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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散事件系统部分可诊断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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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针对离散事件系统部分可诊断性问题，提出一种量化评价与分析方法。该方法以树状结构的故障模型为基 

础，引入可诊断度与可诊断深度指标，能够从可诊断故障覆盖程度与精确程度两个方面对系统可诊断性进行评价，其 

优点是评价结果量化表示，能为部分可诊断系统的进一步评价、分析与对比提供参考 此外，还讨论了故障模型对系 

统可诊断度与可诊断深度两个评价指标的影响，并给出了故障模型构造的一般原则。实例分析与讨论结果表明，所提 

出的可诊断度与可诊断深度指标能够准确反映系统在特定故障模型下的部分可诊断状态。所提出的部分可诊断性评 

价方法能为基于离散事件模型的复杂系统设计与评价提供依据，并能够进一步为智能、自适应和 自愈 系统的设计提供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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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quantitative evaluation and analysis method was proposed for partial diagnosable discrete event systems． 

The proposed method is based on the fault model which is depicted as a tree structure in this paper．Two indicators，di— 

agnosable degree and diagnosable depth，were introduced in the method which can evaluate the diagnosahility of systems 

in cover range and precision respectively．The advantage of the method is that the quantitive values of the evaluating re— 

sult can be used to analyze and compare different systems which are all partial diagnosable．Furthermore，the impact of 

different structures of fault model on diagnosable degree and diagnosable depth was discussed and some general princi— 

ples for constructing fault model were given．The results of analysis and discussion on an example show that the diag— 

nosable degree and diagnosable depth indicators can reflect the diagnosable status of the system accurately when the 

system is partial diagnosable．The proposed method is useful for designing and analyzing complex systems based on dis— 

crete event model and can be helpful for designing and analyzing intelligent systems，self-adaptive systems and self-hea- 

ling syst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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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离散事件系统(Discrete Event Systems，DESs)_1 是工程 

技术、经济、军事、社会等领域一种常见的系统描述方法 ，其最 

大优点在于不需要深入系统内部结构。它是描述难以精确建 

模的复杂系统的理想方法。基于离散事件系统模型的系统诊 

断近年来得到越来越多研究人员的关注L2]。 

一 般来说，可诊断性分析是离散事件系统诊断之前的一 

个重要步骤。lVI Sampath等人最早于 1995年提出了离散事 

件系统的可诊断性定义，在系统所有行为均已知的条件下，讨 

论了系统的可诊断性判定与诊断方法l_3]。他们在系统可诊断 

性的讨论中仅仅讨论了系统是否满足所有故障均为可诊断的 

条件，即完全可诊断的情况。 

对于复杂系统而言 ，一般情况下很难满足完全可诊断的 

条件，因此 ，随后的研究人员又分别给出了全局可诊断性、模 

块化可诊断性 以及分散式可诊断性等定义_4．5]，用于区分系 

统在不同情况下的可诊断性判定。大部分实际系统最终设计 

结果均为部分可诊断情况，以上研究均未能给出系统部分可 

诊断情况下的可诊断性量化评价与分析方法。本文针对这一 

问题展开研究，提出一种系统部分可诊断性的量化评价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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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询语句 

图8 查询测试 

3．3 更新性能分析 

为了充分测试 VEMBP编码方案的插入更新性能，利用 

D2作为测试数据集，在 site／people[1-]节点之后分别连续插 

入 1O、20、5O、8O、100个节点，更新时间如图 9所示。Dewey 

编码的更新时间最长，因为为了维持有序 XML文档的节点 

之间的有序关系，该编码需要对插入位置之后的节点以及它 

的后裔节点进行二次编码；OrdPath、DDE虽然不需要进行二 

次编码，但因为它们的查询定位时间长，所以总的更新时间也 

较长；Prime编码不需要进行二次编码 ，但为了维持节点的有 

序关系需要修改关系索引表而进行 SC的计算，所以总的更 

新性能也较低 ；IBSL编码更新性能低于 VEMBP的主要原因 

是因为 IBSL编码长度大于 VEMBP而消耗了更多的查询时 

间；VEMBP方案具有最好的更新性能 ，因为该方案不需要像 

Dewey方案进行二次编码 ，也不像 DDE等方案进行复杂的结 

构关系判断。 

20 5o 8o l伽 

插入节点数 

图 9 插入新节点 

结束语 本文分析了已存在的支持有序 XML文档操作 

的主要编码方案的特性，并指出了它们的优点和缺点，提出了 

VEMBP编码方法。该方法利用向量二元组表示节点的顺序 

关系，采用素数表示节点之间的结构关系，该方法在没有牺牲 

查询性能的前提下，取得了很好的更新性能，并且编码空间也 

得到了有效约束。下一步的工作是在该编码方案的基础上研 

究如何进行 XML关键字检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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