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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是关于软件工程方面的专著，在计算机科学领域中首次提出了树型软件的设计方法。
本书的主要成果是构造出了三类表示软件结构的数学树：表示系统结构的事件树，表示事件结构的任
务树和表示任务结构的作业树。
对于任何计算机软件系统，都可以用这三类逐级嵌套的数学树来建立其结构模型，继而生成分层嵌套
的计算机程序。
通常将计算机软件的设计方法分为两类：面向对象的和面向过程的。
我们常用的方法称为ER方法（实体联系方法），实际就是面向对象的设计方法，或者说面向对象的方
法本质上就是ER方法。
树型软件工程方法实际是面向过程的方法，三类树中的任一个节点（事件，任务，作业）都是一个软
件模块（过程）。
人们在长期的软件工程实践中，总结出结构化系统和结构化程序的概念，认为这是最优的软件结构。
所谓结构化的软件结构，应该是分层嵌套的软件结构，总可以用一棵树来表示。
因此，无论是系统结构还是程序结构，能够以树来表示的就是最佳结构。
就结构化设计要求而言，树型软件工程方法是与之吻合的。
人们虽然提出了结构化系统设计概念，但始终没有形成独立、有效、完备的工程方法。
这主要有以下两方面的原因，其一是模块的划分没有确定的方法，模块的范畴大小没有严格的定义；
其二是不能确定模块间的连接关系，模块间的联系无法形成分层嵌套。
这两点正是构造软件系统结构和程序结构的关键所在。
在树型软件工程方法中，上述两方面的问题都得到了圆满的解决。
模块划分方法既有严格的规定又是自然形成的，模块间的联系既符合算法逻辑又能形成树型结构。
树型软件工程方法从现实世界的需求入手，逐级嵌套划分，最终得到了从大到小范畴不同的所有“过
程”，形成了如图0-1所示的集中代表本书成果的“系统结构模型”。
15.7 节详细说明了如图0-1所示的系统结构模型，该模型分为三大部分：现实世界、思维世界和信息世
界。
思维世界在这里所指的就是“算法”，以及抽象成“等效处理”、“协作调用”、“同宗控制”、“
顺序执行”、“运算”、“标识”等系统分析和设计方法，它是从现实世界进入信息世界的桥梁。
现实世界部分的“过程”既是现实世界中事物问的“作用过程”，也是信息世界中计算机软件的“过
程模块”。
信息世界中的各级数学树，都表示现实世界中处于相同级别的过程的结构，它们既是信息世界的过程
结构，也是现实世界的过程结构。
也可以说系统结构模型由四部分组成，这第四部分就是“数据”。
可以想象立体的“系统结构模型”就像一座宝塔，每一个同心圆对应着宝塔的一层，各层中空部分直
至宝塔顶尖都是“数据”。
一方面，无论是现实世界的事物，还是思维世界的算法，进入计算机首先都要被“信息化”，都要被
表示成“数据”。
就是信息世界自身的过程，树和程序，也都需要标识成相应的“符号”数据。
数据可以表示任何事物，任何事物只有表示成数据才能进入计算机，计算机就只认识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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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所述树型软件工程方法，是作者独创的全新的软件工程方法。
该方法定义了系统、事件、任务、作业等结构化的过程模块，构造了表示系统结构的事件树，表示事
件结构的任务树和表示任务结构的作业树，并将这些元素有机地结合成“系统结构模型”。
按照该系统结构模型设计开发出来的软件系统是分层嵌套的，具有结构严谨、控制清晰、测试严密、
可靠性高的特点。
    树型软件工程方法直观易懂，工程实用性强，已设计开发出基于c语言的计算机软件辅助设计系统初
级版MTC 2008(Mother Tree Cu 2008)供试用(见：http：//www.wtreesoft.com)。
用户需求分析，系统结构设计，程序结构设计，程序代码编写、调试和测试等所有步骤均可在辅助系
统的引导与帮助下进行。
上述三类数学树的设计构造都是可视的，就像机械设计制图那样，而且辅助设计系统会自动地将这三
类树编制成程序代码。
    本书可供软件工程技术人员、软件专业研究人员、大专院校师生用于软件项目开发或科研教学参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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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不过，我们并不打算去定义这个概念，主要是从宏观上了解它。
本节所述软件不仅仅是指计算机软件，而是普遍意义上的“软件”，这样做有利于更通俗地去理解计
算机软件。
（1）软件没有质量现实世界的事物有“硬件”和“软件”之分。
物理学上定义了物体的质量埘，并且有与物体质量相关的一系列力学定理。
具有质量的物体应该是硬件，软件是没有质量的。
诗歌是软件，人们绝不会认为诗歌作“自由落体”运动，因为诗歌没有质量。
有质量的物体随处可见，比如桌子、板凳、高山、河流、机械、电器、医药、食品等。
没有质量的事物也是随处可见，比如文学艺术、灵感创意、名誉地位等。
这里要区分“软件”和“软件载体”，诗歌是软件，但写有诗歌的纸张，刻有诗歌的光盘都不是软件
，而是硬件。
计算机软件则是可在计算机上运行的程序及其文档。
“程序及其文档”是计算机软件已是业界公认的说法，简单地说“程序就是计算机软件”。
“文档”并非计算机软件特有的，任何软件或硬件产品也都有相应的文档。
（2）软件记录于载体因为软件没有质量，也就没有形体和重量。
要让人们感知软件必须借助于硬件载体，否则既看不见也摸不着。
而计算机软件又增加了一层神秘的面纱，即便看得见也不容易懂，需要借助于计算机才能使用它，才
能知道它的详细功能。
尽管如此，软件也还是极普通的事物。
计算机程序不易看懂，那是因为形式语言的可读性不好，人们通常只是习惯于自然语言。
增强程序可读性的努力一直在持续，这使我们能直观而容易地解读程序，而这也是本书的任务之一。
（3）软件只能单件研发计算机软件是人们制造出来的，软件制造也是一个行业，就像“机械”、“
电子”、“化工”、“纺织”等行业一样。
硬件行业的人员在生产本行业产品时均“心中有数”，因为其产品都经过“研发”、“定型”，然后
再“批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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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我们曾多次提及“哲学”这两个字，也一直在回避这两个字。
一方面这两个字的含义实在太深奥了，另一方面笔者也的确不懂哲学。
书已经写完了，但总觉得缺点什么，“树软工程方法到底是否符合哲理？
”作为生产开发管理现实世界的计算机软件的方法，称得上是方法论，应该对这个问题有所探讨。
于是去书店买了几本哲学方面的书，下工夫认真地学习，觉得还是有些体会。
故而以“实用主义”的手法摘录了几位哲学家和科学家的语录于扉页，并写下了这篇后记，作为对树
型软件工程方法哲理的探讨。
下面叙述中，多引用到复旦大学陈其荣先生的著作《自然哲学》（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6 ）。
树软工程方法是用来设计开发计算机软件系统产品的，方法本身也是从“系统概念”导出的，系统结
构模型集中体现了这两方面，我们就从“系统”的角度来考察树软法的哲理。
1.系统的定义美籍奥地利生物学家贝塔朗菲在《普通系统论的历史和现状》中写道：系统是“处于一
定的相互关系中并与环境发生关系的各组成部分（要素）的总体（集）”。
中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在《论系统工程》中提到，系统是“由相互作用和相互依赖的若干组成部分结
合的具有特定功能的有机体”。
上面是两位世界著名的科学家给系统下的定义。
他们的定义中都强调了两点：系统是由“组成部分（要素）”组成的；要素之间是“相互作用”“相
互依赖”的。
陈其荣先生更为具体细化地描述了系统，他说，科学地把握系统概念应注意以下四个要点：其一，系
统是由若干要素组成的，要素是构成系统的组成部分或单元，单一要素不成其为系统；任何系统必须
由两个以上的要素构成，即承认系统内部应具有可分析的结构；其二，“系统”在于“系”，即系统
内诸要素之间、系统要素与系统整体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形成了特定的结构；其三，“系统
”还在于“统”，即要素彼此之间联系成为一个统一的有机体；其四，系统作为一个整体对环境表现
出特定的功能，功能之所以为整体所具有，是由于功能以结构为载体，并在系统各要素的功能耦合中
突现出来。
综上所述，陈其荣先生把系统定义为：系统是由两个以上相互联系与相互作用的要素组成的具有特定
结构和功能的有机整体。
很显然，哲学上定义的系统涉及递归的概念，要素的有机组合构成系统，系统自身也可以作为要素。
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定义的过程（操作、作业、任务、事件、系统）都是哲学概念上的“系统”，
也都是组成系统的“要素”。
换句话说，本书所定义的“过程”是符合哲学定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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