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仓库管理应用软件系统

1
.

建字典库模块 ; 2
.

建库存数据库模块 ; 3
.

补
、

建字典模块 ; 4
.

增
、

删库存数据库模块 ;

5
.

日常业务处理模块
; 6

.

形成各种统计报表模

块
; 7

.

查询模块
; 8

.

阶段处理模块
; 9

.

各种数

据文件打印输出
。

只要操作者在控制台上给出适当的选择命

令
,

系统便自动地提供有关的程序模块为操作

者使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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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仓管理系统

屏幕示显

(1 ) i二 0 ;

(2 ) i = i + 1 ;

(3 ) 读出第 i 个记录 中的货主代号 (或货

主名) 和 日期 ;

(4 ) 在货主代号一日期 (入库或出库 ) 索

引矩阵A 中
,

判 断该货主所属行里有无该 日期

相同的值
,

如有则不记入
,

否则记入 ;

(5) 在 日期一区段序号索 引矩阵 B中
,

将

( 3 ) 中读到的 日期作为该矩阵行号
,

判断该

行里是否已有记录的相同区段序号
,

如有则不

记入并 转 去 ( 6 )
,

否则顺序记入所属区段序

号 ;

(6 ) 判断所有记录是否用完
,

如 i “ n
恤

为记录总数) 则转去 ( 7 )
,

否则转入 ( 2 ) ;

(7 ) 结束
。

记录的删除和插入也容易处理
。

这样建立的索引中
,

避免 引入重复数据
,

而且索引复盖于整个记录集合
。

索引分割法的特点是
,

即把记录集合分割

成小块
,

使得查询的范围尽可能缩小
,

而且根

据各种查询需要
,

利 用辅助关键字构造索引矩

阵
,

通过矩阵运算就可得到所查的 内容
。

造文件

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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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统根据用户的需要
,

编制了各种报表

表格以供打印输出
。

例如
: x x 月份贮运仓库

经济技术指标月报表
;
各存货单位物资进出库

量月报表
;
物资吞吐任务完成情况 月 报 表 等

等
。

其各表中的数据是 由系统自动提供的
,

它

反映了仓库的经济活动情况
。

有时为了用户的

需要
,

也可 以将全部 (或部分) 磁盘帐本打印

输出以供长期保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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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系统概况

本仓库管理应用软件系统 (图 5 )
,

包括总

控程序
,

在总控程序控制下的各种功能模块和

子功能模块程序
。

总控程序为操作者提供了系

统功能 目录表
,

可任意选择
,

其功能 目录为
:

I玉 1 5 1
,

7

图 3 白菜 自动寻优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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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求得前馈补偿环节的传递函数
:

G r f = 一 G P n
/ G

p c

式中G P。 二 G
v ·

G o

但是深入地了解搪烧炉的燃烧情况和有关

记录曲线数据之后
,

可以发现干扰通道的滞后

时间和调节通道狭意对象的滞后时间都很小
,

而且相近
,

则从动态角度看
,

可以近似认为
:

G
p 。 澎G o

将其代入上式可得
:

G , , = 一 G P。
/ G

v ·

G 。 二 一 G 。
/ G

v 一

G 。 = 一 l/ G
v

G v

为执行机构的传递函数
,

一 般 为 一阶

惯性环节
,

因此G , ,
就可选用一 阶超前环节

,

为了便于实施和参数整定
,

我们选用QT w
一 2 00

型微分器近似G f f 。

¹

¹ 走纸速度 : , C m /53 , 钟

4 9 10

气

图

比比 {食器器

态 前 馈
一

反馈系统的调节曲线
,

在 任 何 干 扰

情 况
,

即使 油 压波 动 士 o
.

35k g f/c m “

(相当

士 35% ) 的大干扰出现也能及时有效地克服
,

动态前馈
一

反馈系统投运后
,

经 过反复调

整调节器等有关参数
,

其调节曲线明显优于静

烟气氧含量始终能稳定在 1 % ~ 3 % (给定值

为 2 % ) ,

调节曲线见图 7 所示
。

从图 7 所示曲线可见
,

该调节系统不仅克

服油压干扰能力强
,

而且抗其它因素的干扰能

力也强
,

见图 7 曲线º 部分
:

风机停电五分钟

后再次启动
,

不到两分钟
,

烟道气氧含量就自

动控制在正常范围 内
。

该系统各参数整 定 值 为
:
比 值 器

: 丸二

0 . 9 5 ,

微 分 器
: T D = 1 分 钟

,

调 节 器
: 6 =

8 0 % , T ‘乏4 0秒 T d = 3 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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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优决策满足
:

g d ( z : , Z t ) =

珊尹
E o l : : .

2 ‘
〔L (口 : , d : , z t , Z t )

+ J o ( z : , Z : ) 〕

= m in 〔E 。 } : t .

2 , L ( 0 , ,

d : , z : , Z t )
d t

+ E o l: : .

2 : g 。 ( z , + 1 , z , , Z , )〕

5
.

停止问题

g 硕 ( z t , Z , ) = m in E ,
】

: , : : L (。 : , d : , 2 : Z : )
a t

+ m in 〔停止
, J ‘ ( z t , Z : )〕

详细内容请参看 o p t i m a l S t a t is t ie a l D e e i s‘o n 3 ,

C I‘ 13 ,

M
.

H
.

D e G r o o t , 19 70 。

附注 控制理论和决策分析 相应符号记法对 照

决策分析 控制理论

现 实状态戈 , 。 系统状态x (约

决策行动d , a 控制 u 仕 )

先验密度f( 0 ) ,

息(。 ) 状态的概率密度p ( x ( t ) )

观测 z , X 观 测 Z ( t )

似然函数P ( 2 10 ) 似然函数 p ( z ( t ) lx 仃) )

p ( x l。 )

,

只是观侧史的支付函数

图 7 停止问题 决策树 (王景才执笔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