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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C OM T O OL I一 2一 3 ( 全称 为Co m m u n ia et io n T o o L) 是我们 最近开发的用

于P C一 5 10。
、

A即l el 和 IBM一P C的徽机通讯 系统
。

它 既能使这三种徽机 的 BA S IC

程序相互在 另一个机器上运行
,

也能使 P C一 15 0 0 成为 A PP le 兀及 BI M一 PC 的食能

终端 、 还能使 P C一 1 5 0 0 成为 A PP le l 及 BI M一 PC的数据 收集器
。

在 BA SI C样 序
移植

、

现场数据收集若的处理以及有效使用夭容童徽机等方苛
, `

·

该 系统荟城少
’

大蚤

的重复性劳动和不必要的机时耗费
,

使徽机 的有效利用率大大提高
。

本文介绍 了它

的实现方法和应用实例
。 、 ,

. .

,
.

-

【关. 祠】 橄机通迅 , 程序移植 ; R S一 2 32 接口

一
、

前 君

目前微机巳在许多领域获得了广泛的应用
,

随着时代的发展
,

人们对微机的要求越来越

高
,

因此在不断地更新换代
。

低挡微机换成高挡
,

8 位微机换成 16 位
、

32 位
,

这无疑会在

功能和速度上有很大提高
,

但用户原来已开发的大量应用软件却很难借上新机的高速之便
。

而微机的能力相差不是很大
,

某种微机可做的事情另一种微机也可能做到
。

另外
,

微机的应

用程序大多以 BA s IC
、 ” O R T RA N

、

D BA s E等编成
,

但由于各个机种间不同的严方声
”

「

,

使

得一种微机上的程序难以在另一种微机上运行
。

因此
,

微机程序尤其是 B SA cI 程序的移植及

通用化就成了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

将原有的或其他机种的程序修改和键入所用机器
,

这是程序移植的最简办法
。

但是键入

一个很大的程序时
, 既费时又费力

,

而且键入过程又会带进大量错误
,

这给程序的调试带来

了很多不便
。

提高效率的办法有两种
:

一种是通过修改或编制磁盘文件的读入程序
,

使之能够在一种

机器上读另一种机器的磁盘文件
。

象 T R S一 80
,
C RO M O N CO 及 BI M一 PC 间就可采用 这 种

方法
,

但对彻p le 亚来说就很难实现
,

因为它的磁盘文件格式过于特殊
,

而对于象P C一 1 5 00

这样的机器来说就更谈不上什么磁盘文件了
。

另一种方法是采用多机通讯
,

用串行接口在微

机间传送 A Scl l 文件
。

目前大多数微机都配有这种接口
,

因此这种方法实现起来就更具有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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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性
。

针对国内的特点
,

我们编制了一个通讯软件 CO M T O O L I 一 2 一 3
。

它使国内最 常 用

的三种微机
:
BI M一 P C

、

A PP le 亚 和 P C一 1 5 0 0 之间可 以相互传递 程 序 和 数 据
,

同时 使

p C一 1 5 0 0和 A p p l e 五 成为 IB M一 P C的智能终端
,

在小小的P C一 15 0 0上编制 IB M一 PC的 B A S I C

程序及 F O R T R A N
,
P A SC A L

,
D B A SE等程序

。

另外它还使 PC一 1 5 0 0成为一个野外作业的数

据收集器
,

收集的数据通过通讯程序传入 BI M一 P C 或 A p lP e l 进行计算
。

我们将 P C一 1 5 0 0

上巳通过鉴定的三角网平差程序分别传入 BI M一 P C和 A PP le 兀经少量修改便可在 IBM一 P C
,

A PP le 五上运行
,

无论在速度和能力方面都有很大提高
,

本文将 介 绍 CO M T O O L I 一 2一 3

的实现方法和运行实例
,

并对三种机器的 BSA lc 语言作一简单比较
。

二
、

C O M T 0 0 L I 一 2 一 3简介

通讯工具 co M T O O L I 一 2 一 3 是笔者子 19 肠年 7 月开发的
,

它共分为三个部分
:

CO M T O O L I
,
C O M T O O L Z 和C OM T O O L 3

。

程序全部采用
a
菜单式

,,
驱动

,

提示清晰
,

用户不必经过专门训练就可进行操作
,

完成通讯任务
。

下面分别介绍这三个程序 石

1
、

C O M T 0 0 L I

CO M T O O L I 是用来实现 IBM一 P C 与 P C一 1 5 0 0 间通讯的` 该程序为用 户 提 供 6 项 功

能
:

.

① IB M一 p C向p C一 1 5 0 0 传递程序
。

② IS M一 p C 向 p c一 1 5 0 0 传递数据
。

⑧ p C一 1 5 0 0 向

I BM一PC传递程序
。

④ P C一 1 5 0 0向 I BM一 p口传递数据
。

⑥在 IB M一p C打印机上打印 P C一 1 5 0仓

的程序
。

⑧ P C一 1 5 0 0向 I BM一 CP 传递高级语言 ( F O RT RA N
,
P A SC A L

,
D B A SE n 等 ) 程

序
。

功能③
、

④在实际中最有用
。

P C一 1 5 0 0的分段程序可传到 BI M一 P C上进行链接
,

稍 加

修改后便可在BI M一 PC机上直接运行
。

功能②
、

④使 P C一 1 5。。成为 BI M一 PC的数据收集器 、 轻便的 P C一 1 5 0 0 一可用于野外作业

时的数据收集并做一定的予处理
。

回来后可将这些数送入坦M一 P C供其使用
。

这免去了重新

键入大量数据的繁琪工作
。

功能⑥使 P C一 1 5 0 0 成为 BI M一 P C的智能终端
。

在 PC一 1 5 0 0上可编制 BI M一 CP D O S下

的各种高级语言程序
。

编好的程序通过 CO M T O O L I 传到 BI M一 P C 存入磁盘
,

这一功能使

I BM一 P C的利用率大大提高
,

众多的用户可在家中的 P C一 1 5 0 0上编制程序
,

而在 BI M一 P G上

运行
。

对于稍大的程序用 P C一 1 5 0 0的打印机是相当费时的
,

而且由于打印纸过 窄而难于阅读
,

功能⑤的效果
,

实际上是使 PC一 1 6 0 0有了一个宽行打印机
。

它不仅可 以 打 P C一 1 5 0。 的程

序
,

还可打印P C一 1 5 0 0的运算结果
。 ` 闷

CO M T 0 0 L I 在 BI M一 P C机上运行
,

提示全部采用汉字
,

一

简明易懂
。

2
、

C OM T 0 0 L Z

c 0 M T 0 o L Z是用来实现A PP le 与CP 月 50 0间通讯的
,

该程序为用户提供了四项功能
:

① A p p le 向 PC一 1 5 0 0传送程序
。

② A p p le 向P C一 1 5 0 0传递数据
。

⑧ P C一 1 5 0 0 向 A p p l e 传 送程

序
。

.

④ P C一巧 0 0向A PP le 传送数据
。

, ;

价

彻 p le 向P C一 150 0传递程序之前
,

应将程序文件转换为 T EX T文件
。
P C一 1 5 0 0传来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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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作为 A PP e l的 T EX T文件存贮的
,

故执行时应先用 E X EC 命令调入内存 然 后 运 行
。

若

cP 一1 5 0。传来的程序要在A PP le 的C P / M下运行
,

则应先用C P/ M提供的 A P D 0 s
,

将A PP les of t

的 T Ex T 文件转换为 C P / M文件
。 ” `

· `

·

co M t o 0 L Z在 A PP le ; 上运行
,

采用菜单驱动
,

英文提示
。 ’

容
、

C O M T 0 0 L 3
` , `

C OM T 0 o L 3 是用来实现 珊M一 Pc 写A PP le
’

间通讯的
。

该程序为用户提供了三项功能
:

① I
MB 一祀 向 A p p le 传送 文件

。

②A PP le’ 向 I B嫩` PC 传 送文件 、 ⑧ A PP le 向 IB M刁
C 传

送高级语言 (如 Fo R T RA N
,
p A sCA

L护 b B SA E亚等 ) 文件
。

` ·

由于 A p lP e 传送的文件均为 T EX T 型
,

它既包含程序也包含数据
。

·

故在C OM T O O L 3 中

对程序和数据的传输不加以区别
。

功能③ 是指在 A PP le sof
t 下用 B A ScI 语言形式编写的各种

高级语言程序
,

变成 T EX T 文件后向 I BM一不以便在其上编译运行
。

co MT
0 0 L 3 分别在 IB M一 P c 及 A PP le 皿上运 行

。

运 行 时 A PP le 和 BI M一 P c 首 先对

RS 一 232 卡进行测试
,

测试成功后自动逃入 C OM T O O L 3 的菜单
。

二机程序的运行 次序 由

I BM一 P C 的提示指出
。

4
、

C OM T O O L i 一 2 一 3的实现 穿
t

C O MOT
O L I 一 2 一 3 全部由 BA SCI 语言写成

,

程序中主要利用 了微机的通讯功能
。

图

1 是 CO MOT
O L I 的部分程序框图

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
.

下专送程 l下下
lllllll 幻 传送数娜娜

lll 寸P C一 1 50 0向 I B M一 P C f匆送送送 3
·

退 U,,

位位息息息息息息息息息息息
··

乳 IB M一 P C向 尸C一飞50 0份边谊岛岛
333

.

在 I B M一 PC上打印 P C一 1匆。。

怪怪序序
444

.

P C一拓 0 0 1句 I B M一 PC f奄送送
`̀ 退出 声级诱官翻序序

..... 生生

谈谈收 P C一 150 。传来来
的的程 )卜 J游人 I B M一 P CCC

进进盘盘

CO M T oo 乙
.

1一 2一 3 还需要一定的硬件支持
。

全部通讯采
`

用 EI A一 Rs 2 3 2C 收串行通

讯标准 I BM一 p c机通常配有 1 一 2 个R S一 2 3 2通讯接口 , P c一 1 5 0 0 需配里 c E一 1 5 8 接口
.

。
_

A PP le 亚则浦配置专门的邓一 232 扩充卡
。

通讯线的连接采用无 M O D E L 全双工连接方式
。

三
、

用 C O M T 0 0 L I 一 2 一 3实现B A sI C程序移植

C OM T O O L I 一 2一 3 是用来支持 PC一 1 5 0 0
、

A p lP e l 与 I BM山卫 C l’N相互通讯的
。

.

这

三种机型在国内应用最广
,

因此用 C O M T O O L t 一 2一 3 来实现它们 B A义C 粉序的移植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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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非常普遍的意义
b
这三种机器的 BA SI q 吾言各有特 色

,

但荃本功能相同
。

为了用户能方

便地进行程序移镇
,

我们对这三种机器的 BA冬CI 语言做了详细的比较分析
,

指出其间异同
,

有关这方面的比较结果我们将另行撰文说明
,

这里仅给出一些主要结论
。

1
、

内部函数

下表给出了 P C一 1 5 0 0
、

A p lP e 五和 BI M一 P C 的 BA SI C 内部函数中有关科学计算和 一般

字符处理的函数个数

农 1

口匀叹」,曰no

机
,

种
{
数

`

学
·

函

叫
字书 串涵 数 {布

’

一

京 函

—
一

-

一
- - - -

一一1
-

一
- - - -

一
万

— 曰
- -

一一一-

一厂— 一
一

P

--C
1乒00

}
,

“
,

}
`
一 `5

…
’

`BM 一p C

}
’ 6

}
2 0

}
3

A , , le

吵 {
’ 2

!
`。

、

{
”

-

A p , ` e p C` M
l

` 2

{
_

, ”

1
`

数

由上表可以看出 BI M一 P。轨B A s cl 提供的内部函数最多
。

这三个机 种 的 B A s cl 函 数

功能大致相同
,

但存在如下差别
: ①角度单位制

,

②数值计算精度的选择
。

P C一 1 5 0 0 机的三角函数角度制最为灵活
,

故它的程序传到 A p p le l 或 BI M一 PC 上 执行

时
,

对角度单位制需作适当修改
。

例如采角自定义画数或子程浮就可使这些函数的单位制统

一起来
。

_
` 、

2
、

语句及命令
’

赞

用于科学计算及字符串处理的常用语句及命令
,

三个机种无多大差别
。

但在与图形有关
.

的语句方面则相差较大
。

不过
,

对于一般科学计算和字符处理来说
,

图形语句的差别对此无

太大影响
。

.

卜

3
、

程序书写格式

P g一 1 5 09和彻 lP邻 of t 的 B A s CI 对程序的书写要求比较自由
,

留字
,

’

例如
: 以斌下方式书写的程序

。 `

1 0 : FO R I = M T O N : P R I N T I :
N E X T I

将被自动解释成

1 0 F O R I =
犷

,护

入梦月滚于劝协厅 ,

扮到t X T I

但在 I BM一 P C BA S xC 及 A p p le C p /M 下的 M B A S IC中

解释系统会自动谬别 保

,

前种书写格式将被认为是三个字符

串
“ F O R I = M T O N ”

’

PC一 1 5 0 0 的程序传到

,tP IR N IT
”
和

“

取劝户 飞执行这行程序将会发生
“ 语法错

” 。

因此

卿功
C上时对誉竿

格必须调整 ;

4
、

粗序的桂接

P C一 1 5 0。的内存比较小
,

大型程序袂在需要分段编制
,

而 A p lP e l 和 BI M一CP 的内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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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较大
,

故程序一般不需分段
。

对于分段的 CP
一 1郭 。程序利用 C OM T OO L I 一 .2 一 3 传

到 A p拟e l 或 BI M一 PC 后可以合并起来
。

合并起来的方法是
:
首先将各段程序重新编行号

,

使其无重复行号
,

用 R E N UM BER 命令可做到这点
。

然后利用C o p Y 或 PI P 功能将其链接合

并
。

这样处理以后程序便可在 BI M一 PC或 A PP le l 上运行了
。

5
、

实例

原经

我们选用了一个通过鉴定的较大的科学计算程序做了程序传输和数据传输实验
。

是武汉测绘学院大地系平差教研组的
“ PC一 1 5 0 0 机 BA ScI 三角网与边角网平差程序

该程序

程序在
.

P c一 1 5 0否上分为 四 段
。

用 c o M T
oo

L I 一 2 一 3 传 到 I BM一 P c 及 A p p le 上
,

RE N U M BE R 后合并成一个程序
。

对原来程序做了 20 余处的指令性修改并增加了 7个自定义

函数后
,

总程序行数为 4 00
,

这些程序由 P C一 1 5 0。传到 BI M一 PC仅需 4 分钟
。

在 BI M we P C

及 A p lP e l ( C P / M ) 上运行时
,

计算精度由于采用了双精度而又有很大提高
。

下面是运行时

间的比较
。

例 1
、

测角网
:
已知点 1 个

,

未知点 4 个
,

方向观 测 值 17 个
,

边 长 观 测乡个…(某用

RE A D
、

D A T A 语句输入数据 )
。

项 目 { P C一 1 5 0 0 I BM一 P C A p P l e s o f t } A p P l e ( PC / M )

…
一麟

选 用 精 度

运 算
.,

时 间

可 用 内存

双 精 度 双 精 度

( 约 ) 5 0分

16 K

(
.

约 ) 6 分

6 4K

( 约 ) 6 分

2 0 K

( 约 ) 6 分

2 0K

·

例 2
、

三角网
: 已知点 2 个

,

心 ) ,
其它同例 1

。

二

未知点 7 个
,

方向观测 像 36 个
, ;

归 心 元 素 38 个 (大偏

项 目 } P C一1 5 0 0 {
I BM一 P C A P P l t s o f t

( 约 ) 8 0分

双 精 度 …
( 约 ) 1 5分半

。 ( 约 ) 1 5分半

A p P le ( PC /M )

双 精 度

( 约 ) 18分半

度间精时用
:

算选运
,

四
、

用C O M T O O L I 一 2 一 3传法离级捂君程序

.

IBM 一 Pq D 0 s 支持下的各种高级语言源程序文件均是以 A SC H 码文件存于磁盘
,

而通

讯传来的文件也是以 A sC H 码形式存于磁盘
。

CO M T 0 o 玲1 一 2 一 3 正是根据这 一 特 点
,

将 P C一 1 5 0 0 及 A PP le 上以 BA SI C 形式编写的高级语言文件传送到 BI M一cP
,

经去行 号 处

理后存于磁盘
。

因此
,
c O M T oo L I 一 2 一 3不仅是通讯的有力工具

,

同时也是夕护程转换 的

得力助手丁



第 2
了

期 微机通讯软件 CO M T O O L I 一 2 一 3 的开发和应用 姗

所谓 BA sI C形式的高级语言源程序
,

是指在 B A SI C 状态下编写的高级语言程序
,

它 同

原来的源程序编写法不同的地方是
:
征行的高级语言语句前均加有一个行号

。

为 了使源程序

美观
,

最好在行号后加一个双引号
,

否则源程序中的空格无效分下 ilII 是一个 在 P C一 1 5 0 0 或

A PP le 上编制的 P A s C A L 梵塔程序
。

1 0”

2 0 ”

3 0”

4 0 ,,

5 0 "

6 0 ”

7 0 ,,

8 0”

9 0 ”

1 0 0 ”

1 1 0 "

1 2 0”

1 3 0 "

1 4 0”

15 0 ,,

1 6 0”

1 7 0 ,,

1 8 0 ,,

1 9 0”

2 0 0”

2 1 0”

p Ro GR AM h a井0 1砰N p U T
,
O U T p U T ) 、

V A R

t o t a l : IN T EG E R ,

P RO CE D U RE m o v e t o w e r ( h e i g h t
,
f r o m

, to , u s i n g : IN T EG ER ) ,

pOR C E D U RE m vo e d i” k ( at k e o f f
, p u ot

n , i
n et g e r ) ;

.

B E G IN

W R I T E L N ( t
a k e of f

, ’ 一 ) ’ , p u t o n )

耳N D ;
’ -

,

B豆G IN
.

一 ,

;
`

·

IF
·

he 馆ht > o 书一

礼 T H E N
,

.

,

一

“ ,

一 B E G I N

m o v e t o w e r ( h
e i g h t

一 1 , f r o m , u s i n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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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程序在 A PP le 或 P C一 1 5 0 0 上是不能执行的
,

这只是编制程序而不是运行程序
。

该 程

序 (在 A p妙le

P A SC A L

上应先转换成 T E x T 文件 )
`

传到 BI M一此 后经程 序有 动 处理 就
.

还 原 成 了

编详所能识别的源程序了
。

( 见下列程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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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Fh 6 i gh今 0

T H 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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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C一 1 5 0 0 和 A PP l se of t 的 B A S cI 解释程序自动识别程序行中的保留字
,

故这些 程 序 传

到 I BM一 P C 机上以后要调整空格
。

如果在 P C一 1 5 0。机或 A PP 华机上编制运 行 于邓 M一 P C

的 B A S CI 程序时也可采用行号加 引号的办法
,

传输时利用传送高级语言的功能传送 即可
。

这样
,

程序语句中的空格就会照原样保留
。

例如以下在 PC一 1 5 0 0或 A p p le 上编制 的 B A ScI

程序

1 0 a 5 IN P U T “ N U M B E R : ” , N

2 0 a l o F O R I = 1飞劝 N : P R IN T N : N EX T I

用 C OM T O O L传送到 BI M一 P C 后就可自动变成

5 I N P U T a N U M B ER
: ” , N

1 0 F O R I二 1 T O N : PR IN T N : N EX T I

五
、

精 束 语

,

实践证明 C O M T O D L I 一 2 一 3 具有如下优点
:

1
、

充分发挥 了高挡微机的效率
,

发掘 了袖珍微机的潜力
。

2
、

程序的传翰使程序移植变得相当容易
,

这对提高微机程序利用率
、

减少无谓的重复

劳动以及实现 BA sI C 程序通用化等具有重要作用
。

3
、

数据的传输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
。

它使袖珍微机成为高挡微机的智能数据收集器
,

从而免去了钟入大盆数据的繁重劳动
,

并且有效地避免了键入过程所带进的错误
。

4
、

通讯使得同一程序运行于不同机种
,

既实现了程序通用化
,

又使其有了更高的精度

和更快的速度
。

5
、

操作简便
,

提示清晰
,

便于掌握
。

今天
,

微机的应用相当普及
,

减少重复劳动
,

共享有效资源等是对微机发展应用提出的

新要求
,
CO M T 0 0 L I 一 2 一 3 顺应了这个潮流

。

我们相信
,

co M T O O L I 一 2一 3 将在我

国的微机应用中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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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本课题过程中
,

谢
。

微机通讯软件C O M T O O L I 一 2 一 3 的开发和应用

得到了沈国键
、

刘大杰
、

甘伯祥付教授的帮助和指导
,

在此一并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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