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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中的 C o m m o d o r e CB M 4 0 4 0

广西计算中心 刘连芳

摘 要

文章通过实例说明使用 C B M 4 0 4 0 机遇到的问题
,

提供 了解决文件 结 构 问 题 的 办

微型机一般由于速度
、

字长等因素的限制不宜作大型数值计算
,

但仍可作一般 数 值 计

算
。

另外
,

因为它具有较强的文件处理功能
,

所以在数据处理中非数值计算方面的应用颇受

欢迎
。

加之操作简单
、

方便
,

因此
,

近几年
,

微型机得到 了广泛的应用
.

但是
,

目前有些微型机 还存在 一定问题
。

我们仅 介 绍 使 用 C o m m od ol ,e 公司的 C B M

4 0 4 0中遇到的主要问题 (有些问题属于硬件故障 )
,

并提 出个别问题的解决办法
.

一
、

文件处理功能

C B M 4 0 4 。机的文件处理功能较差
,

且相关的一些语句的功能不稳定
。

1
、

文件结构

由于在写入每个数据时
,

丢失了数据间的分隔符
,

所 以无论是相关文件还是顺序文件
,

一般简单处理成一个记录只能写入一个数据
,

方能保证取出时不产生混乱
。

例 1
:

有时一个记录可以写 入一个以上的数据
,

读出时不混乱
。

1 O A $ =
“
2 2 3

.

4 6 6
” :

B$一
“
6 5 4

.

3 2一”

2 0 D O P E N # l
, “

T A S K 7
” ,

W

3 0 P R IN T # l
,

A $
,

B $

4 0 D C L O SE # l

5 0 D O P E N # 1
, “

T A S K 7
”

6 0 IN P U T # l
,

A 本
,

B$

7 0 D C L O E # l

8 0 P R IN T V A L ( B $ )

.
注

:

我 f]’1 所 用 C B M 4洲侧飞配 有 B A SI C 语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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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2

R U N

1 2 3
.

4 5 6

R E A D Y

有时会发生混乱

A = 12 3 4

S A $ 二
“ 一2

, , ;
B$ 二

“ 3 4
”

6 5 4
.

B二

2 0 D O P E N 株 z
, “

D S
, , ,

W

3 0 p R I N T # l
,

A $
,

B$

4 0 D C L O S E # -

5 0 D O P E N # 1
, “

D S ”

60 IN P u T # 1
,

A $
,

B $

7 0 D C L O S E # 1

8 0 P R I N T
“
A =

” ; v A L ( A $ )
, “

B =
” ;

v A L ( B $ )

R E A D Y

例 3

A 一 12 3 4 5 6 B = O C ~ O

2 0 D O P E N # l
, “

D I ”
,

W

3 0 P R IN T # 1
,

] 2 :
34

; 5 6

4 0 D C L O S E # 1

5 0 D O P E N # l
, “

D l
”

6 0 I N P U T # l
,

A
,

B
,

C

7 0 D C L O S E # 1

8 o P R l 可下
“

入 二
” ; 入

, “

日二
” ; B

. “

C 一
” ;

C

R E A D Y

例 4
、

A = 1 2 3 4 B 二 0
C 一 O

2 0 D O P E N # 1
, “

D Z
, , ,

L g

3 0 P R I N T # 一
,

1 2 ;
3 4 : 5 6

4 0 D C L O S E # l

5 0 D O P E N # 1
, “

D Z
”

6 0 IN P U T # 1
,

A
,

B
:

C

7 0 D C L Q S E #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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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0 P R I N T
“

A 一
” :

A
, “

B 一
’ ,

B
, “

C 一
” ; C

R E A D Y

一个记录只是一个数据
,

这势必增加存
、

取数据所需的语句数量
,

过于繁琐
。

特别对相

关文件
,

还会浪费存储空间
。

例如
,

要建一个人事挡案文件
,

每人的资料包括编 号
、

姓 名
、

性别
、

年零
,

职务
· ·

…
,

其中有字符 串数据
,

也有数字数据
,

各项
一

长度 差 别 软 大
。

例 如 性

别代码只 }片一位
,

而姓 名要占十几位
。

但不同人同一项数据长度相近
。

若耳个人的所有数据

项放在一个记录里
,

各个记录 长度就近似相等
,

据此定义的记录长度不会造成存储 空间的大

量浪费
。

但若一个记录只能放一项数据
,

所定义的记录长度 ( 选各记录长的最大值 ) 与有些

数据的实际长度 ( 例如性别代码 ) 差距很大
,

就会造成较大的浪费
。

另外
,

在 相关文件中
,

一个人的有关信息分为若干个记录
,

在检索时
,

需对记录号进行计算
,

又会大大 增 加 工 作

量
。

所 以一个记录只有一个数据会造成众多不便
,

大大降低了文件处理的功能
。

对系统设计的这种问题
,

可以想办法予以解决
。

参照
“

E Y C B A S I C 编程指南
”

( 广州远华电气公司 ) 中对磁带文件的处理 方 法—
强制加分隔符

。

( 为了便于叙述
,

以下
,

我们称之为强制分隔符 )
。

l )
、

采用字符常量的形式
。

例如
:

P R IN T # 1
,

F $
: “ , ” ; M零

; “ , ” ; L $
2 )

、

采用字符串函数 C H R $ ( A ) 的形式
。

其中 A 为分隔符的A S C l l码
。

例如
:

p R I N T # 1
,

F 本
; C H R $ ( 4 4 )

;

M $
;

C H R $ ( 4 4 )
;

I
J

$

其中 C H R $ ( 4 4 ) 即为逗号 (
,

)
。

强制分隔符在里写入时是字符串常量或字符函数
,

但在读出时是分隔符
。

与
“
E Y C B A S I C 编程指南

”

所介绍方法不同的是 C B M 4 04 0不能用空格作 强 制分隔

符
,

无论是对顺序文件还是对随机文件
;

无论是读数字
,

还是读字符串
,

均是如此
。

例 5

A ~ 比 24 3 5

2 0 D O P E N # 1
, “

B 3
” ,

W

3 0 P R IN T # 1
,

1 3
; “ ” ; 2 4

; “ ” ,

3 5

4 0 D C L O S E # z
:

D O P E N # x
, “

B 3
”

5 0 IN P U T # 一
,

A $
,

B$
,

C $

6 0 P R I N T
“

A =
” ;

A $
, “

B二
” ;

B$
, ` 4

C 二
” :

C $

7 0 D C L O S E # -

例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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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
一 ~一

·

~ ~一一` 一
注一

一
` 声

一
, ` 护 `

~ ~

一
, .匕侧 . . . . , . ~ ` 一

一一
. ~

,

一~ ~ ~ `

一 ~ 曰 ~ ,
.一

2 0 D O I
,

E N # 一
, “

B 。
” ,

L 1 3

3 0 P R IN 飞
`

# 一
,

1 3 ; “ ” ; 2 4
; “ ” :

3 5

4 0 D C L O S I乙# 一:
D O P E N # l

, “

B 9
1 ,

50 I N P U T # ]
,

A $
,

B $
,

C $

6 0 P R I N T
“

A =
” ;

A $
, “

B =
, ,

;
B$

, “

e =
, , ;

C $

7 0 D C L O S E # l

例 7

A ~ 1 3 2连3 5 B = 0 C = O

2 0 D O P E N # l
,

1 3
, “

A 7
” ,

L 5 3

3 0 P R I N T # l
,

1 3
, “ ” ,

2 4
, “ ” ,

3 5

4 0 D C L O S E # l :

D O P E N # 1
, “

A 7

5 0 I N P U T # l
,

A
,

B
,

C

6 0 p R I N T
“

A ~
” ;

A
, “

B 一
” ;

B
, “

C 二
;

C

7 0 D C L O S E # l

例 8
、

A 一 23 24 3 5 B 一 0 C = 0

2 0 D O P E N # l
, “

A S
” ,

L 1 3

3 0 P R I N T # 一
,

一3 ; “ ” ;
2 4 ; “ ” ; 3 5

4 0 D C L O S E # 1
:

D O P E N # 1
, “

A S
”

5 0 I N P 以
’

r # l
,

A
,

B
,

C

6 0 P R I N T
“

A 二
’ , ;

A
, “

B =
” ;

B
, ’ `

C二
” ;

c

7 0 D C L O S E # l

分号有时可以作强制分隔符
,

有时又不可以
,

所以最好不用
、

例 9
、

2 0 D O P E N # l
, “

A g
” ,

L 1 3

3 0 P R xN T # l
,

1 3
; “ ; ” : 2 4 ; “ ; ”

3 5

4 0 D C L O S E # 1
:

D O P E N # 1
, “

A g
”

5 0 I N p U T # z
,

A
,

B
,

C

。 0 P R IN T
“

八一
:

八
, “

B二
” ; B

, “

C =
” ;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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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C DL O S E# l

R E A. 丫

R lj N

·
,

F I L E D A T A F R R O 尺 IN 引 、

R E A D Y
。

例 10
、

例 1 ]
、

例 1 2
、

A一 1 3 3 5

2 0 D O P E N # 一
, “

A g
” ,

L 一3

30 P R I N T # 1 1 3 ; “ : ” ;
2 4 “

4 0 D C L O S E # l
:

D O P E N # 1
,

50 U可P U T # l
,

A $
,

B冬 C $

60 P R IN r’ A 一
’ , ;

A $
, “

B =
” ;

了。 D C L O S E # 1

A 9

一3$
, “

C 一
” ;

C $

J之E A I) 、

八一 1 3
;

2 4
;

肠

2 0 D O P E N # 1
, “

B 6
” ,

W

3 0 P R I N T # l
,

13
; “ ; ” ;

24
; “ : ” ;

3 5

4 0 D C L O S E # 1 :

D O P E N # l
, “

B 6
”

5 0 I N P U T # l
,

A $
,

B $
,

C $

60 P R I N T
“

A 一
” ;

八冬
“

B 二
” ;

B $
, “

C 一
” ;

C $

7 0 D C L O 弓E # l

R E A D Y

S A $ 一
“

1 2 3
’ , :

B S 一
“
4 5 6

’ , :

C车=
“
7 8 9

”

10 D O P E N # 5
, “

T A SI 们 。
” ,

W

20 P R 工N T # 5
,

A $
,

B $
,

C $

3 0 D C L O S E # 5

4 0 D O P E N # 5
。 “

T A S K 10
”

” I N P U T # 5
,

A $
;

B $
,

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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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0

7 0

R U N

D C L O S E # l

p R I N T A $
,

B$
,

e $

12 3

唯一可靠的强制分隔符是逗号
。

例 1 3
、

A 二 13

4 5 6 7 8 9

B$ = 2 4 C 一 3 5

2 0 D O P E N # z
, “

A Z
” ,

L 1 3

3 0 P R IN T # 1
,

1 3 ; “ , ” ;
2 4

; “ , ” ; 3 5

4 0 D C L O S E # 1 :

D O P E N # z
, “

A Z
”

5 0 xN P U T # 、
,

A
,

B $
,

e
,

D $
,

E

6 0 P R x N T
“

A =
” ;

A
, “

B$ =
” ;

B本
, “

e =
’ ` ;

e

7 0 D C L O S E # 1

R E A D Y

例 1 4
、

A 一 1 3 B$一 2 4 C 一 3 5

2 0 D O P E N # 一
, “

A I
” ,

W

3 0 P R IN T # 1
,

1 3
: “ , ” ;

24
; “ , ” ;

3 5

4 0 D C L O S E # l :

D O P E N # 1
, “

A I
”

5 0 x N I
,
U T # x

,

A
,

B$
,

C
,

D $
,

E

6 0 P R IN T
“

A =
’ , ;

A
, ”

B $ =
;

B $
, “

C 一
” :

c

7 0 D C L O S E # l

R E A D Y

在加强制分隔符字串时
,

对 P R I N T # 语 句中各数据间的分隔符也需注 意
。

逗号还是分号影响到每个数据所占据的存储空间
。

顺序文件中
,

数据 占据的空间可从错误地使用空格或分号作强制分隔符时
,

状况来判断
。

例 15
、

分隔符为分
一

号
,

每个数字多占一个字节

A 一 1 3
:

2 4 3 5 B 一 C

该 分 隔 符是

读出数据的

2 0 D O P E N # 1
, “

B Z
” ,

W

3 0 P R IN T # l
,
1 3 ; “ ; ” ; 2 4 3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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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0 DC L O S E# l
:

DOP EN# I
, “

B Z
”

5 0 I N p U T # l
,

A $
,

B $
,

e $

6 0 p R IN T
“
A 二

” ; A本
, “

B 二
” ;

B $
, “

C 二
” ;

C举

7 0 D C L O S E # 1

8 0 C M D S :
L I S T

R E A D Y
.

例 1 6
、

分隔符为逗号
,

数字多占 11 个字节

A = 13

20 D O P E N # z
, “

B S
” ,

W

5 0 P R IN T # z
,

一3
, “ ; ” ,

2 4
, “ ; ” ,

3 5

4 0 D C L O S E # z :

D O P E N # l
, “

B S
”

5 0 IN P U T # l
,

A $
,

B$
,

e $

6 0 P R IN T
“
A =

” ; A $

7 0 D C L O S E # l

5 0 CM D S :
L I S T

R E A D Y
。

例 17
、

A = 1 3

2 0 D O P E N # 1
, “

B 4
” ,

W

30 P R IN T # z
,

23
, “ ” ,

2 4
, “ ” ,

3 5

4 0 D C L O S E # z :
D O P E N # z

, ·̀

B 4
”

5 0 I N p u T # l
,

A $
,

B $
,

C $

6 0 P R IN T
“

A 二
’ , ;

A $
7 0 D C L O S E # l

R E A D Y

例 18
、

分隔符为逗号
,

每个字符串多占10 个字节

A $ = 1 3 2 4
3 5

2 0 D O P E N # l
, “

C Z
” ,

W

3 0 P R IN T # l
, “

1 3
” , “ ” , “

2 4
” , “ ” , “

3 5
”

4 0 D C L O S E # x
:

D O P E N # x
, “

C Z
”

5 0 , N P叮 T # 1
,

A $
,

B $
,

e $

60 P R IN T
’’

八$ =
” ; A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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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一一

一一

一
一

- ~. ~一
. . . . . . . . . . . . . . . . . . . . . .目 . . .七卜 -一

~

-
.

一
~

一

一
.

6 0p R INT
“

A $ ~
” ;

A $

0 7DO C LSE # r

F E A D Y

对相关文件
,

可从其记录长度判断每个数据所 占空间
。

例 19
、

A 一 1 2 B ~ 3 4

20 D O P E N # z
, “

C ?
” ,

L 28

3 0 P R I N T # z
,

1 2
, “ , ” ,

3 4

4 0 D C L O S E # l :
D O P E N # 一

, “

C 7
”

5 0 IN P U T # l
,

A
,

B

60 P R IN T
`

A =
” ;

A
, “

B =
” :

B

70 D C L O S E # l

五E A D Y

例 20
、

A = 1 2 B一 3

20 D O P E N # 1
, “

C 6
” ,

L 2 7

3 0 P R IN T # 1
,

一2
, “ , ” ,

3 4

4 0 D C L O S E # l :
D O P E N # z

, “

C 6
”

5 0 I N P U T # 1
,

A
,

B

6 0 P R I N T
“

A =
” ;

A
, “

B =
” ;

B

7 0 D C L O S E # l

R E A D Y

从例 19
、

20 可以看出存两个 2 位数
,

记录长度至少为 28
.

例 2 1
、

A 二 1 2 3 B = 3 4

2 0 D O P E N # 1

3 0 P R IN T # 1
,

4 0 D C L O S E #

5 0 IN P U T # l

, “

C g
” ,

L 2 9

12 3
, “ , ” ,

3 4 5

x :

D O P E N # 1
, “

C g
”

A
,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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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T I P R N
“

A一
” ;

A
, “

B二
”

B

7 0 D C L O S E # l

R E A D Y

例 2 2
、

A = 1 2 3 B 一 3 4 5

2 0 D O P E N # 1
, “

C S
” ,

L 3 o

3 0 P R I N T # l
,

1 2 3
, “ , ” ,

3 4 5

4 0 D C L O S E # 一:

D O P E N # 一
, “

C S
”

5 0 I N P U T # l
,

A
,

B

6 0 P R IN T
“

A =
” ;

A
, “

B =
” ;

B

7 0 D C L O S E # l

R E A D Y

例 21
、

22 说明
.

存两个 3 位数

例 2 3
、

存 3 个 2 位数
。

A ~ 1 3

记录 长度至少为 3 0
。

B 一 2 4

2 0 D O P E N # l
, “

A 6
” ,

L 5 3

3 0 P R I N T # 1
,

1 3
, “ , ” ,

24
, “ ,

4 0 D C L O S E # 一:

D O P E N # l

5 0 I N P U T # 1
,

A
,

B
,

C

6 0 P R IN T
“

A =
” :

A
, “

B =
” ;

7 0 D C L O S E # l

,

3 5

“

A 6
”

B
, “

C =
” ,

C

R E A D Y

例 24
、

A 一 1 3 B = 2 4

20 D O P E N # l
, “

A S
” ,

L 5 2

3 0 P R IN T # l
,

2 3
, “ , ” ,

24
, “ ,

4 0 D C L O S E # 王:

D O P E N # l

50 IN P U T # l
,

A
,

B
,

C

哈0 P R IN T
“

A =
” ;

A
, “

B =
” ;

” ,

3 5

“

A S
”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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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7D C O LS E # l

REA DY

从例 1 9一 2 4可以看出
,

分隔符为逗号
,

每个数字多占川个字节

例 25
、

分隔符为分号
,

每个数字多占一个字节

A 二 r 3 B$ = 2 4 C ~ 3

2 0 D O P E N # l
, “

A 3
” ,

L 1 2

3 0 P R I N T # l
,

2 3
; “ , ” ; 2 4

; “ , ” ;
3 5

4 0 D C L O S E 株 l :

D O P E N # 1
, “

A 3
”

5 0 I N P U T # 1
,

A
,

B$
,

C
,

D $
,

E

6 0 P R z N T
“

A ~
” ; A

, “

B $ =
” ;

B本
, “

C 二
” ;

e

7 0 D C L O S E # 1

R E A D Y

例 26
、

分隔符为分号
,

字符串不多占用存储单元

A $ = 一3 B $ = 2 4 C $ = 3 5

2 0 D O P E N # 1
, “

B z
” ,

L s

3 0 P R IN T # l
, “

13
” : “ , ” ; “

2 4
” : “ , ” ; “

3 5
”

4 0 D C L O S E # 1
:

D O P E N # z
, “

B l
”

5 0 xN P u T # 1
,

A本
,

B $
,

C $

6 0 P R I N T
“

A $二
’ , ;

A $
, “

B$一
’ , :

B $
, ·̀

C冬~
’ ;

C $

7 0 D C L O S E # l

R E A D Y

综上所述
,

分隔符为分号时
,

若写入的是数字
,

就多占一个字节
。

字符串不多占空间
.

分隔符为逗号
,

则所有数据后面都要比分隔符为分号时多占 l 。个字节
。

所 以
,

使用逗号比使

用分号多浪费很多空间
。

在这里
,

逗号和分号的作用与打印机输出时 P R IN T # 语 句 中逗
、

分号作用相似
。

所 以对数据 文件使用强制分隔符时
,

P R I N T # 语句中 各数据 间的分 隔 符拟

采用分号为宜
.

( 强制分隔符字串在此处也是数据 )
。

若需进 一 步压缩存储
,

还
一

可将数字数据转换为字符串数据
。

但这样做
,

就要增加程序 没

计和存取数据
、

特别是存取数据的工作量
。

2
、

A P P E N D # 语句

该语句的功能是 向顺序文件末尾添加数据
。

但在使用中
,

有时正常
,

有时又会失 去它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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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功能
.

例 2 7
、

用 A P PN E D#可以向文件未尾添加数据

A二 1 1 IB二 2 2 2

20 DN E P O# 1
, “

D 6
” ,

W

3 0 P R I N T # 1
,

1 1 1

4 0 D C L O S E # l

5 0 A P P E N D # l
, “

D 6
”

5 5 P R IN T # 1
,

2 2 2

6 0 D C L O S E # 1

7 0 D O P E N # 1
, “

D 6
”

5 0 I N P U T # x
,

A
,

B

9 0 D C L O S E # 1

10 0 P R IN T
“

A 一
” ;

A
, “

B =
” ;

B

R E A D Y

例 28
、

有时用 A P P E N D # 却将数据
“

添 加
”

到文件开头

S A $ =
` ·

1 2 3
, , :

B$ =
“
4 5 6

, , :
C $ =

“
、 5 9

, ,

1 0 D O P E N # 5
, “

T A S K l o ” ,

W

2 0 P R IN T # 5
,

A牢
,

B牢
,

C本
3 0 D C L O S E # 5 :

A本=
“

A B C
, , :

B$ 二
“

QW E
”

4 0 A P P E N D # 5
, “

T A S K l o
”

6 0 P R I N T # 5
,

A $
,

B$

6 0 D C L O S E # 5

7 0 D O P E N # 5
, “

T A S K l o
”

8 0 xN P u T # 5
,

A $
,

B $
,

C $

9 0 D C L O S E # 5

x o o P R IN T A $
,

B零
,

C $

RU N

A B C QW E 7 8 9

3
、

IN PU T # 语句

有时使用 IN P U T # 语句读出多个变量竟会出现错误
,

再重复运行
,

错误又消失
.

例2 9
.

1 0 D O P E N # 1
, “

D A T A
” ,

W

2 0 P R IN T # 一
,

10
,

2 0
,

3 0
,

4 0
,

5 0
,

6 0

3 0 D C L O S E # l

4 0 D O P E N # z
, “

D A T A
’ ,

6 0 IN P U T # 1
,

A
,

B
,

C
,

D
,

E
,

F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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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0

R UN

D C L O SE # z

P T R I N
“

A =
” ; A

, “

B =
, , ; B

, “

C =
” ;

C

P R IN T
“

D =
” :

D
, “

E =
’ , ;

E
, “

F =
” ; F

n
ù

0
内匕一̀

? F I L E D A T A E R R O R I N 5 0

4
、

P R I N T # 语句

该语句有时会无缘无故出现句法错误
.

例 30
、

1 1 0 P R I N T # 1
,

A $

1 1 x P R I N T # l
,

B$

1 一2 P R IN T # 1
,

C $

R U N

? S Y N T A X E R R O R IN 1 1 0

5
、

超过顺序文件未尾与超过相关记录未尾读取数据
.

i) 使用顺序文件时
,

超过文件未尾读取数据不出现错误
,

只相当于该语句未执行
。

例 3 1
、

A = 13 : 2 4 ; 3 5

A 二

A =

2 0 D O P E N # l
, “

B Z
” ,

W

3 0 P R I N T # x
,

1 3 ; “ ; ” ; 2 4 ; “ ; ” ; 3 5

4 0 D C L O S E # 1
:

D O P E N # 1
, “

B Z
, ’

5 0 I N P U T # l
,

A $
,

B$
,

e $
6 0 P R IN T

“

A =
” ;

A $

6 S M = M + 1

6 6 I F M < 5 T H E N A $ =
” ” :

G O T O 5 0

7 0 D C L O S E # l

R E A D Y

ii )使用相关文件时
,

可 以超过记录未尾读取数据
。

例 3 2
、

A 一 1 2 C = 0

2 0 D O P E N # 1
, “

C 4
” ,

L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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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R I P NT1 #
,

12

5 0 R E C O R D # x
,

1

6 0 IN P U T # 1
,

A
,

C

7 0 P R I N T
“

A =
” ;

A
, “

C 二
” ;

C

R E A D Y

( 但试验证 明
,

不可超过相关文件末尾读取数据
。

以上两种情况易引起读取数据的混乱
。

二
、

数值计算中的误差及混乱

一般微型机虽不宜作大规模数值计算
,

但总可胜任一般计算
,

且精度完全达到原设计要

求
.

但我们的 C BM 4 o 4 。在计算中常发生不应有的误差
,

甚 至发生严重混乱
,

所以计 算 量 稍

大些的题目在 C B M 4 o 4 。上运算
,

不太可靠
。

l
、

不应有的误差 ( 该机至多九位有效数字 )
.

a
、

循环变量为实型时
,

其当前值的计算有误差
.

例 3 3
.

10 F O R I 二 1
.

9 5 T O 1 0
.

9 S T E P 0
.

0 0 1

2 0 P R IN T I

3 0 N E X T I

R U N

19
.

5

19
.

7 7

19
.

7 7 9 9 9 9 9

1 9
.

7 9

19
.

7 9 9 9 9 9 9

19
.

8 0 9 9 9 8 8

19
.

8 19 9 9 9 9

b
.

有些简单运算中的误差会引起完全错误的结果
.

例如
,

在 某课题中
,

记录号 A Z
、

A 3通过计算得到
,

但 由于意外的计算误差
,

致使 原 来

的奇数变为偶数
,

则导致了记录定位错误
,

从而取错了数据
.

( 注
:

记录号为实数则截尾 )

例
、

3 4

H Z二 2 1

H 3 二 2 1

A Z = 3 6 8

A 3 = 4 3 5

9 9 9 9 9 9

0 0 0 0 0 1

刀任ū̀弓J已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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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Q白 n Jg曰 njq白 AAAAAH Z =2 1

.

5 3

H 3二 2 1
.

4 3

H Z一 2 1
.

3

H 3 =t 2
.

8 3

H Z ~ 2 1
_

3

37 1

38 7

6 30
.

9 9 9 9 9 9

37 7
.

0 0 0 0 0 1

36 9 9 9 9 9 9 9

10 FO I R =xTO S

20 I NP U T H Z

0 3I P U NT H 3

40 AZ =( H Z一 1 9
.

5)
· 20 0 +l

50 A3 =( H 3一 9
.

5)
一 0 20 +x

50 P RI NT
“

H Z =
” ;

H Z
, “

A Z一
” :

A Z

7 0 P R I N T
“

H 3 =
” ;

H 3
, “

A 3一
” ;

A 3

8 0 N E X T I

R E A D Y
。

所 以
,

在使用中间运算结果 ( 实型 ) 时
,

要采取必要的措施
, 。壁免错误

。

例如用它作 记

录号时
,

先加 0
.

5
,

截尾时就不会产生 上述 问题
。

2
、

计算中频繁地产生混乱

在今年 4月我们进行了一个运 算量较大的水能计算
,

在不长的时 间内发生过 四次大错误
.

i ) 4 月 4 日进行方案 1 自勺3 0年数据计算
,

所计算的第 一 年 第一个月 ( 即 19 51 年 6 月 )

第三旬发生错误
,

而 其余 10 7 9旬完全正确
。

程序运行中无 间断
。

… n ;
{ H { N

Q 3

…
一

|3 6 0 2

5 9 0 6 2

1
.

3 8

2
.

5 7

4 1 35 7

9 38 28

Q 3为已知
,

用其它方案的 Q 3与之对照发现 3 6 0 2只是该旬第二天的数据
,

也即
,

此处 循

环只进行了一次
,

就转入下一旬的计算
,

该旬根本没累加后八天的数据 ( 这旬第一天未参加

计算 )
.

这个错误不仅影响了这一旬的小计
,

而且影响该年及三十年总计
。

ii ) 4 月 4 日运行第一方案
,

4 月 7 日运行第 二 方 案
,

其 中Q 3
、

H m数 据一样
,

公 式

( N R L 二 9
.

8 1 · Q 3 . H M ) 一样
,

但结果中N R L 不同
.

iii ) 4 月 1。日运行第 4 方案
.

第一次运行 了一个月 就 出 现
“
F比 E D A T A E R R O R

N 19 0
’ , ,

此时
,

打印 输出中Q 3
、

2 3全为 。 ;
事实上 Q 3

、

2 3是原始数据
,

根本不 是 。
。

而

H m
、

H 又不正常地大
.

查 1 90 行程序为

李 1 9 0 I N P U T I #
,

2 3 ( L )

又查
`

2 3 ( L )
”

文件
,

数据正确
.

没对程序迸行任何修改义运行
,

结果正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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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次运行结果如下
:

第一次运行结果
:

(错误信息在屏幕显示 )

Q 3Q

( Mt 3/
s

( ) MT 3/
s

)

H MH

( M( ) M )

H
。

N

(K W )E 0 4 (K WH )

NR L

(K W ( ) MK W )

02 5 7
.

4 637
_

0 9

10

0 1

02 8 7 60 7
_

8 8

2 05 7
_

7 3 47
_

0 9

nù né

MO
_

0 60 8 0 0
_

82 8 1 9

? F I LE DAE A TRO R R I N1 90

第二次运行结果
:

Q 3Q H MH

( Mt 3/
s

( ) Mt 3/
s

)( M )( M )

R NH L
。

N

(K W )E O 4 (K WH )(K W )( MK W )

2 8 71 7 7
.

47

2
_

2 1

1 7 9 9 63

2 3 3 4 68 6 68 6

52 0 9 605 8 6
_

0 32 8 7 3 40

Mo
.

62 1 92 0 1 3 9 6
.

02 5 5 5 0 0 7 0 7 70

i V )4月 15日计算方案 7
,

前三年Q 3 ( 原始数据 ) 与原有值不符
,

并由此引起了 结 果

的错误
。

后二十七年正确
,

运行中间无停顿
。

查
“

Q 3
”

数据文件也没有错误
。

3
、

程序复盖功能

文本介绍可 以用 D L O A D
、

R U N 语句实现程序的连接
,

但在实际应用中除极小 的 程 序

( 几个语句 ) 外
,

一般不是运行不下去就是产生错误
。

例 3 5
、

某课题程序分为三个—
“

S玉{ 10
” 、 “

S H I z
”

和
“

S H I Z
” ,

程序间用 D L O A D
、

R u N

连接
, “

S H OI
”

部分程序如下
:

2 5 5 D L O A D
“

S H l l
” ,

D O

1 6 0 R U N

程序执行 15 5
、

16 0行以后
,

不是出象
`

满夭星
”

( 散布在萤光屏上的
, 、

<
,

)
,

O 等

等 )
,

就是 只执行
“

S H l l
”

的 第 一 条 语 句
: 一。 ?

“

M
,

B C
,

M C
” ;

M l
,

B C
,

M C

此时
,

屏幕上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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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

B C
,

M C 0 0 0

然后机器死锁
,

关机后才能重新使用
。

例 3 6
、

用 D L O A D
、

R U N连接两个排序程序
“

S O R T x
” 、 “

S O R T Z
” ,

第 二个 程 序
“

S O R

T Z
”

号虽然运行了
,

但没运行完就结束了
.

C B M 4 0 4 。的内存只有 32 K
,

又不能成功地使用复盖技术
,

那么在该机上只能搞较小的程

序
,

机器的功能又进一步减弱
。

三
、

直接方式命令的功能极不稳定

该机有几个常用 的直接方式命令功能极不稳定
,

常使工作前功尽弃
,

这 就使微型机的使

用简单
、

灵活
、

方便 的特点在 C B M 4 0 4 0上大为失色
。

i ) D L O A D 有时失去清除内存的功能
。

a 、

若 内存现有文件 与调入的文件体积总和不超过 32 K
。

则两个程序就混在 一起

b
、

若超过 3 2 K
,

出现
“

O U T O F M E M O R Y E R R O R
”

ii ) D L O A D 有时装入文件后产生死锁
。

例 3 7
、

D L O A D
“

S A N T A
”

S E A C H IN G F O R O
:

S A N T A

L O A D IN G

R E A D Y
.

然后机器发生死锁 ( 无闪烁光标
,

也不能打入任何字符 )
,

只好关机重来
。

另一次调
“

B O P
”

程序也是如此
。

2
、

D S A V E命令

i ) 有时会无缘无玫出现错误
,

改换一 下命令格式
,

又正常
.

例 3 8
、

D S A V E
“

V A R I F Y I
”

? D E V I C E N O T P R E S E N T E R R O R

D S A V E
“

V A R I F Y I
” ,

D O
,

O N 0 5

( 正常执行 )

R E A D Y
.

( 光标闪烁 )
ii ) 有时

,

在有足够磁盘空间的情况下该命令失效
,

需反复使用几次才能将 文件 存 入磁

盘
。

iii ) 有时
,

不仅文件存不进磁盘
,

机器还发生死锁
。

只能关 掉 驱动器 才 出 现
“

R E A D

Y
. ”

及闪烁的光标
。

有时还必须关掉主机
,

重新启动
.

3
、

C O P Y 命令
一次为使用上的方便将一个 26 2块的数据文件复制到另一个盘上

。

使用复制后的数 据 文

件时
,

发现 24 0 6和 4 9 4 6两个记录是空的
,

数据丢失
.

有时
,

规定的文件还未复制完
,

机器就停止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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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
,

打入 C O P Y命令后立即出现
“

R E A D Y
. ”

及闪烁的光标
,

但此时文件的复 制工

作刚刚开始
。

用户只能根根驱动器的指示灯判断复制工作是否结束
.

4
、

D l一命令

i) 在磁盘 目录没混乱的情况下
,

有时会显示错误的目录
。

例 3 9
、

D l一 D O

1
“
7 3 19

.

6 19
.

5 4 1
”

5 5 19

1 1
“

H l
”

R E L

2 0
“

M L T 一 7
”

P R G

2 1 “
N EW M L T 一 H O

. ”

P R G

6
“

H M 一 H
,’

P G

5
“

H 一
”

R E L

15 3 4 B L O C K S F R E E

ii ) 如果想在打印机上打印两个驱动器的目录
,

常常发生错误
。

a
) 若用

“
o p E N I

,

4
,
C M D I ,

D l一
”

命令
,

则只打印 。 号驱动器的目录
。

b ) 若先打印一个驱动器的 目录
,

打印完毕
,

再发命令打印第二个驱动 器的 目 录
,

则第

二个驱动器的 目录发生混乱
。

例 4 0
、

l
“ .

5 2 5
.

7 5 4
.

9 7
” .

2 5

2 6
“

M L T 10 P L A N 一 1
”

P R G

2 6 2
“

H M ( L ) R E L

2 4
“

M L T 10 P L A N 一 2
, ,

P R G

19
“

M L T 10 A Y E A R
”

P R G

2 5
“

P L A M N O 一 2 8
.

6
”

P R G

2 6 3
“

2 1
”

R E L

20
“

N E W M L T 19 8 2
.

5
.

4
”

P R G

14 30 B L O C K S F R E E

四
、

不明原因的混乱

在 4 月份运行上述水能计算程序中还发生过几次数据分档的混乱
。

i ) 4 月 6 日
,

对 N R L 进行分档排序
,

数据共 10 9 5 7个
,

分四档
。

第一档 7 0 0 0 ~ 8 0 0 0 内多

出 8 2个第 7 档 10 0 0一 20 0 0的数据
,

其余均未混乱
。

原始数据文件也未混乱
。

·

ii ) 4 月 9 日对 Q进行分档排序
,

总量 1 0 9 5 7个
,

分四 档
,

在 3 2 : 一 3沁一挡 内 出 现 许多

o
,

还有许多不属于该档的数据
,

其余各档及原始数据文件未混乱
。

111 ) 4 月 2 1日
,

又j
一

N 分档排序
,

总量 10 9 5 7个
,

分 四 档
,

其中 3 50 0 0一 4 0 0 0 0及小 于 35 0 0 0两

档全部混乱
。

N最大值为 5 0 0 。。以上数据
,

其余两档及原始数据正常
。

类似情 况在 5 月份还发生一次
。 _

匕述混乱发攻
、

后
,

立即重新处理
,

又全部正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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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该机程序执行过程不可跟踪
,

又无法打印现场清单
,

错误常常又是随机的
,

不可重

复
,

所以有些问题无法弄清原 因所在

五
、

小结

该机的编辑功能还有许多不便之处
。

如
:

按回车键有时不能换行
、

修改中使用了引号则

不能再继续修改该行程序
。 · ·

…
。

此外
,

还存在 有时打印会丢失数据
、

T A B 函数实际 为 第 二

个 S P C 函数等等许多问题
,

这里不再一一赘述
。

由于该机采用了软件 固化技术
,

因此无法针对所存在 问题对系统软件进行修改或扩充
,

所以 所存在的问题 ( 除属于硬件的问题外 ) 大 多数都无法解决
,

必须在使用中格外小心
。

考机工作及试验总结由刘连芳
、

张正铀共同完成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