]，GG[i，j]亭放FJ( )和 )的值∥ 

2． N—lIx[i]一】【I}Y即一n~GG[i，j]一0}FF 

D，j]一0 i，j一1，2，⋯，m 

3 forj一1tom doGG[1．j]一YD] 

∥赋原始数列韧值∥ 

4 若 2N-I-1≥m则转 7 

5 阡  H  cccw，2N 

_1)+ N } 2N__ 1 GG(N'2N)] ⋯X(2)一X(一)⋯⋯⋯ 
GG(Nq-1，J)一 可 =jiGG ( N二,j) -- FF (N ,=j) 硒 

其中Ij=zN+1，⋯，m． 

6 若 ，lGG(N+1．J)l< 转 7，否则 N— 

N+1，转 5 

7 输出结果 

三、实例 

下面．我们采用上述方接来拟合函数 Y=xl+2 

在 X=0-1．．．·-l0点的 ll组数值，我们取阐值为 1． 

于是这些数值就耄[『出了十个区间[0．1]，[1，2]，⋯， 

[9，10]。其拟合过程和结果如附录一所示(略)。显然 

有 ： 

(下 特 第 24而 ) 

· 35· 

击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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