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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paper·the dynamic technique of software designing and special interface designing is 

discussed In order to design and  build a dynamic interface which is opened completely and cali deal with 

use[’s unknown demands we put forward the event space theory of software designing and the method 

。f analyzing events，where some essential basic concepts such as event base．event base hbrary and  so 

3n are involved Then the method is suggested how the event base bbrary is build and  based on which 

how an opening dynamic interface is designed． 

Keywords Event space，Event base．Event base library Isomorphism 

1．软件设计中的动态技术 

提到软件设计 中的动态技术 ．也许每一十软件设 

计人员都知道一些 ．也有不少的软件声称其界面是全 

动态、全开蚊的 但是，就我们所知 ，目前还没有一个软 

件在其所涉及的领域内在界面和其响应的事件上做到 

完全的开放性和动态性 当前 ̂ f}]普遍认为的界面的 

开放性 ，从严格的意义上讲 只是界面花样的开放性和 

其响应的事件上的一种预定义动态性。霰们可以稚这 

种预定义动卷设计为准动态技术 ， 区别 于完全开放 

的动态技术。准动态技术的 一种典型设计方式是下面 

的动态菜单和动态按钮的设计方式 

首先．界面上必须有一十菜单项或按钮．其功能是 

剖建一十新的菜单项或新的按钮，而新的 菜单顼或新 

的按钮所能执行的操作或能响应的事件都是软件设计 

人员事先臻定义好的 ．如一个动态菜单可 是下面的 

方式 

软件设计^预定义好若干的事件处理过程扣下 ： 

procedure NewCommand1Click(Send：TObject)； 

procedure NewCommandZClick(Send：TOhject'； 

procedure NewCon'~nand 3Click(Send：TObiect)； 

当用 户在 界面上定义 一 十新 的功能“NewCom— 

mandk”时，软件设计人员所编的程序代码便执行下面 

的程序，创建菜单项事件触发器，赋给 TMenultem变 

量如 MI： 

M I： TMenultem Create(FileM enLI)； 

MI．Capt~n：一 ’NewCommandk(或用 户定义的 

菜单名字 )’； 

M I．OnClick：= NewCommandkClick； 

这样一来，用户似乎就看到了自己定义的菜单项， 

并能执行软件中为用户保留的扩展功能。 

对于不同的环境和不同的操作显示不同的界面 ． 
一 般来说也是在软件中便定义好的 只是改变控翩界 

面 七各部件的可视性 ．诸如此类而已． 

但是，对于任何一个应用领域而言 ，软件设计人员 

不可能预定义用户所希望的全部事件．也不可能知道 

用户所希望的全部操作 ．而且这 种便定义的方式 ．也会 

使软件显得过于庞大 ．还会使一 部分用户觉得软件太 

复杂。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在本文中．霰们将啊连事件空 

间理沧的基本思想 ，提 出事件基(Event Base)的氍客， 

讨论事件分析方法和怎样建立软件的界面事伟响应的 

事件基库。在诧们阐述的事件空间理论的指导下，软件 

设计人员只要找出了软件所应用的领域的事件空问中 

的事件基，井丽定义好基 中的事 件的处理过程或处理 

函数．同时建立少量一般事件表达方式的通用抽象处 

理过程或函数 ，便可以使应用软件几乎艟解决应用领 

域中的所有问题 ，而且用户也可 以定义他们所需要的 

菜单和按钮．这些巢单和按钮所处理的事情和所具春 

的功能是软件设计人员想不到的。 

2．事件空间理论 

我们考虑任一应用领域 ．对于该领域中的一十动 

作或一种操作．称为一个事件．该领域中的所有事件之 

集合 ．称为事件空间．对于给定的一个应用范围而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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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空间中的每 一个事件 ，一般说来都可 以分解成其 

更基本的事件。换句话说 ，事件空间中的每一个事件都 

是由更基本的事件组成。例如，设置某段文字的颜色 ， 

可以分解成如下的事件：指定文本中的第 k个字符 ．选 

择当前字符后的 r个字符 ，选择一种颜色，将某种颜色 

指定给选择的字符 因此 ，如果我们谩“设置某殷文 字 

的颜色”为事件 A “指定文本中的第 k十字符”为事件 

B(k)，“选择当前字符后的 r十字符”为事件 C(r)，“选 

择 一种颜色 为事件 D，“将某种颜色指定给选择的字 

符”为事件 E 则 A可以表示成 

A—B(k)+ C(r)+ D+ E 

其中的加法一般是不能交换次序的，我们称这种加法 

为有序加法或非交换加法，所以，事件 A可以表示成 

事件 B(k)、c(r)、D、E的有序和。 

我们还可以定义事件的倍数或数乘．一个数乘 以 
一 个事件 其含义是 ：如果事件 A可以表示成事件 Bl、 

、B】的和，即 

A—B_q-B2fi-B3，其中 Bl—B ；B 一B 

则说事件 A是事件 B的3倍，记为 A一3B。我们称事件 

A是数3乘以事件 B的结果。同理 ，可 以定义数 k乘以 
一 个事件 B，称为事件 B的 k倍，记为 kB 类似地 ，我 

们也可以定义事件的其它运算 。 

我臂]用 n来表示定望了运算 的事件空间。 

事件基 设S是事件空间n中的一十事件集合， 

如果 n中的任何事件都可以用 S中的事件来表示 ．并 

且 S中的任何事件 A．除了可以被它 自己表示 自己以 

外，不能被 S中的其 它事件所表示 ，则称 S为事件空间 

n的一十事件基。在这里我们所说的“表示”不一定是 

线性的．可以是非线性的，也可以是一般的函数美系表 

示 。 

给定一十事件基。我们称事件基中的事件为基本 

事件 ；不在事件 基中的事件称之为非基本事件。显然 ． 

非基本事件都可 匕卫被基本事件所表示 

为 了进一步研 究事件空间．我们先舟绍下面的同 

构性原理 ． 

同构性原理 同构性和同型性，是指各种不同系 

统在结构上的一致性或相似性，这就可以用同一模式、 

原则、规律来描述完全不同的系统 同构性原理为把一 

十领域发现的规律合理地正确地过渡到另一些领域提 

供了依据 。 

按照同构性 原理 。事件空闻一般应该与某一十抽 

象空问同构。如果对一个具体的事件空间．能够我出其 

同构的抽象空 间和同构映射 ，那 么就可 以利用现有的 

数学理论建立事件基 ．并对事件 基中的每一十基本事 

件．在软件中预定义界面响应事件(过程或函数)。我们 

称所有这些对应于事件基中的基本事件的软件界面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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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事件(过程或函数)为软件的事件基库。 

同时根据抽象空间中一般对象由基中对象所表示 

的表达方式 ，预定义抽象表选式的处理事件。这样 - 

来 ．一个全动态全开放界面的基础棱心框架便建立起 

来了。剩下的软件工作是多数程序设计人员都熟的了。 

如果事件空间不能与一个抽象空间同构 ，而可 以 

同构于抽象空间中的一个子集．也可以用抽象空间理 

论来建立事件基库和抽象表达式的处理事件 ，从而建 

立起软件的基础棱心框架 。 

然而 ，对于许多应用领域而言．事件空间可能是很 

复杂的 ～些事件可能还是模糊的．因此在某些情形下 

难 以找到同构映射t这时，也可以直接分析事件空 间， 

试着找出其事件基以及用基本事件来表示任一事件的 

表达方式。 

对于一个给定的具体应用领域，建立其事件空间 

和事件空间到抽象空间的同构映射并不是一件简单的 

事情 对于同构的抽象空间 l找 出它的基和任何一个对 

象关于基的表达方式也有一定的技术难 度，而这正是 

软件设计者和专业人员相互协作需要探讨、研究和努 

力击完成的任务。 

按照事件空间的理论 ．软件设计可 以看成 一个多 

学科专业人员合作的具有反馈信息的系统。圉1是对藐 

们的设计思想的一十简单解释 

5．更好的可靠性与可扩充性 

用同构映射到抽象空间的方法建立的软件事件基 

库和软件的基础核心框架 。有着比传统设计方式更好 

的可靠性和可扩展性．因为抽象空间中的基一般来说 

是完备的 抽象空问中的任一对象用基中的对象来表 

示的表达式也是严格的和精确的，有数学上的严密逻 

辑推理和证明作保证 。因此 ．在这十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事件基库有最少的必需的基本事件 ．它减少了软件设 

计中的代码编写量．使代码的重用性达到了最高的效 

率。同时，软件的基础核心部分也变得简单明了。如果 

该应用领域有了实质性的进展和发展 ．事件空问扩大 ． 

原有的事件基中需要添加新的基本事件才能成为新的 

事件空 间中的事件基 ．那 么扩充应用软件的事件基库 

以适应应用领域的新发展也很简单 。只要对濡加的新 

的基本事件设计软件中相应的响应事件(过程或函数) 

即可 在必要的时候．也可能需要修改处理事件表达方 

式的抽象处理过程或函数 ．或者增加一些对象的处理 

方法。 

在传统设计方式中，由于设计人员不知遭哪些是 

必需的基本事件 ．因此常常对许多看似不相似的事件 

定义不同的代码．而对看起来复杂的事件定义报复杂 

的代码 这一方面大大降低了代码的重用效率 ．另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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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也降低了软件的运行效率和可靠性 。同时 ．使应用软 

件有 由大杂会堆积起来的感觉 ．缺乏逻辑性和层次性 ． 

既不利于调试和维护，也不利于扩充和扩展 当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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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应用于经济评价软件中的模式 

不可能做到在事件应 用上和界面上的全面开放性 ．因 

为总有设计 人员想不到的 ．并 且也不知遭具体事俘的 

表选方式 ，而这些事件可能是某些用 户经常性使用的 

臣 互巫亚 ] 

． 离 
与抽 

象 空 

间 的 

同构 

关系 

直接 分 

析事件 

空间 

基 

与一 

般表 

选式 

事件 

空间 

中 的 

事件 

基 

与一 

股 事 

件表 

达 方 

式 

信息反馈 

图1 

我们在国家 八五”攻关项 目“污水处理 CAD”中 

设计软件的经济评价部分时，采用了这种设计方法 。我 

们按照国家计划委员会和建设部发布的“建设项 目经 

济评价方法与参敷 对经济评价问题作了全面而细致 

的分析，直接定义了若 干基本事件处理过程和函敷，而 

每一个过程 和函数在实质上都是不同的，由于时间比 

较仓促，当时没有定义有关“不确定性分析 ”中的图形 

显示部分内容的相关事件 ．因此不能将分析结果和敷 

据转化为图形 t所以我们定义的事件处理过程和函数 

构成了一十非完备的事件库 。但是，我们定义了 一十抽 

象事件表选式处理核心基类，其中的一般表这式处理 

函数可以处理经济评价中的所有定量评价内容和评价 

方法 。此外我们还定义了一些常用的特殊函数 ．如“内 

部 收益率”函数 IRR、“净现值 函敷 NPV，等 等。同时 

创造了一十“建设项 目经济评价方法”的描述环境和横 

式 ．用户可以根据我们给出的基本事件和描述模式(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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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人员的自然语言相似)来描述 自己的评价内容、方 

法和常用的事件．并可以给它们取名字 以生成菜单项 

或按钮。以后 。当用户点击这些菜单项或按钮时．就出 

现含有用户自定义的评 价内容的基本敷据输入框 ．用 

户输入基本敷据后，选择运行菜单项或接钮 ．便得到用 

户要做的经济项目和特定评价内容的经济评价结果。 

对于较熟悉计算机应用的管理专业人员而言，可 

以说我们设计的软件在一定的时期内完全解决了建设 

项目经济评价同题 。 

结柬语 采用事件空问理论进行软件设计．使软 

件的内部 变得更加清晰 ．层发结构更加分明； 

使代码的重用达到了更高的效事 ．提高了软件的可靠 

性和可扩展性；更容易做到界面的开放性和对用户的 

开放性。但是．这要求更多的更睬翔的专业知识和敷学 

知识。因此，我们希望软件设计者有更广的知识面和更 

深厚的基础理论功底 。同时提倡多学科合作、协同作战 

以解决大型实际应用问题的精神和思想方法 。 

(下 转 摹39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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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利用需求分析成果来直接 生成系统的体系结 构说 

明。 

◇加强对进化的研究 目前 的 ADL有些可以实 

现组件与连接子的进化，但这样的进化能力是有限的 

其一 ．是因为这样的进化大多是通过子类型来实现的。 

其二 ，系统级的进化能力才是最终 目的。系统级的进化 

必然涉及到系统族问题 ，对连方面的研究也将促进领 

域工程的发展 。 

◇支持工具 尽管现有的 ADL都提供了支持工 

具集．但将这些 ADL与工具应用于实际系统开发中 

的成功范例还很有限 支持工具的可用性与有效性较 

差．严重地阻碍了这些 ADL的广泛应用 支持工具须 

在多视图、细化与回溯、跨体系结构层一致性检查等方 

面进一步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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