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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简要回顾实时系统的开发现状 ,对实时系统可调度性相关理论进行探讨 1提出一种基于实时统一

建模语言对实时系统可调度性进行分析的方法 1通过将系统 RT2UML模型中实时任务的相关数量信息提取出

来 ,在相应分析工具中进行可调度性分析 ,分析结果自动反馈到模型中去 ,实现了对实时系统可调度性进行系

统实现前的离线分析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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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几年的统计资料表明 ,在美国 52% 的软件项目至

少超出预算的 189% , 31% 的软件项目中途被取消 [ 1 ] ;而在

欧洲有 34% 的实时嵌入式软件在开发过程中已被迫取消 ,

72. 7% 的软件在产品开发完成时已超出预算的 50% 1
究其原因主要是 : ( a)、软件本身没有明显的平均经常

成本 1所有的成本都包含在软件的整个生命周期内 ,因而

人们往往更加注重降低显而易见的硬件的平均经常成本 ,

而软件成本却相应增加 1这对软件成本占有更大比重的实

时系统来说势必会超过预算 ,以至影响到软件的正常开发 ;

( b)、实时软件的开发者在使用最流行的软件工程方法学

时 ,总要比其他类型软件的开发者滞后 1目前强耦合的过

程式模块开发还是主流 ,仍旧以程序代码为中心 [ 2 ] 1尽管

有的也采用了面向对象建模技术 ,但由于模型是不可执行

的、模型与代码之间不能动态关联等原因 ,以至于尽管在对

程序代码不断完善的同时也不断的更新模型 ,最终还是会

造成模型与程序代码之间的不一致 ,甚至最后放弃了模型

的更新 1 ( c)、实时系统的功能和性能之间的研究与应用存

在相互独立或脱节的事实 [ 3 ] 1实时系统的正确性不仅依赖

于计算的逻辑结果即功能方面 ,而且还依赖于计算结果产

生的时间即性能方面 (如可调度性 ) 1二者能够有机地结合

起来显得尤为重要 1

1　实时统一建模语言

统一建模语言 (UML ) 自 1995 年被对象管理组织

(OMG)确定为工业标准建模语言以来已被学术界、软件开

发者和软件开发商所广泛接受 ,并成功应用于商业软件的

开发 1但 UML1. x以前的版本在语义精确性方面存在着明

显的不足 ,以至于难以由 UML模型生成产品质量级的代

码、UML模型的可执行也难以实现 1另外 ,没有在 UML模

型中建模有关实时系统实时信息的标准方法 1正是这些缺

陷阻碍了其在实时系统方面的应用 1不过最新的 UML2. 0

有效地解决了这些问题 1首先 OMG采纳了实时 UML特征

文件包 (RT2UML Profile)作为对 UML在实时系统建模方面

的扩展 1该特征文件包定义了在 UML模型中建模实时系

统实时信息的标准方法 ,提供了和系统软硬软件资源相关、

时间相关的量化信息即服务质量 (QoS)的建模基础 ,增强

了 UML在实时系统建模方面的能力 [ 4 ] 1再者 , UML2. 0语

义的精确性也做了很大改进 ,使得 UML模型精确到能由模

型直接生成产品质量级代码甚至是整个应用程序 1因此 ,

对于实时系统的功能方面 ,可以采用模型驱动开发方法创

建可执行的 UML模型 ,在模型层测试所开发实时系统的功

能 ,具体实现过程参见文献 [ 5 ]1而对于实时系统的性能方

面 ,可以通过在 UML模型中建模实时系统相关的 QoS进

行系统实现前的离线分析 1本文将就实时系统可调度性分

析进行深入的探讨 1

2　实时系统可调度性分析相关理论

实时系统可以被刻画成一系列任务集 1所谓任务是指

一个具有独立功能的无限循环的程序段的一次运行活动 ,

是实时内核调度的单位 ,具有动态性、并发性和异步独立

性 [ 6 ] ,多表现为一个独立的线程 1任务包含可执行代码、

数据、堆栈和程序执行的上下文环境等内容 1按照任务到

达情况的可预测性 ,分为周期性和非周期性两种类型 1本
文所讨论的任务为周期性任务 1任务的特性可以通过优先

级、周期、执行时间、就绪时间、最后期限等参数进行描述 1
对一个任务要进行可调度性分析 ,至少要指定其周期、执行

时间和最后期限 1一个任务通常具有 3 个状态 : 就绪

(Ready)、阻塞 (B locked)和运行 (Running)状态 ,其状态转

　收稿日期 : 2005211216;修订日期 : 2006203207

　基金项目 :广东省重点科技攻关资助项目 (2002C1020407; 2003A1040703) ;广东工业大学博士基金资助项目 (053037)

　作者简介 :高军礼 (19732) ,男 ,河南尉氏人 ,讲师 ,博士 ,主要从事计算机控制技术研究 1

943

信阳师范学院学报 (自然科学版 ) Journal of Xinyang Normal University

第 19卷 　第 3期 　2006年 7月 (Natural Science Edition) Vol. 19 No. 3 Jul. 2006



换过程如图 1所示 1就绪状态指该任务准备就绪但还未执

行 ,因为一个更高优先级的任务正在执行 ;阻塞状态指该任

务已请求一个还不能使用的资源 ,或已经请求等待某些事

件的发生 ,或其自身要延迟一段时间时所处的状态 ,有时该

状态还包含悬挂 ( Pended)和延迟 (Delayed)子状态 ;运行状

态指该任务优先级最高并正在运行 1

图 1　实时任务的状态图

F ig. 1 The sta techart of rea l2tim e ta sks

调度算法是用以确定所要调度的任务在某一特定时刻

执行的规则集 1依据调度顺序产生的时机和方式 ,分为静

态和动态两种 1对于一种调度算法 ,如果任务的优先级是

事先确定的则称为静态调度算法 ,或固定优先级调度算法 ;

如果任务的优先级可以根据任务请求而改变 ,则称为动态

调度算法 1静态调度算法在任务集的执行之前就已产生一

个静态调度表 ,在运行时根据该调度表决定就绪任务队列

中即将执行的任务 [ 7 ] 1这类调度算法假设系统实时任务的

特性 (如周期、执行时间、最后期限等 )是已知的 ,可调度性

分析是离线进行的 ,最典型的算法就是单调速率调度

(RMS)算法 ;动态调度算法是在运行期间才决定选择哪个

就绪任务来执行 ,它所根据的是目前已处于就绪态的各个

任务的相关属性 (如期限、松弛时间等 ) ,以此来决定当前

的调度任务序列 ,典型的算法就是期限最近者优先调度

( EDF)算法 1一个系统是否可调度 ,即是指该系统的任务

集中的每个任务能否在各自的最后期限内完成 1

2. 1　单调速率调度 (RMS)

单调速率调度算法由 L iu和 Layland于 1973年提出 ,

是首先为实时系统开发的用于可抢占的实时周期性任务的

静态调度算法 ,已成为其他静态调度算法的应用研究基

础 1
RMS算法可调度性判定的充分条件 :

定理 1　设一任务集 S = {τ1 ,τ2 , ⋯,τn } ,各任务的

周期为 T1 , T2 , ⋯, Tn ,执行时间为 c1 , c2 , ⋯, cn , 任务集 S的

处理器利用率为 U, S可被 RM S调度 ,如果

U = ∑
n

i =1

( ci / Ti ) ≤ n (21 / n - 1) . (1)

L iu和 Layland在文献 [ 8 ]中证明了该算法是最优的 ,

即对于在任何其他静态优先级算法下可调度的任务集 ,在

RM S算法下也是可调度的 1

定理 1是一个充分条件 ,对于一个任务集 S,若 n个任

务的处理器利用率

U ≤ n (21 / n
- 1) ,

则这 n个任务一定可调度 ;如果 U ≥1则这 n个任务一定不

可调度 ;如果

n (21 / n
- 1) < U ≤ 1,

则定理 1并不能判定这 n个任务是否可调度 1
RM S算法可调度性判定的充要条件 :

定理 2　设一任务集 S = {τ1 ,τ2 , ⋯,τn } ,各任务的

周期为 T1 , T2 , ⋯, Tn , 且 Tn > Tn - 1 > T1 , 执行时间为 c1 ,

c2 , ⋯, cn , S可被 RM S调度 ,当且仅当对每一任务τi: Π i, 1

≤ i ≤ n,

m in
( k, l) ∈R i

∑
i

j =1

cj
1

lTk

「
lTk

Tj

ô =

　　 m in
( k, l) ∈R i

∑
i

j =1

U j

Tj

lTk

「
lTk

Tj

ô≤ 1, (2)

其中 , R i = { ( k, l) | 1 ≤ k ≤ i, l = 1, ⋯, õTi / Tk 」}.

由于在系统分析、设计阶段 ,任务的执行时间 (CPU执

行时间 ) 一般是估计值 ,首选定理 1 进行可调度性判定 1
如果不能满足最坏情况上限 ,再使用其他的调度算法 (如

定理 2) 做进一步的判定 1

2. 2　期限最近者优先调度 ( EDF)

期限最近者优先调度算法 ,以最后期限的顺序指定优

先级 ,优先级最高的任务是距离最后期限最近的任务 1因
此在每一个任务结束时 ,余下任务的优先级须重新计算 1
同 RM S算法较低的处理器利用率 (上限 69% ) 相比 , EDF

可以达到 100% 的处理器利用率 ,并且如果 EDF系统过载

或错过了最后期限 ,在错过期限之前 ,它将以 100% 的负荷

运行 1
EDF算法可调度性判定的充要条件 :

定理 3　设一任务集 S = {τ1 ,τ2 , ⋯,τn } ,各任务的

周期分为 T1 , T2 , ⋯, Tn , 执行时间为 c1 , c2 , ⋯, cn , S 可被

EDF调度 ,当且仅当

U = ∑
n

i =1

( ci / Ti ) ≤ 1. (3)

EDF作为一种动态优先级调度算法是最优的 ,即对于在任

何其他动态优先级算法下可调度的任务集 ,在 EDF算法下

也是可调度的 1

2. 3　RM S和 ED F比较
RM S:调度决策运行开销小 ,可预测性强 ,算法实现简

单 1该算法适合于问题需求确定 ,并且运行中不会有较大

变化的情况 1但是当处理器负载增加的时候 ,优先级较低

的任务偶尔会超时 ,灵活性相对差些 ,不适合动态变化的 ,

或不可预测环境下的多任务调度 1CPU利用率虽然较低 ,

但它可以保证所有进程的最后期限都可满足 1权威的《实

时系统 》杂志 1997年第 3期的一份调查报告表明 ,当时所

占市场份额比例较高的 50个实时操作系统中有 41个都支

持这种算法 1本文所采用的即是这种算法 1事实证明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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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固定优先级的做法可满足许多场合下实时多任务的调

度 1
EDF:处理器利用率可达 100% ,算法比较灵活 ,能够应

对变化的运行环境 ,适合于任务不断生成 ,且在任务生成之

前 ,其特性并不太清楚的动态实时系统 1但是 ,相对于静态

优先级算法 ,由于任务的优先级不确定 ,不易协调相互关联

的多个任务 1算法实现比 RM S复杂得多 ,调度决策的运行

开销相对较大 ,且在系统发生瞬间过载时 ,难以保证某些关

键实时任务的时间约束要求 ,很难诊断出即将出现过载的

可能性 1当系统负载相对较低时 ,该算法非常有效 ,但在系

统负载较重时 ,系统性能会急剧下降 ,引起大量任务错过其

最后期限 ,甚至可能导致 CPU执行时间大量花费在调度决

策上 1

3　计算机数控系统可调度性分析

本节将以计算机数控系统 (CNC) 作为实时系统基于

UML模型进行可调度性分析的一个实例 1CNC作为一种典

型的实时系统 ,对其多任务进行调度的目的就是得到一个

多任务的最佳执行顺序 ,当它们按照此顺序执行时能满足

它们各自的时间约束条件 ,使得每个实时任务能够在其最

后期限内完成 1具体做法如下 :首先使用 UML实时特征文

件包中的构造型 ( Stereo type)、标签值 ( Tag Value) 将所要

进行可调度性分析的多任务实时信息 (QoS) 在 CNC UML

模型中标识出来 1然后通过 V isual Basic App lication将这

些信息提取出来 ,在实时可调度性分析工具 Rap idRMAµ中

进行分析 1分析结果则自动反馈至 CNC UML模型中 ,并为

开发者反馈指导性的建议 ,以对所开发实时系统进行修正 ,

其过程如图 2所示 1

图 2　CNC UML模型实时可调度性分析过程

F ig. 2 The schedulab il ity ana lysis

process of CNC UM L m odels

该方法的应用可以在系统分析、设计、实现等多个阶段

对实时系统可调度性进行分析 1而模型驱动开发方法可以

实现在 UML模型层对待开发实时系统的功能进行测试 [ 5 ] ,

两者相结合可以有效解决使用传统开发方法开发实时系统

时所存在功能和性能相脱节的问题 1
图 3是 CNC自动操作模型测试时用以解释 G2code的

解释器对象和用以协调多个运动轴的轴组对象间的交互过

程 , 这两个对象分别对应着 CNC 的 interp reter task,

axisGroup task1在进行可调度性分析前首先在图 3中将每

个任务的相关实时信息 (QoS) 标识出来 1以解释器任务为

例 :该任务包含 evContiStart( ) 事件、in terp ret( ) 子动作和

outData (⋯) 子动作 1 outData (⋯) 的执行时间为 3 m s,其

标识为构造型《Local: : SAAction》,标签值为 RTduration =

(3, ‘m s’) ;与此类似 interp ret ( ) 的执行时间为 4 m s,

evContiStart( ) 的执行时间为 2 m s,此外还需要标识出解释

器任务的期限 100 m s: SAAbsDeadline = (100, ‘m s’) ;该

任务作为一个单独线程的名称 : SAHost = Thread1;该任务

执行的处理器 (节点 ) 载体 : SAExecutionEngine = X86;该

任务的执行周期 100 m s: SAOcurrencePattern = (100,

‘m s’) 1标识完后启动 Rap idRMAµ工具并进行相应的设定

之后 ,就可以对 CNC系统实时多任务进行可调度性分析 1
分析结果会自动反馈至 UML模型中 ,如图 3所示 1由于

《SAAction》RTduration是指包含子动作序列的总计执行时

间 ,因此解释器任务的执行时间为 evContiStart事件、

in terp reter( ) 子动作和 outDate (⋯) 子动作的执行时间之

和 : 2 + 4 + 3 = 9 m s;解释器任务的最坏情况执行时间为 42

m s: SAWorstCase = (42, ‘m s’) ; 被阻塞时间为 14 m s:

SAB locking = (14, ‘m s’) ; 任 务 的 优 先 级 为 253:

SAPriority = 253,该优先级为映射到目标平台下实时操作

系统的优先级 ,其范围和升 /降序含义可以在可调度性分

析前视具体情况进行设定 1该任务的可调度性为真 :

《SATrigger》SASchedulable = True,说明该任务能够在其最

后期限内完成 1同样对 CNC系统的其它实时任务进行可调

度性分析即可确定所开发的实时系统是否可调度 1

图 3　实时任务可调度性分析 UML模型序列图

F ig. 3 UML m odel sequence d iagram of rea l2t im e

ta sk schedulab il ity ana lysis

4　结束语

本文在探讨当前实时系统的开发现状和实时系统可调

度性分析相关理论的基础之上 ,提出了一种基于实时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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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模语言对实时系统的可调度性进行离线分析的方法 1并
在典型的实时系统 ———计算机数控系统中进行了验证 1
实践证明 ,本文所提出的方法结合我们在文献 [ 5 ]中提出

的模型驱动开发方法可以有效地解决当前实时系统开发中

所存在的功能和性能脱节的问题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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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edulab ility Ana lysis of Rea l2T im e System Ba sed on RT2UML M odels

GAO Jun2li1 , L ID i2 , ZHENG Sh i2x iong2

(1. Department of Automation, Guangdong Univ. of Technology, Gunagzhou 510006, China;

2. Department ofMechanical Engineering, South China Univ. of Technology, Gunagzhou 510006, China)

Abstract: The actuality of real2time system development is reviewed and the correlative theories for real2time sys2
tem schedulability analysis are discussed. One method for real2time system schedulability analysis is p resented

based on real2time unified modeling language. W e have realized the off2line real2time schedulability analysis be2
fore system imp lementation. Through distilling the correlative quantities information of real2time task in the sys2
tem real2time UML models and analysing by the corresponding tool, the result can be fed back to the models au2
tomatica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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