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级综合实现从高层次抽象行为描述到低层次物理实现的 自动转换 该过程涉及到行
为

、

结构和物理三个领域
,

贯穿系统级
、

算法级
、 、

逻辑级和 电路级等多个层次 相

应地工艺映射可以在不同的层次上以不同的方式进行 高层次工艺映射是指在 目标工艺能
够提供大粒度工艺单元的前提下

,

在 层次直接进行的工艺映射
将高级综合结果用具体的工艺实现有多种不同方法 但归纳起来无外乎两类

,

份类是在
高级综合阶段直接使用 工艺元件 【 ,

、

这类方法将高级综合与工艺映射合二为一
,

对
某个特定的工艺库效果很好 另一类是较为传统的方法

,

首先将行为描述经高级综合转化为
抽象结构描述

,

再经工艺映射用工艺元件实现最终的设计 ’
一

传统方法中
,

多数是在逻辑级进行工艺映射
。

但先要对抽象的 结构进行处理
,

有
的采用模块生成器 的方法

,

将模块生成器与逻辑综合工具集成在一起
,

降低抽象层次
,

使逻辑级工艺映射得以进行 有的使用部件生成器为 耽 通用元件产生
逻辑方程

,

将这些方程和约束条件传递给逻辑综合系统 , “ ,
。

另外
,

同 可将 结
构映射到 有的方法以延时为优化 目标

,

一个 结构也可以被划分为几个部
分

,

用多个 实现
。

也可直接针对 工艺库进行映射 ‘〕 对 算术逻辑部

一 一

收到
, 一 一

定稿

本项研究承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
、

国家教委博士点建设基金
、

国家九五攻关项目和国家部级科研项目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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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工艺映射的知识表示示意图

我们认为
,

这种扩充产生式表示具有以下特点
对表层知识的有效表达 可以较好地表达人类思维和工艺映射领域的知识

便于知识的获取 产生式表示格式固定
,

规则间较为独立
,

相互牵连少 产生式系

统的知识库与推理机独立
,

使知识库的建立
,

维护较为容易

便于知识的利用 其推理方式较为单纯
,

有利于简化推理机结构

易读性好 一 的结构接近人类思维和会话的形式
,

易于被人理解
,

不须作

出解释

知识 的选择与使用

求解控制策略
求解的控制策略分为正向求解

、

反向求解和混合求解 本文方法采用正向求解的控制策
略 图 是求解控制策略的示意图 求解机制从待映射的抽象 网表中扫描到一个元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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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
,

遍厉知识库
,

得到所有候选产生式
,

再从候选产生式中选取最佳者
,

一般是延时和面
积最小者

。

最后
,

执行产生式右部的动作
,

构造出 棵树
,

树的叶子全部为工艺单元
,

该树

图 求解控制策略示意图

将算法嵌人知识系统
在规则性 良好问题的求解方面

,

基于算法的方法较为简洁而有效 在高层次工艺映射
中

,

单元扩展是用 个相同的工艺单元构造一个 元件
,

多数场合用算法实现较为有
利

,

可以大大减少知识库的规模
。

单元扩展可分类如下
并联式单元扩展 通用元件由相同的工艺单元并联而成

,

有的需要附加逻辑

级联式单元扩展 通用元件由 。 个相同的工艺单元级联构成
。

复杂单元扩展 通用元件由 。 个工艺单元和较多的附加逻辑构成
。

我们采用将单元扩展算法嵌入基于知识的求解控制策略 当求解机制扫描到抽象
网表中适于单元扩展的 老 元件时

,

与知识库中有关单元扩展的知识匹配 单元扩展的知
识一方面提供一个用于单元扩展的库单元样板

,

一方面启动单元扩展算法实现单元扩展
实现单元扩展算法的基本思想是先将库单元样板复制 次

,

再按单元扩展的类型实现
各库单元的互连

,

有的要增加附加逻辑
。

单元扩展的类型由知识库中的知识提供
。

算法
,

单元扩展

输人 待扩展的 通用元件
,

·

实现 的最佳规则
。

输出 由 和附加逻辑组成的网表
。

开始
步骤 由 形 得出库单元样板 和扩展类型

步骤 求解满足条件 叫 三 。 俪 的 的最小值
。

步骤 将 复制 次

步骤 增加必要的附加逻辑
。

步骤 按扩展类型 介 连接各工艺单元
。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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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库的外部存储应该是文本格式 这样 可使用任何一种文本编辑器
使用 的半 自动获取方式 用 描述一个 通用元件的构成

,

然后借

用高级综合器的 编译器将其编译成中间结构
,

再提取成网表
,

计算这种实现的总面
积和延时

,

最后转换成知识库格式并追加到知识库 这种方法较灵活
,

尤其是对于某些参数
化的 位 元件

,

用 的描述方法很容易 自动产生 一 位的各种变形
。

使用逻辑图输入的半 自动获取方式 借助其它逻辑图输入工具
,

直接输入 通用

元件的构造
,

产生网表 知识获取辅助工具提取该网表
,

计算面积和延时
,

将其转换为知识
库格式并追加到知识库 这种途径的优点是直观

,

但需要在逻辑图输入工具上建立一套工艺

单元的符号库
。

知识库维护
当引入一条新知识或对知识库中的知识进行修改时

,

会对知识库中其它的知识产生影
响

,

发生重复
、

冗余
、

矛盾和循环等不一致现象 知识库维护是消除这些不一致现象 知识
重复性的检查可以用知识库静态搜索 比较的方法实现

,

不再赘述 冗余性和矛盾性的检查方
法非常类似

。

即从某一条知识 ‘ 的前提出发
,

使用其它知识 。推理
。

〔 知识

库
,

但 并乞 若能推出结论
,

而且结论与该条知识的结论相同
,

则是冗余
。

若能推出结论但
与该条知识的结论不同

,

则可能是矛盾 因此
,

这种冗余的检查与消除可与矛盾性的检查同

时实现
,

由求解机制 自动地找出可能冗余或矛盾的知识
,

由人工干预确定这些知识的取舍
算法 给出了这种冗余性和矛盾性的检查思想的实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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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基于 的高层次工艺映射知识的知识获取方法

提出并实现一种能检查冗余性和矛盾性的知识库维护方法

提出并实现算法嵌入知识系统与知识相结合实现单元扩展的策略

上述工作在我们实现的高级综合系统 恤 中得到了充分验证 因篇幅所限
,

用本文
方法实现的系统及其运行结果请参阅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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