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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名人推荐】
　　我第一次翻开这本书时，立刻被这本书的覆盖范围之广所深深打动，它覆盖了规约和建模、演绎
验证、模型检验、进程代数、程序测试、状态与消息序列图。
除了对每个方法进行了相当深入的介绍以外，本书还讨论了应当在何时选取何种方法以及在选择这些
方法时所必须做出的权衡。
书中结合当前工具，使用很多具有挑战性的实例来说明各种技术。
我还没看见过其他任何覆盖同样内容的书籍能达到如此的深度。

　　同时，本书描述了应用形式化方法的过程：从建模和规约开始，然后选择一个合适的验证技术，
最后测试程序。
这些知识在实践中是十分必要的，但是却很少在软件工程的课本里面出现。
我确信这本书将会取得巨大的成功。
我向所有对软件可靠性问题感兴趣的读者强烈推荐这本书。

　　—— Edmund M. Clarke教授
　　图灵奖获得者，卡内基-梅隆大学
　　【内容简介】
　　用于创建可靠软件的形式化方法一直处于不断的开发和改进之中。
最近，人们对于形式化方法工具的重要组成有了更深入的理解，从软硬件开发业界逐渐接受可靠性工
具这一点就可以体现出来。

　　本书介绍了各种能解决软件可靠性问题的方法。
理想情况下，形式化方法应该用起来直观，学起来简洁、快速，对开发过程的影响微乎其微。
本书对各种方法进行了比较，揭示了它们各自的优点和缺点，同时紧扣自动机理论和逻辑这两个主题
。
在尽可能减少背景知识介绍的前提下，本书向非专家读者描述了多种技术，并且针对软件工程领域的
研究人员和专业人士介绍了一些高级技术。

　　本书主题和特点：
　　? 集中介绍目前常用的重要软件可靠性方法，并将它们互作比较，这些方法包括：演绎验证、自
动验证、测试和进程代数
　　? 为具体项目的软件选择过程提供有用信息
　　? 提供了大量的练习、项目和连续性的实例，方便读者学习形式化方法并能够亲手使用这些工具
　　? 介绍了支持形式化方法的数学原理
　　? 对于该领域未来的研究方向，以及开发新方法和改进现有技术提出了有益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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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早期的形式化方法是基于文本的，具体包括对系统的形式化表示、系统属性的规约以
及与工具、测试和验证结果的交互过程。
近年来，研究人员和从业人员开始意识到对软件进行可视化表示将会极大地提高软件开发效率。
在许多情况下，人们通过对代码的可视化表示的观察，能够得到一些新的信息，如不同的程序对象以
及它们之间的关联、控制流、通信模式等。
这种直观的理解是无法通过一行一行地阅读代码获得的。
使用可视化表示法的趋势在软件开发方法学（如UML[46]）所使用的多种图中都得到了最好的反映。
这些不同种类的图可以用于描述系统的体系结构、系统中包含的不同进程或对象、进程或对象的交互
、进程或对象的转换、典型和异常的执行、系统模块之间的关联等等。
本章将讨论如何通过可视化表示来给形式化方法带来益处。
可视化系统所带来的好处是我们可以把呆板的语法映射成图形化对象之间的关系。
例如，考虑一下，在描述自动机时，使用状态转换图或者使用包括初始及结束状态的状态转换表，哪
个更易于接受？
由此可见，可视化的表示在演示动态过程时有着独特的优势。
再如，在表示模型检验中的某个反例时，一张标记了执行路径的流程图显然要比只是简单地列出其所
执行过的代码要更加直观。
11.1 在形式化方法中运用可视化我们已经见过了一些既可以用文本化也可以用图形化描述的符号。
其一是自动机，它通过文本化或图形化的方式来描述系统的组成成分。
其二是流程图，它使用图的形式展示程序。
这些示例展示了基于文字和基于图形的两种不同表示方法。
这两种表示方法之间的转换都被形式化地定义过。
形式化方法的工具通常允许用户与图形化的表示进行交互。
对象的添加、删除、复制、大小调整、重定位、改变标签等都已经基本上成为了图形化表示方法中的
标准操作。
由于互联网的广泛使用，一些常见的选择或者更新操作在屏幕上都是以同样的感官展现。
而这些带给用户的好处就是可以花费更少的时间来熟悉一个新的系统。
由于目前计算机对文本数据的处理仍优于对图形化数据的处理，所以基于可视化表示的工具通常需要
在图形化和文本化描述形式之间做转换。
基于文本的表示通常是存储在文本文件里面的。
当工具需要使用这个表示的时候，需要先读入这个文本文件，然后生成图形化的表示，最终显示出来
。
当用户通过和工具之间的交互改变了图形化表示的时候，那么工具就要对应地修改该文本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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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软件可靠性方法》编辑推荐：集中介绍目前常用的重要软件可靠性方法，并将它们互作比较，这些
方法包括：演绎验证、自动验证、测试和进程代数，为具体项目的软件选择过程提供有用信息，提供
了大量的练习、项目和连续性的实例，方便读者学习形式化方法并能够亲手使用这些工具介绍了支持
形式化方法的数学原理，对于该领域未来的研究方向，以及开发新方法和改进现有技术提出了有益的
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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