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JD S一 21机压缩纸带方案

计 算 站 闻人德泰

一
、

引 言

考虑到 DJ S一 1 2机的 ALG OL 6 0编译程序纸带是按指令格式穿孔的
,

以 致一个指合

单元需占用 15 排孔
:

一排特征孔
,

十四排信息孔
。

这样
,

整个编译程序的纸带就很长 (目前

为三盘 )
。

拥有该机的用户
,

如果未配磁带机
,

或者有磁鼓但不稳定
,

或者由于欲对原系统作某种

修改试验
,

导致经常需耍通过光电输入机输入三盘纸带
,

这时
,

用 户就会威到非常不方便
。

鉴于上述考虑
,

本文提出一个将纸带上的信息密度加密
,

以便将纸带上的信息加以压缩

的设计方案
。

压缩后的纸带通过一个扩展的光电引导程序输入计算机后
,

与原纸 带 是 等 同

的 , 而纸带长度则大大缩短 了
。

D SJ 一 21 机编泽程序 (未扩体 )被压缩成一盘
。

估计 D SJ 一 2 1

机编译程序的扩体方案经整理之后
,

亦可压缩成一盘纸带
。

这样
,

系统的输入手续简单了
,

速度加快 了
,

同时
,

纸带的复制与保管也方便了
。

本方案亦可用于 D SJ 一 21 机的共它软件系统纸带
,

亦可供共它计算机上压缩纸 带 的 参

考
。

二
、

特征孔的定义

在正规格式的穿孔中
,

曹定义了下列特征孔
:

0 0 0 0 1
:

数特征孔

0 0 1 0 0 :

指令特征孔

0 0 1 1 0
:

地址特征孔

0 0 1 1 1
:

结束特征孔

本压缩方案定义了以下特征孔
:

1
.

开始特征孔 ( 0 0 0 1 0 )

该特征孔用于纸带的首部
,

予
“

理睬
” 。

在第一次遇到该特征孔之前的所有孔形
,

光电输入程序均不

该特征孔的第二次以后的出现则为信息孔或空特征孔 (见 2 )
。

2
.

空特征孔 ( 0 0 0 0 1
,

0 0 0 1 0 ) 粉竿目脚雌洲
光电输人程序视之为无特征信息的空排

,

就好象硬件视 0 0 0 0 0 为黑纸带那样
,

但是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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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能出现在特征孔处才作 为空
,

在信息孔位置则分 slJ 表示 1 和 2 (十六进制 )

3
.

结束特征孔 ( 0 0 0 1 1 ) 喃初
该特征孔用于纸带的结尾

,

扩展程序 ) 遇该特征孔时执行

光电攀吞拜序 (注
:

此处及以下提及此名称时均指光电输入

0 2 4 1 0 0 0

以停止光电输入
。

4
.

地址特征孔 ( 0 0 1 0 0份 0 0 1 1 1 )

这四个特征孔相当于正规方式下的 0 0 1 1 0
。

但它们的后两位是地址的两位高位
。

由于地

址形式为 2 4 4 4 ,

故在地址特征孔后面紧接着三排孔是地址码的低十二位
,

例 如
:

份
一

价 砚盯棍班
a 地址 2 6 5 7 b 地址 0 6 1 0 e 地址 1 0 0 5 d 地址 3 0 5 0

由以上例子可见
,

信息 ,’0
”
的表示方法采用 1 0 0 0 0码 (结合 于特征孔中的 o 例外

,

如 b 例

0 6 1 0 中第一个 0 )
。

5
.

指令的分类

定义
:

除最左八位不同时为 o 外
,

共余各位均为 o的单元称为左丛指全
。

定义
:

除左指合最右位和右操作码七位共八位不同时为 0 外
,

其余各位均为 。 的单元称

为右 0 指令
。

定义
:

除左操作码最右二位及左地址位共 16 位不同时为 。 外
,

其余各位均为 。 的 单 元

称 为左 D 指合
。

定义
:

指合的最左十位同时为 0 ,

且又不属于上面定义的三类指合
,

.

则称为特夔指令
。 _

(当然也不属于圣 。 单元 )
。

”
定义

:

指令单元各位均为 o 时
,

称为全
一

q鱼元 :
_ _

指告单元各位均为 1 时
,

称为全工笙元三

定义
:

上述各类指合之外的单元称为正常指令
。

6
.

正常指合特征孔 ( 0 1 0 0 0 、 0 1 0 1 1 )

由以上定义可知
,

此类指合没有什么特殊性
,

因此 42 位代码按 2 4 4 4 4 4 4 4 4 4 4 格式处理
,

最左两位结合于特征孔中
,

故而在此特征孔后需紧接着十排信息孔
。

为了进一步压缩纸带长度
,

需耍着重指出下面一点
:

若在信息孔
“ o ”

( 1 。。。0) 之后尚有信息孔
,

则将这两排信息孔逻辑加成一排信息 孔
。

因

此
, 1 0 0 0 0 表示

“ o ” “ o ”

两排信息孔
。

1 0 1 1 1 表示
芳` 。 ” “ 7 ”

两排信息孔的叠加
。

由于这一规定
,

在特征孔之后实际上跟着的信息孔的排数可能少于十排 (实现算法中用

计数器控制就不会混乱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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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于代码 1 0 0 0 0出现于信息孔的最后一排时
,

有两种 情 况
:

代 表 一 个 0 。 , 。 ,

或 两 个

0 。 : 。 , ,

借助
一

于计数器同样可避见对该代码解释的二义性
。

以下为几个例子
:

0 0 2

0 2 8

0 5 1 7 0 5 2 5

1 1 0 4

0 3 4

0 2 5 0 5 5 3

力七,曰丹O

子姿心
ùù誉
、

易与卯

1 0 2 0 0 0 0

0 2士毛
_

0 0 4

0 0 0

0 0 1 5

0 0 1 0 0 0 0 0 0 3 0

7
`

蚕 O单元特征孔 ( 0 1 1 0 0)

该特征孔指出当前单元内容应为全 O
。

该内容可由光电输入程序直接提供
,

故该特征孔

后没有信息孔
,

其后必为一特征孔
。

8
.

全 i 单元特征孔 ( 0 1 1 1 1 )

该特征孔指出当前单元内容应为圣 1 。

该内容可由光电输入程序直接提供
,

故该特征孔

后没有信息孔
,

其后必为“ 特征孔
。

9
.

特殊指合特征孔 ( 1 0 0 0 0、 1 0 1 1 1 )

由定义知
,

该类指合最左 10 位必为 。 ,

因此最多后跟八排信息孔
。

;

特征孔的右三位为 。 、 7
,

分别代表着后跟 1 ~ 8 排信息孔
。

当后跟七排孔时
,

表示最左十四位全为 O
。

当后跟六排孔时
,

表示最左十八位全为 。
。

当后跟五排孔时
,

表示最左升二位全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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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后跟四排孔时
,

当后跟三排孔时
,

当后跟二排孔时
,

当后跟一排孔时
,

例子
: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圈圈翔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2 0

0 0 0 0 7 3 5

0 0 0 0 4 0 0

表示最左升六位全为 0
。

表示最左三十位全为 0
。

表示最左升四位全为 0
。

表示最左升八位全为 o
。

0 0 0 几0 00 4
.

0 0 0 0 石。5 0

0 0 0 0 7 0 3

0 0 4 0 1 0 0

0 0 0 2 5 4 0

1 3 5 3 5 5 5

0 0 0 1 0 0 0

目.

困目

1 0
.

左 0 指合特征孔 ( 1 1 0 0 0 )

该特征孔后紧跟两排信息孔
,

例如
:

0 2 1 2 0 0 0 0 0 0

光电输入程序将它们置于相应的位上
。

0 0 0 0

0 37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3 0 0 0 0
厂

0 0 0 0 0 0 0

0 3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1
.

左 D 指令特征孔 ( 1 1 0 0 1 )

该特征孔后跟四排信息孔
。

例如
:

0 0 0 1 2 6 4 0 0 0 0 0 0 0

0 0 1 0 5 0 6 0 0 0 0 0 0 0

0 0 2 2 6 5 1 0 0 0 0 0 0 0

口 .
. 胭

胭
翻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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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 2 1
.

右 口合特征孔 ( 1 1 01 0 )

该特征孔后跟二排信息
、

孔

例如
:

1 0 0 0 0 0 0 0 34 0 0 0 0

0 01 0 0 02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30 0 0 0

1 3
.

废特征孔 ( 1 1 1 1 0、 1 1 1 1 1 )

在定义本特征孔系统时
,

出发点是针对诸如编译程序纸带之类的常用专 用 纸 带 的
。

因

此
,

数特征孔未 予定义
,

故将所 余之孔 ( 1 1 0 1 1~ 1 1 1 1 1) 全定义成废码特征孔
。

该类特征孔在产生压缩纸带时没有用处
,

当欲对已压缩纸带作某些修改时
,

或检查复制

的纸带时
,

尚具用处
。

三
、

实现算法

显然
,

按照二 中定义的格式
,

是无法由人工来道接实现穿孔的
。

也很显然
,

这一实现算法是一个很简单的非数学问题
,

且电传机又具有穿孔 输 出 的能

力
,

完全可以由计算机本身来自动地产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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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给出实现算法的榷图

入口

BBBO二今 BBB B。
给出欲穿孔之总段数及控制字表首地址

取出第一控制字

FG(
r l) 由鼓中读出欲穿孔输出之程序段

工
} i些笋三笋制字 ,

; 2

{
B 一 * 工

1

{衬分侧
土

{
8。 。 : 。 )

,
· 3

}

输出五个 0 0 0 0 1

即每经 80
厂 , 。 ,

个单元穿一个地址

幸

C R
r Z

-

一 ) = 令 r 4

1 2

八C 3 V C 4户今 I

幸

转子
“

要求打字
”

令

产生井输出地址特征孔

C 3 : 0 0 0 0 0 0 0

C 4 :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3

0 0 0 4

_ 巨三亚}
卡 幸

{
~

-下了一
一

`
一
一

…
r 4一- ) = 乡 r 4 ,

{
4 _

{匹Z兰二空兰二
-

令

C S: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5

{
转子

·

打 0 , ,

!
输出地址信息孔

盖旦
一

(
干

r s计转 )
11伞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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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土
( 0〔r Z

,

〕 ) = 今 S

转子
“

输出
”

土
(

, 2计转

!
` l吮毛’ `

土
)
-

转子
“

耍求打字
”

J杏ì等 O
’

转一
`

回训一上
才伞

一区

钟 (几
。丽

一

)
_

兰
_

旦厂
、

!小B

十

B计转
`

一rZ里、

子
“

打 O ”

入 口

,

机一停
、

升。
、下刀尸
r

—
工
C

一

上
一乙()I

一 。 ?

)
、

工
-

l

一
I
c l ”
乡

`

一 -

一
甲

斗 土
;

{转子
“

耍求打字
”

’
`

\

讼
返 回

C 1 0
:

C l :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0 0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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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
“

输出
”

人 口 圣 O

. I一字一1 ,一打一
/

工
一

==;土一剥一毒
一玩

:’十
一要一C一 l
厂几曰曰厂一

E

二 。

、 {乳不蕊)

牛
, `

卜 (全
~

主生全)
上

左 。、 (互亘巫 )

上
右 。

* (
右 “ 指 , )

工
左 。

。 (函巫 )

土
特殊。 (

正常指合 )
寡丁一

返 回

C Z: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2

全 1

上
{
C后与

I
_

{
l
we|审E

左 O

C L

S八 11
- ee ) V C S

2

十

{巫亘呈…{
寺

{
1 0

神
i ;

}

} L L {

} S一一 ) =令 I }

工
{蕊磊…

工
C L

S
, ~一 ) = 今 S

… 2

一
一

一几 工
}巫三l {

一 一 - 一 } 土
( I ) . 今 S ;

( I ) ` 令 S ;

S A 12拼今 I

!!! s 八c 百乡
III

{{{
“

打 0
7,

_
_
_ ___

CCC LLL

SSS 一一) 八C SSS

44444
““
打 0 ””

|中D

11
:
1 3 8

12
: 1 3 5

0 0 0 0

3 8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C S
:

C 1 8 :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0 8

0 0 1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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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CL

I ( )一一 )V占= 今I
4

耍 求 打 字

土
矢 O

(
`计转

土

|
.

心 E

返 回

料。州f三三自i )
工

-

e l。

神
I )…e i 。

神
I

.

’

}要求打字

上 f
-

}i …匆 }

一

L L

}S
e s 一 )= 今S

, 4

LLL LLL

SSS一> = 今 S ;;;

44444

八八 1 2宁今 III

一

小才一

一L

一
幸ǔL

S一 >井令 S
,

雀

一工H

右 0 左 D

r万可)一
{

土
、

土 土 {诬甲不
}

C 1 0 = 今 I
要求打字

工
C R

S — > = 今 S

1 8

…嘛种
…

几产泞 ,

夕一 ) = 今 从
`

婪 求 丫打 字

5

4
二

=夕 f ;

上
)弃斗互}

月

|卜è F!伞F
l|小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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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图说明

(l)符号注解
:

d〔 B
,

〕
:

表示有效地址 = d + (B )右址 ;

( B )右址 + 变址值一夕B ; ( 3 7 )

d 〔B 〕:

表示有效地址 = d 十 ( B )右址 ;

一- ) :
表示移位

,

箭头上面表示移位方式
,

下面表示移位位数 (十进 )
,

移位方

式中第一字母表示移位类型 ( L 表逻辑移
,

A表算术移
,

C 表示环移 )
,

第二字母表示移位方向 ( L 表左移
,

R表右移 )
。

( 2 )
“

耍求打字
”

子程序的注解
:

该子程序借用系统中动态子程序中的对应程序
。

故实际上在入 口处需先调出动态子程序

的后半部
。

( 3 ) 常数注解
:

一

1 1 : 1 2 5 3 8 0 0 0 0 0 0 0 0 0

1 2 : 1召8 0 0 0 0 0 0 0 0 0 0 0
`

C l :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C 3 :
0 0心 0 0 0 0 0 0 0 0 0 0 3

C 4 :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4

C 7
:

0 0 0
、

0 0 0 0 0 0 0 0 0 0 7

C S :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8

C Z :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2

C S : 0 0 0
?

0 0 00 0 0 0 0 0 0 5

C 1 0 :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C 1 8 :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8

C 1 9
: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9

四
、

扩 展 算 法

所谓扩展算法
,

就是实现将压缩纸带输入内存的光电输入程序
。

由压缩带的产生
.

算法不难得到扩展算法的框图
。

(见下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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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 口

耳 工
{

~
币

6 泛八石乏6
一

工

工
(丝里

~

) —
·

一
一 (因 R

幸

2 4 0

上
0 02 0

R
ù

ù一
一

…
ù

、厂
8 一 C厂 |伞一一

(
上一回
土

一
(竺尸叮少) 一

“

工
(三三生) 一一

O=令 1;

02 4 0 0 04;

02 4 0 0 04;

L L

I () 一一) =乡 I
4 1

e w
.

中
ù

{
一 ca

) d
一二 }

亨 中
一、 l曰 |一厂 k山, ;

.

冲
.

J一 |二性月月怪d占一0
-

产nUùfl.nU一
.;,
ó r;̀

,3伽Q伽
一盏,口l

胜

咕
了刃

J夕气...
.

咭产ónU
八
UnU一ùù z了一月性一月任一月任一)

、 ,产,曰0自,曰一ù .工nUnUO一r.二了.、ō
通廿.、

!!l
ó仁仁一一,

停机
(或返回 )

工
(兰

_

旦互j、
`

上
巨

.

竺豆{, 、旦丝三{一
一

工 工
…亚互应资月{lse审R

一 11审dI一神一
,人
,

全
一

争5C十R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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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上
八 C7 +` Cl

一令 i

0 = 今 I

02 40 0 0 4;

2 0 0 0 40 4;

`

II

JI占了 .、

一
工

甲
己

i正三…{
工

{ 奎币下 )
.

| 今d

工
C4卜一f );

L
0 二二

今 I

几

工
(I )八 CS二

= 乡平犷
`

C
’

。
’

1 j
w e

一 ) i;
`

二 L

砂台今 I !è一

J竺孟卫
1 { 工 二

{ i荃西 i}
卜

月

| 奋d

| 洛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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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1

一
.

一
斗土

… (` ,” 平 ,

十
` 计转 )—

返回

于
川 ’

了。 = i 、
、

_
/

十

( I )八 C S =今平 1 ;

L L

附一
.

令 V万 1 = 今 I
8

幸

匕 (下百舜
一

)
幸
返

框图本身很直观
,

不必多加解释
,

仅作以下注解
:

符号 卜一一 ) 表示填地址
,

训一今 ` 表示将 a 的右址填人 ` 的左址 ( 3 0) ; 类似地
,

L

为城右址 ( 3 1 )
。

常数 C 来的给出类似于上一节
。

!一今
R

附录
:

特征孔定义表

合
匕日

特殊

0 0 0 0 0

0 0 00 1

0 0 0 1 0

0 0 0 1 1

0 0 1 0 0
}

0 0 1 0 1 }

0 0 1 1 0 {

0 0 1 1 1 夕

0 1 0 0 0 、
0 1 0 0 1 {

0 1 0 1 0 {
0 1 0 1 1少
0 1 1 0 0

0 1 1 0 1 )

0 1 1 1 0 矛

0 1 1 1 1

硬件空码

空

开始
、

空

结束

地址

正常指合

1 0 0 0 0

1 0 0 0 1

1 0 0 1 0

1 0 0 1 1

1 0 1 0 0

1 0 1 0 1

1 0 1 1 0

1 0 1 1 1

1 1 0 0 0

1 1 0 0 1

1 1 0 1 0

1 1 0 1 1

1 1 1 0 0

1 1 1 0 1

1 1 1 1 0

1 1 1 1 1

左 口指命

左刀指令

右 O指令

全 0 单元 …
· `待定义 ’

全 1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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