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电赫机 的硬件软件 网络和动向

张 义 纲

电子计标的技术发坦得非常快
，
据说半衰期是 七年

，
即每隔七年这一学科的知识增加一

倍
。

由此而来
，
电标机的价格�性能指标迅速下降

，

例如处理机的价格�每秒循环次数十年来

下降���倍左右
，
图象显示终端机的价格�性能指标五年来下降了五倍以上

。

从而
，
电赫技术

的应用很快地普及到各个领域
，

并且是越来越快地
、

越来越深刻地形响着各个领域
。

为了适应这一形势
，

要求我们科技人员或多或少地了解有关这方百的知识
。

近来作者查

阅了一些国内外文献和样本
，

仅仅掌握了一点点���
，
只是鉴于国内有关一些新怜况的普及

性文章还不多
，

谨在此地将学习怜况作一汇报
，
恳诗各方百批评指正

。

�一�电赫机系统

电赫机业己发迎成为电标机系统
，

拥有众多的外围设备
。
现代微型电标机系统由下列六

个卫分组成
�

微处理机
、

作为主存贮的随机存取存贮田
，

作为辅助存贮的只读存贮田
、

磁百

存贮田
、

接日
、

轨入软出设备
。

�
�

微处理机

微处理机是微型电赫机的中央处理单元 �����
，

电称机各个卫分之间的同步和控制
，

指令的寄存和译码
，
赫术和逻辑的运标

，
软入轨出的操纵都是由它去执行的

。

微处理机一般

是一片
、

二片或一组金居氧化物半导体 ����� 蕊片
，
上百是大规模集成电路

。

寄存田
、

译

码田
、

计数田
、

累加田
、

称术和逻辑运赫单元
，

定时和控制单元等电路都集成在一起
。

一九

七六年的水平是每块蕊片上有 ��
，
���个电路

，
标准价格是��一���美元

。

如果电称机的字长

是��位
，
采用的蕊片是 �位

，
则要求把 �块蕊片并联在一起

。

�
�

随机存取存贮田

电赫机的主存贮田在六十年代以磁心居多
，
至七十年代则转而以大规模集成电路居多

。

与微处理机联用的存贮田一般是���存贮田
，

在一块��一��平方毫米的蕊片上的存贮容异一

般是 ��或��� ���为����个位�
，
最近 已研制成功每片���的制造工艺

。

���存贮田分为

二种类型
，
即随机存取存贮田 �����和只读存贮田 �����

。

随机存取存贮 田 允许任何

一个二进制数据迅速地写入或读出
，

读写周期为���一���毫微秒
，
一般作为主存贮田用

，
也

有用在外围设备
�

�的
，
高速���也作为缓冲田

、

寄存田和高速暂存田等用
。

仗息以电的形式

存储在���中
，
因此一月切掉电沉

，

仗息也就不再保存了
，

这叫做仪息的汤失性
。

近年来正

在研制非汤失性���
。

� ‘� �



�
�

只读存贮川

对于只读存贮田 �����来说
，

其中的仗息是在掩模设计时就固定下来的
，

使用时不能

改变
，
即只能读

，
不能写

，
取数时间为�

�

�一 �微秒
。
���一般用来存贮微处理国所要执行 的

程序或微指令
，

存贮阴极射线管 �����显示田的字符和图案
。
已经写入 了 一 定 程 序 的

���称为司编程序只读存贮田 ������
，

其中需要改写程序时可用紫外光或�光技去厉程

序的称为可坟写只读存贮田��������
，
而可用电脉冲消去厉程序和重新编程序的称为 电子

改写只读存贮田 �������或称为主读存贮田 �����
。

电子改写只读存贮田与随机 存取

存贮田的区别在于速度比较忻
，
取数时间为 �一 �微秒

，
改程序的时间为�

�

�一 �秒
。

近年来正在大力研制���存贮田 中的新品种
‘

—电荷祸合田 �����
，

取数时间为�� 微

秒一 �毫秒
，

据认为有希望取代一些磁百存贮田而作为大容异存贮田用
，
因为它的集成度有

可能做得很高
，

便于降低价格
，
而速度则快于后者

。

�
。

磁百存贮田

磁百存贮田可分为按序存取和血接存取二类
。

按序存取主要是磁带
，
以前需要大容异的

辅助存贮时一般都用磁带
，
因为它每英寸可存贮���或����字节

，
一条磁带长 的 可 达����一

����米
，
总存贮异达����以上 ��� � ������

。

尽管带速每秒可达 。 �

��一��米
，
可想在这样

长的磁带上要任忌地找到所需的仪息是不怎么方便的
。

近来已趋向于使用不到 ��� 米的卦磁

带
。

直接存取的有磁鼓
、

磁盘
、

磁条
、

磁卡等
。

磁鼓的存取速度最快
，

但因经济上的况因
，

目前使用不太多
。

磁条和磁卡的存取速度忻
，

在 ���毫秒左右
，
在一些高级袖珍计标田 中配

备有数张磁卡
，
一张磁卡可存贮 ��� 多条程序步骤

。

磁盘的存取速度则为中等
，
约��一��毫

秒
。

现在磁盘发旦得很快
，
一台磁盘机可用一只控制田控制 �一�� 片磁盘

，

每片��英寸直径

磁盘正反二百存贮���
，
总存贮异可达��一�����字节

，
每秒吞吐异可达 ��字符以上

，

加之

数据存贮的格式比较灵活
，
因此有越来越多地采用磁盘的趋势

。

此外在一些微型电赫机中有

时使用软盘来存贮程序
，

软盘是�
�

���英寸薄
、
�

�

�英寸直径的塑料磁盘
，
价格比较便宜

。

�
�

接 口

微处理机有它自己的时标和内在特性
，
而外围设备

，
诸如轨入�轨出设备等也有 它 们 自

己的时标和特性
，

要把它们连接在一起同步操作必须通过接口
，
所以接口是一项不可或缺的

卫件
。

它们一般也是金氧半导体的集成电路
，

上百有控制时间间隔的门锁电路和编码或译码

电路
。

为了连接不同的设备
，
需要不同的接 口

。

口

��� 串行接 口
。

仪息是一位挨一位地传递的
。

���双向接 口
。

或称为通用接 口
，

仪息是按 �位或��位等并行传递的
。

���二—十进制接口
。

用来连接一些廉价的二—十进制设备
，
仗息按 �位并行传

递
。

���总线接 口
。
�详后�

���通讯接 口
。
�详后�

���特定接口
。

如连接时钟和定时田的接口



如欲与分析仪田连接
，
可在电赫机一端设一串行接口

，

在分析仪国一端设一 ������或

��������接口
。

后二者已标准化
，
对各种分析仪田都适用

。

与磁盘机
、

磁带机
、

打印机
、

终端机等外围设备的连接
，
或电标机与电标机之间的连接

大多用双向接 口
，
连接双方各设一只

。

如果这些设备都是通过总线 �如 ����实验室总线
，

详后�连接的
，
则每台设备都要有总线接 口

。

关于接 口
，
后百还要叙述

�软入�轨出设备
。

拟在下百分二大�了份详细叙述
。

�二�基本的软入�软出设备

摘口户�，

软入�轨出设备通常有
�

�
。

键盘

键盘包括打字机键盘
，
电传打字机键盘

、

打印终端机键盘等
，

上百有数字
、

字母
、

字符

等各种键
。

轨入速度视操作员而定
，
一般每分钟可软入�� 。一���字符

。

�
。

显示田

显示田由阴极射线管 �����显示田和存贮字符图形的 ��� 等组成
。

荧光屏上一般每

次可显示一至二千个字符
，
在键盘上按下去的键符是否正确

，
可通过观文显示田来检查和备

改
，
才软入电标机

，
或观文电赫机轨出的数据是否符合需要

，

再决定是否再次运赫
、

检索或

打印下来
。

因此它比之打字终端机出错的次数少
，
软入速度快

，
用起来更方便

。

�
�

纸带读数�穿孔机

它的读数速度为每秒���一����个字符
，

穿孔速度为��一���个字符
，

是比较
�

历的
。

由于

价格比较便宜
，

早先的电标机大多采用这种设备来轨入数据
，
目前国内也仍是如此

，
但现代

的电赫机一般避免采用它
。

据说很少有人卖正坐下来把数据穿在纸带上的
，
虽然有这样的穿

孔机
，
通常却只作为软出设备来使用 �主要在远距离传送数据时�

，

有时则通过它把纸带数

据转换至磁带上
，
然后轨入到电廊机中去

，
说来说去就是因为它忻

，
出了错备改起 来 不 方

便
。

�
。

卡片读数�穿孔机

它是现今用得最多的轨入设备
。

卡片通常是暗英寸长
、

呛 英 寸宽
、

上 下 共 �� 行
，

左

右共��列
，
一张卡片上可穿孔��个字符

。

少数是尺寸比较小的��列卡片
。

卡片机的读数速度

为每分钟���一����张卡片
，
穿孔速度为每分钟���一���张卡片比纸带机快

。

更重要的优点是

当需要备改程序或数据时
，
只需抽出待改的卡片

，
插入改好的卡片即可

。

�
�

光学标记读数田 �����

它可以识别以某种格式用铅笔书写的数字
、

字符和标记
，

并穿孔在卡片或纸带上
，
或写

在磁带上
，
然后送往电筛机

。

它也可通过��一����或 �������� 接 口把来自分析仪田的谱



图
，
转换为数字穿孔在卡片或纸带上

。

�
�

打印机

打印机分打击式和非打击式 �如静电式
、

热忑式等�两类
，
前者的打印速度为 每 分 钟

���一����行
，
后者高的可达每分钟 ����行

。

打印机又按打印的宽度分为 �
、
��

、

��
、

��
、

���列等规格
。

优秀的打印机可打印一亿个字符而不损坏
。

近年来又出现 ���页式打印机
，

企个荧光屏作为一页以��秒钟的速度打印下来
。

它也可通过前述接口连接在分析仪田后百
，

把数据打印下来
。

�
�

磁盘机和磁带机 �如前所述�

�三�图象软入�软出设备

显微拼下的岩石薄片
、

古生物
、

遥忑照片
、

地质图件等都屠于图象的范畴
。

每个图象可

以看作是由许多称之为像素的微小的点所组成
，
一个像素就是一个数据

，
因此图象的仪息异

是很大的
。

下百列举一些有关的设备
。

�
�

图象终端机

它由阴极射线管 �����
、

键盘
、

光笔
、

存贮田等组成 �参见图 ��它 的优点是允许人

与电赫机进行对话
，
操作人员可通过光笔在荧光屏上画出

、

移动和消去线条
，
或圈出所要计

标的区域和百积等等
。

图象尚可随时放大或缩小
。

萤光屏一般为���一����行
，

母
一

�了有���一

����个象索
，

为此终端机大多配备了一定容势的 存 贮田
，
例 如 ���乃 至 ���理�的���或

����和���等
。

近年来出现了比较便宜的图象存贮管来代替���
，
在这种场合下人机联系

无法用光笔而要用图形轨入板
。

电电 称 机机机机机机机机机机

上上上上上
牺牺牺牺牺牺牺 盘盘

��� � � � � � ���

图 � 图象终端机

示忌图
。

图象终端机又分为黑白和采色的
。

黑白的一般除了能显示图象外也能显示字符
。

有的采

色图象终端机可具有��种颜色
，

每次可选择其中任河的 �种颜色显示在萤光屏上
。

�
�

三维图象终端机

现代的图象终端机所显示的图象大多可以竹三二维 �横向和纵向�的移动或转功
。

少数图

�

��
�



象终端机则配备了允许图象作 三维转动的硬件和软件
，

图象转动的速度是每秒�
。

一�
“ ，
相应

地每秒要变功���一����根线杀
，
即每秒有��一���万个象索的坐标发生变动

，

要求电标机进

行相应的处理
，

在这同时要求配备容异更大的存贮田
。

据认为这种设备对于研究构造地质
，

模拟古生态等领域很有用处
。

�
�

�一 �数字转换田和�一 �绘图田

数字化转换田是通过手持一只优标来跟踪所要计荪的曲线而将曲线上每一个点的�坐标

和�坐标以数字形式送往电标机
。
� 一�绘 图 田则将来自电标机的数据自动地用墨水绘在纸

上
，
有的可用四支笔四种颜色绘图

。

这二种机田小的像记录田那样大小 �绘图田的精度比记

录田高�
，

大的则可绘制�
�

�又 �米的图件
。

�
�

扫描山和描图田

它们与数字化转换田和绘图甲不同之处在于以光电方式扫描图象
。

扫描田按照图象的光

密度把光线转换为数字化的电讯号送往电标机
。

光密度的划分可有��
、
��

、
���

、
���，

���等

级别
，
因此扫描田的另一个名称是密度分隔田

。

采色扫描田是按照采色合成的反理把采色图

象每一点的仪息转换为三种颜色要素的数据送往电称机
。

扫描田的取样间距为�一���微米
，

视图件需要的精度而定
，
以�

� �
，
���

，
���的遥忑照片为例

，

如果要求绘制�
�
���

，
���的 地 质

图
，

则要求每��微米读一个数
。

描图田是将来自电赫田的数据通过电子束的扫描而成像在胶

卷上
，
按照放置胶卷的形式而分为卷筒式和平铺式二类

。

描图田的工作料度一般接近于或略

低于扫描田
。

描图田也分黑白的和采色的
。

�
�

电称软出缩微胶卷机 �����

迄今为止
，
电标机的大号软出主要是靠打印机

。

打印机不足之处是
�� ，
速度忻

，
跟不上电

赫机的运赫速度 ， �
，
要消耗大易的打印纸 � 。 ，

打印纸的保存
、

复制
、

传递和检索都不怎么

方便
。
���技术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于����年出现的

。

缩微胶卷所记录的仪息密度比之打字

纸高����倍
，
即使 比之磁带也高��一���倍

。
��� 的软出速度比之高速打印机快��倍

，
而且

可以复制无数份
，
打印机则一次最多只能打 �份

。

每张缩微胶卷都可以由机田 自动编号
，
便

于高速度地 自动检索
。

胶卷的储存空间小
，
可以大大降低保管和邮递费用

。
���的工作 况理

、

基本上与描图田相同
，
只是用的不是大尺寸胶卷

，

而是��一���米长的��毫米 到���毫 米 胶

卷
。

然而
，
���的设备还比较贵

，
据估计要求每 日软出的文件或图件达一 千 多 页 �每页��

行
，
每行���个字符�才在经济上合赫

。

�
�

光学字符读数� �����

光学字符读数田分为四类
�� ，
卡片读数穿孔用 � �

，
便条读数用 � � ，

文件读数用 �每秒��

页 � � �英寸文件� � �
，

页式读数用 �可读更大尺寸的文件�
。
��� 曾是数据处理系统多

年来所追求的理想
，
因为它可 自动识别和处理以印刷体或特定的书写体写成的文件

、

单据
、

支票或各种图形
，

处理速度又特别快
，

作为软入设备具有明显的优点
，
因此正在努力改进设

计降低其成本
。

当前则要求每天处理一万多页文件才在经济上合称
，

仅适用于高度集中的管

理机构或数据中心
。



�四�软 件

电赫机及其外围设备的控制 单元 �现在大多由微处理机组成�是按照由一系列的指令所

组成的程序来工作的
。

没有指令
，

机田就不知怎样工作
。

这一系列的指令就构 成 所 谓
“
软

件
” ，

是相对于执行指令的硬件而言的
。

软件是写在纸带
、

磁带
、

磁盘上的
，

但越来越多地

是写在只读存贮田 中
，

要更换程序时换一片���集成电路芯片即可
。

这种��� 连同写在它

上百的软件叫做固件
。

发尺软件实质上是为了顶替硬件
。

例如一项任务本来要任�两个硬件来完成
，
可以用一条

指令在一个硬件
�

卜执行两次来顶替
。

一旦硬件具备基本的逻辑功能后
，

任何一个荪术式逻辑

运赫都可以通过一个指令程序来完成
。

据认为一个长为���个字符写在 ���上百的程序可 以

顶替���一���个门电路
。

当前的趋向是设法用廉价的可编程序的微处理机系统来顶替高价的

随机逻辑硬件系统�当然这并不忌味着硬件与软件之间可以直接代换�
。

据认为在计赫领域中

要取得真正有效的惊人进已
，

大概主要要看软件工程的进尽有多快
。

现今国外从事发旦软件

的工作人员是硬件的八倍
，

软件发已的成本占全个计赫机系统成本的���一���
。

软件具有不同的级别
�
���系统执行软件

，

用来完企地执行某一项任务
，

如红外谱图

的处理
、

数据库管理
、

分时执行等等 � ���程序
，

用来完成一个特定的运赫或操作
，

诸如

解微积分 � ���子程序
，
用来完成一个特定的计廊或赫法

，
诸如开立方 � ���微程序

，

是一些基本的常用的程序
，

用户可以用一条微程序来代替一连串很长的微指令
。

自从微程序

可以写在���上百之后
，

微程序己广泛地应用 了中央处理机
、

磁盘磁带控制田
、

图 象 终 端

机和各种微处理机之中
，
大大地提高了工作效率

。

上百说过软件是一系列的指令
。

每台电赫机都只服从自己的一企套指令
，
机�习指令的集

合叫做机田语言
。

用机�月语言来编写程序是一项很烦琐
、

容汤出错的工作
，
为了使人们更直

观地
、

汤于记忆地向机田发 出指令
，

陆续地发压 了一系列程序设计语言
，

使之 日益接近于人

类的自然语言
，
即越来越向高级语言发尺

，
尽竹高级语言比之低级语言的代码效率 要 低 得

多
。

用这些语言编写的程序 �称为沉程序�
一

叮以经过编译程序的翻译而成为一系列机田指令

�称为目标程序� �参见图 ��

在转向叙述语言之前
，

先介绍一 下有关的软件名称
。

���汇编程序
。

它的作用是将��� �加�
、
��� �减�

·

等符号指令转换为机 田 指令

�即�和
。
的组合�

。

���编译程序
。

它的作用是将百向过程或百 向 问 题 的 指 令
，

如���� ����一

���� �读出卡片文件�
，

转换为机田指令
。

���解释程序
。

在使用交互型语言时
，

发挥它的作用
‘

�详后�
。

���编辑程序
。

它的作用是允许用户在需要改变沉程序的结构时不必重新轨入或重新

写入程序
，

编辑程序可以代为加上或消去一个或一行符号
。

对于电子探针来说
，
必须配备这

种程序
，
以便任忌地读出任何两点之间的数据

。

���调试程序
。

它的作用是在用户调试其所编写的程序并发现错误时
，

允许用户作出

相应的校正并让程序继续执行下去
。



源源程序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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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汇 编语言言
卡卡片该故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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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二 阶段

图 � 汇编语言经过编译程序翻译为机田语言的过程
。

现在叙述程序设计语言
。

通用语言有近百种
，

分为三大类
�

���百向机田的语言

它是机田语言以及其他一些只适用于某一特定机田的语言的统称
，
如各个厂商各种机田

的汇编语言
。

通过一条指令可以获得许多机田指令的则称为宏指令汇编语言
。
目前编写编译

程序和管理程序等软件主要还是使用这一类语言
。

���百向过程的语言

它们是一些应用百很广的高级语言
。

其中用得最普遍并已成为标准语言的有两种
，
即数

位计赫语言�������以及商用和行政管理语言�����
。

其他还有诸如�������
、
�����

�����等语言
。

它们不仅要求告诉机田做什么题目
，
还要告诉机田如何做这个题目

。

���百向问题的语言

它们是一些只适宜于处理专门问题的高级语言
，
只要求告诉机田做什么就够了

，
诸如编

写报告语言���等
。

专用语言则有三百多种
，
是一些只适用于特殊用途的语言

，
例如地震勘探语言

，
数控机

床语言���等
。

其中有许多是在上述通用语言的基础上改编的
。

例如某些红外分光光度计的

用户语言是以�������为兰本的
�某些扫描电饼所附的�光能谱仪的编辑语言是以�����

为兰本的� 电标机分时系统的语言大多以多用户�����语言为兰本 � 图形处理语言 则 多 以

�������和�����二者为兰本
。

综上所述
，
为了完成某一课题的计称

，
往往要求用户掌握多种语言

。

对于一台电称机来

，
��

甲



说
，

往往要求配备多种软件
，

软件越多
，
应川百才能越广

，
电廊机才能充分发挥其效用

。

另一

方面
，
软件的多少与主存贮容异密切有关

，
一定的软件要求一定容异的主存贮田才能执行

。

�五�常用的程序设计语言

下百是几种常用的通用语言
，

其
‘
�
，
对于科技人员来说

，’

最常用的是�������和�八���
。

�
�

�������语言

它是公式翻译程序语言的英文缩写
。

据国外统计
，

做数位计赫的科技人员 有��� 使 用

�������语言
。

在国内
，
也正在逐步流行起来

。

它出现于����年
，
经过后来的发旦

，
又出

现不同级别的 �������
，
它们之间不能简单地相互替换程序

。

现今使用的以基本 �����

八�
，
������� 亚

、
�������互居多

，

特别是��������
。

虽说�������是与机 田

无关的语言
，

然而在各厂商的机田之间
，

所用的�������还是略微有一点点差别的
。

�������是一个成熟的程序设计语言
，
它的标准程序库十分丰尖

，

对于许多科技课题

来说都有标准程序可供调用
。

近来又出现配备了许多微程序 的 子 程 序
，

形 成 所 谓 快 速

�������处理程序
，
运标速度提高了�一��倍

。
�������是一种分块结构的语言

，
编 写

一个程序像搭积木那样
，

要用哪一块积木就用哪一块
，
务改程序时只须改写有关的主程序块

或子程序块 �参见图 ��
，
比较灵活方便

。

�
�

�������语言

它是标
「

法语言��的英文缩写
，

是国产电标机最普遍采用的赫法语言
，
在欧洲也有较多的

机田采用
。

它是嵌套结构的语言
，

它的程序是分成一层一层的
，

大程序套分程序
，
分程序又

套更小的分程序
，
如此等等

，
比较严谨 �参见�习��

。

�
�

��一�语言

它是一种
“
无所不包

”
的大型通用语言

，

在设计中企图兼收并蓄�������
、
�����

��
、

�����等各种语言的功能
，
在它的结构中既有方块结构又有嵌套结构 �参见图��

。

它

能应付各种类型课题的需要
，

最适宜于配备在计辱中心
。

同时也由于它的
“
大

” ，
它的包罗

万象
，

不太宜于配备在微型电标机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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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语言

它是
“
初学者通用符号指令码

”
的英文缩写

，
是一种小型通用语言

，
简单乏学并共有人

机对话的功能 �所谓
“
交互型

”
语言�

。

假设一个初学者对
一

�����语 言不熟悉
，

拿着 自己编

的程序上机
，
机田会通过人机对话

，

逐步发现程序中的各项语法错误并告诉操作人员
�

�

一备

改之
，
即边解释边执行边指出错误边参改程序

，
血至最后编出正确的程序并计赫 出最后的结

果
。

因此这种语言不能象前述语言那样
，

通过编译程序血接转换为机田指令
，

而是通过解释

程序先转换为一种中间程序
，

作出解释
，

然后再转换为机田指令
。

�
�

�����语言

它是公式计标语言的英文缩写
。

它明确直观
，
便于记忆

，

也允许人机对话
，
用户在很外

时间内即可对这种语言运用 自如
。

然而它的处理百较窄
，

适合于小题 ��计赫和配备在微型或

更小的台式电赫机
�

�二
。

�
�

���语言

这种语言的特色是极方便于陈列运称
。

所谓陈列或数组就是向异
、

矩陈
、

立体矩陈等
。

简单的如有许多岩样做气相色谱分析
，

则这些数据按色谱峰值和岩样编号就可排成一个二维

矩陈
。

如果这些色谱峰又进一步作了质谱分析求出分子式
，

则元素成份的数据就可按岩样编

号
、

色谱峰
、

质谱峰排成一个三维矩陈
。

在数学地质 卜会经常迁到这种矩陈
。
���也屠于具

有人机对话功能的交互型语言
。

�
�

�����语言

它是一种最最流行的通用数据处理语言
，

所处理的对象具有数据繁多而运赫简 单 的 特

点
。

这种语言具有可分判性
，
即一个程序可 以分给几位编制程序的人员去编制

，

特别适合于

行政管理工作
。
�����是百向商业的通用语言的英文缩写

。

�六�分时系统和数据库系统

分时系统是指一台电赫机可供数个
、

数十个
、

数
一

百个用户同时使用
，
电赫机轮流地把时

间 �����秒一�����秒�分配给各个用户
。

由于机田运荪速度很快
，
用户一点也觉文不到还有

别的用户在使用同一台机田
，

好象他独自使用机田一样
，
这是因为软入�软出设备的工 作 速

度比之机田运标速度仿得多
。

对于一般的分析仪田来说
，
历时十分钟至数十分钟才描出一张

谱图
，
转换成千把个数据就够了

，
轨出速度相当忻

，
分时系统可以应答自如

。

分时系统又称为实时操作系统
，
要求配备相应的软件和硬件

，
如分时执行语言 �一般是

多用户�����或多用户������
、

扩迈田 �扩充软入�软出仪迥�等
。

用户很多时
，
可以 在

每个软入�轨出仪迢上配备分时执行终端机 �或称为实时应用终端机�
，

每个终端机又 可 以

拖带数个至十多个软入�轨出设备
。

终端机与电标机的距离允许远达 �一 �公里
。

在分时执行过程中
，

往往要求电赫机中断正在执行的程序
，
而去接受另一用户的新的程

序
。

电筛机的这种自动中断能力分为简单中断
、

向异中断和优先中断三类
。

向异中断是指可



以对哪一个用户要求服务作出反应
。

优先中断是指能对所有用户中哪一个用户最优先服务
，

哪一个用户其次
，
哪一些用户可稍仃片刻后再服务自动地作出反应

，

优先中断的级别可有 �

级
、

��级
、

��级等等
。

事实上
，
用户通常志觉不到这种中断

，

因为电赫机本身或分时终端机

都配备了一定存贮容聂的缓冲田
，
可把暂时中断运赫的程序或数据存贮起来

。

在分时系统中数据的传递和管理是按照一定规约进行的
。

最大的几家公司
，

如国际商用

机田公司 �����和数据设备公司 �����发已了一全套自己的数据通讯连接规约
，

然而大

多数公司都不买备这种能力
。

好在美国电气电子工程师学会 ������于 ����年制订了一项

简化的数据通讯连接规约
，
称谓�������号实验室总线标准

，
不少厂商按照这一标准规约制

造了可以连接到这一总线上去的有关设备
，
提供了不少方便

。

����实验室总线由��根线组成
，

其中�根线作传递数据用
，
并行地传递 �位数字

，

采用

的是美国仗息交换标准代码 ������� 或扩充的二—十进制交换代码 �������� � 另 外

�根线作控制用
，

控制仗息的传递
，

另外 �根线作管理各个接口用
。

规约规定总线总长度不

得超过��米
，
在一根总线上的设备最多不超过��个

，

其中一个设备担负管理总线的任务 �一

般是电标机或分时终端机�
，

在某一瞬时只能有一个设备在总线上讲话
，

其余的设备则只能

听
。

键盘是只能讲话的设备
，

打印机是只能听的设备
，

有些设备则既能讲话又能听
，
还有的

还可以起控制作用
。

数据库系统通常是指存贮
、

企理
、

检索和管理仪息的系统
。

电赫机必需具有一定的主存

贮容务 �����以上�和较大的辅助存贮容异才能配备这种系统
。

这种系统能根据数据库 语

言 �如 �����
、
�����

、

�����
、
���等�的指令把主存贮容另划分为若干区

，

每个区

为一个或数个用户服务或者每个区为一个卫星电标机服务
。

电赫机在配备了分时系统和数据

库系统之后就能成为一个控制数据及其分布的电赫中心
。

此外
，

各用户还可通过键盘
，

打印

终端机等等设备
，

使用诸询语言 �如�����等�
，

向它谙询和检索有关的数据或资料
。

目前国际上已有许多类型的数据中心和资料银行 �包括地层资料银行在内�
，
拥有庞大

的数据库
。

如英国政府设有质谱数据中心 ������
，

收蜚了包括美国石油学会的质谱图档

案在内的 �万多张质谱图
，

供用户检索和对比
，
在数秒钟内即可检索和对比完毕

，

将结果送

回用户的终端机或微型电荪机
，

结果是按照参考化合物谱图与未知样品谱图的相似程度
�

一
按次序打印的

。
����和其中机构正在酝酞成立一个统一的国际质谱检索系 统 ������

。

�七� 电赫网络

前百所述实际上已经涉及到电标网络
，

讲的是电赫机与终端设备之间连成网络
。

这里再

谈 电称机之间相互连成网络
。

这种网络允许各台电标机共享硬件与软件
，
大大提高 使 用 效

率
，

节约设备
。

据粗略估计
，

八台价位一万美元的小型机
，

如互连得当
，

其功能不劣于一台

一百万美元的大型机
。

在一个单位内是如此
，

在一个组织体系或一个地区内适立电赫网还可

以分享国内和国际的科技资料和怜报
，

并便于科技和行政上的集中管理
。

电赫机的主要发尽

趋向是巨型
、

微型
、

网络和智能模拟
，

而前三者是紧密有关的
，

从而逐步向存贮集中
，
处理

分散的方向发旦
。

电标网有各种形式
�
多滴式

，
多节式

，
点点式

。

图��是多滴式网络
，
前述 ����实验室



总线即按�狱这种形式工作的
。
图��是多节式网络

，

成
，
优点是可以挽救任何一台电标机的超载或失灵

，

效率要打折扣
。

图�
�
是点点式网络

，

一般由数台运赫能力比较接近的电赫机组

但各台机田之间的速度必须协调
，
否则

便于充分发挥微型
、

小型
、

型处理不了的交给小型
，

小型处理不了的交给中型
，

如此等等
，
中型电廊机各 自的作用

，
微

是比较多见的一种形式
。

电标机之间的连接在近距离内一般是通过一对屏花的双绞��米电经
，
数据是并行传递的

，

即一个 �位或��位数字的数据或字符是通过电烂内的 �根线或��根线平行传递
。

在电经的两

端各接一台双向接口
，

关键就在接 口上
。

同一厂商同一系列的机田之间有现成的接 口供应
，

在

不同厂商不同系列的机田之间就只能 自行配备接 口
，

但如果这些机田都可以允许 接 至����

���号 实 验室总线
，

就比较方便
，
可使用总线电经连接

，

各台机田则各自接一只 ����实 验

室总线接 口
。

若各机田使用的电平不同
，

则应加电平更换田 �见图 ��
。

电标机之间的远距离连接则通过电话线或无线电波
。

在这种场合下
，

数据 是 串行传递

的
。

然而在各电标机内卫
，
数据是并行地处理的

，
因此电筛机必须各 自配备通讯接 口

，
将并

行改为串行和将串行改为并行
。

这样一来
，

远距离的数据传递就比近距离仿 �倍或��倍
。

这

种通讯接口一般也主要是一块大规模集成电路蕊片
，
它们或者是一只万用异步接收�发 送 田

������或者是一只异步通讯接口衔接田 ������
。

多节式 网络

直亘式 网络

多滴 式 网 络

���撰犷犷

�公，

图 � 电子网络的形式 � 多滴式 �多节式 �点点式

不仅如此
，
数字电标机软入和软出的是数字

，
�虽然也有模拟电赫机

，

都是为特定任务

而设计的
，

很少成批生产�
，
而现有的通讯网络大多是用来传递声音的

，
它们以模拟形式或

声频形式工作
。

来自电赫机的数字必须经过调制田使用波幅调制
、

频率调制或相位调制等手

段才能经过现有通讯网络传递出去
，
反之需要经过解调田的解调才能重新转换为数字而接受

下来 �参见图 ��
。

通讯仪迈基本上有三类
�

���宽带仪迈 �微波站
、

人造卫星等�

这种仗迈的传递速度较快
，

每秒为����一��
，
���个字符

，

费用也较贵
。

终端设备通常是

速度较高的磁盘
、

磁带和阴极射线管等
。

���声频仪迈 �电话线�

它的传递速度为每秒��一���个字符
。

终端设备一般是较忻的打印机
、

卡片机
、

纸带机
。

���亚声频仗迈 �窄带仪边�

�

宁，



它的传递也是通过电线但速度更，���
，

为每秒��一��个字符
。

终端设备大多为打字机或电

传打字机
。

电赫机之间通过这种佼迈连成网络的费用比较低廉
，
因此许多厂商制造了许多的

有关这种仪迈的设备米满足达立地区性国家性网络的需要
，

如���公司和��公司等等的所谓

“
远距离任务入 口

” 。

综上所述
，

远距离传递数据速度伍
，

费用大
，
即使把数据集中在一起成批地处理也并不

方便
，
因此自然而然地向着存贮集中

、

处理分散的方向发已
。

最后
，
电赫机之间交换仗息的语言一度曾多达��种

，
现今在大多数电赫机之间已采用标

准化代码
，
即前述�����或������

。

�八� 电赫在分析化学中的应用

当前较多的同志对于电标机在地质上的应用 �数学地质�有了一些概念
，
而对于它在分

析化学中的应用了解不多
，
甚至于误解两者是一回事

。
因此这里拟作一些简略的介绍

。

大体上有四方百的用途

�
�

提高分析的灵敏度

无论是红外
、

紫外
、

激光喇曼
、

核磁共振等仪田都可以与电赫机联用而提高灵敏度
。

现

以红外谱图为例
。

图��是一个样品的单次扫描图
，
本来无法进行解释

，
但是经过��次重复扫

描
，
将 �� 张谱图叠加在一起

，

各个峰位就变得很清晰了
。

这种多次叠加的方法可以使仪号�

刀刀�� 公司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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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同一系列和不同系列的机田之间的近距离和远距离连接
。

噪声的比率提高了
一

及
一

倍 ��为叠加次数�
。

图 ��正中的样品谱线同样也分辨不出什么峰伉
，

但是经过减去空白谱线并扩尺 ��� 倍
，
再按每��

、

��或��个点取一平均数使谱线平滑化
，

最

后得到的谱图就十分满忌
，
与含易高 ��� 倍的样品谱图完全一致

。

一般的步骤是先差减掉空

白
，

然后多次叠加
，
再扩之并平滑化

，
灵敏度可提高数百倍

。

在这种场合下
，
要求分光光度



计
一

典有特定的电子线路得到比例记录的谱图
，

因为一般用光学调另方法得到的谱图在分析痕

另样品时会失奥
。

一一
‘尸 、 产、 产 、 �产���、 尸梢勺�、 子气创� 护�，广 、 ，�，尹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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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一

�一单次扫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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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红外谱图经过电赫处理后的效果
。

�
�

提高分析的分辨率

这里的色谱质谱系统中的一项方法为例
。

图 。 �
是一个棍合物样品的未经电标处理的 总

离予流色谱图
，

图 ��是 将每万秒至 �秒钟获得一张谱图的许许多多质谱图 �一次分析多的

可达近千张�
，
一张一张地经过电标机的解卷积运廊后

，
再累加在一起而得到的总离子流色

谱图
。

可以看到图 ��比之图 ��的分辨率有了显著的提高
。

�
。

检索和对比谱图

检索和对比的工作主要是为了鉴定未知峰位和未知样品
，

或者为了对比厅油以及对比况

油和母岩
。
以前

，

对比工作只能完全凭肉眼作定性的识别
，
在两张谱图的含另相差较大时尤

其难以作出判断
。

有了电赫系统后
，
可以将所要对比的谱图按照某一峰位的峰高或峰百积使

所有的峰伍标准化
，
然后迸行谱线之间的差减

，

二者之间的差异即可料确地揭露 出来
。

检索

和对比时可 以在很卦的时间内调用自己所保存的或数据中心所保存的所有谱图
。



图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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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奄图号码

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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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色谱质谱仪的总离子流色潜图经电称处理后分辩率有了显著的提高

�
�

自动控制仪田和操作参数

现代化的分析仪田大多业己配备了微处理机
�，

自功控制仪田和操作参数
。

有的仪田只需

要操作者塞进一张卡片
，

仪田即按卡片上的操作条件 自动进行分析
，

排除了操作者带来的人

为误差
。

在一些比较复杂的带有数据处理系统的分析仪田 中
，
还提供了自动谱询和标绘谱图

等方便
，
操作者可随便通过荧光屏看到正在分析中的操作参数和谱图并作出相应的调奋

。

�九�结 束 语

上百仅仅是电赫技术发坦的一些侧百
，
当前大多是作科学计廊和数据处理用

，
然而通过

电标进行图案识别作为一门分支学科己经成长起来
，

业已出现 《 图案识别 》 的专门性杂志
，

这是一个位得充分注忌的动向
。

在石油地质中
，
到处都会迂到图案识别的问题

，
无 论 是 遥

志
、

构造地质
、

地层与岩相 �包括显微饼和电饼下百的微岩相�
，
古生物以及各种各样的实

验结果都是如此
。

许多我们过去所不咚和不熟悉的知识止在强迫着我们去学习
，
我们的态度只能是学习

、

学习
、

再学习
，

努力赶上世界科学的发已水平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