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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时标搭接网络计算机构图的软件开发中频频发生了运行系统崩溃 , 研究表明 , 该运行

系统的崩溃是网络数据回路异常造成的.在网络系统运行的条件下 , 网络数据回路异常通常是在

绘制封闭搭接网络图时发生的 , 此封闭搭接网络图对应一个数据回路 , 这是一个平衡数据体系 ,

该体系的平衡被打破是导致发生运行系统崩溃的理论原因.可以生成的封闭搭接网络图称为网络

微系统.根据封闭搭接网络图对应数据回路是一个平衡体系的特性 , 解决了在一定取值范围内封

闭搭接网络图可以生成的问题即网络微系统生成的问题 , 从而实现了时标搭接网络计算机构图的

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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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内外的单 、 双代号网络计划技术具有逆向计

算程序 , 本文称为传统网络.传统网络在曲线模型

方面不能绘制统一的时标网络
[ 1 , 2]
, 在数学模型方面

存在系统结构不相容的错误[ 3 , 4] , 这些表明传统网络

没有建立网络计划技术的基础理论.作者提出了网

络计划技术的专门基础理论和项目管理软件开发的

基础理论即结构符号网络理论(任世贤.结构符号

网络理论的写作提纲.www .gzpmc.org , 2005)并

据之成功设计了 BAN T 网络计划技术 , 赋予肯定型

和非肯定型网络各种计划类型以统一的时标网络曲

线模型和没有逆向计算程序的数学模型是其鲜明的

特点[ 5] .项目管理软件是以网络计划技术为理论支

撑的 , 以传统网络为支撑者称为传统项目管理软

件 , 以 BAN T 网络为支撑者称为 BANT 项目管理

软件.《BANT 网络计划技术软件》 (简称:BANT

2.0软件)和 《BAN T-BCWP1.0 项目管理软件》 (简

称:BANT-BCWP1.0软件)都具有自主知识产权 , 其

软著登记号分别为 2006SR16222和 2007SR15792 , 二

者都是自主创新的商业版软件.作者将应用

BANT2.0软件和 BANT-BCWP1.0软件来阐释本文

的论题.

美国 P3软件和微软 Project以及北京梦龙软件

是传统项目管理软件的优秀代表 , 本项目将以之为

例进行比较.顺便述及的是 , 在2007年里美国 Pri-

mavera公司在全球发布并销售最新 Primavera 6.0

软件(简称美国 P6软件), 美国 P6软件于 2007年 7

月 1日在中国市场正式发布 , 鉴于美国 P6软件是

在美国 P3软件的基础上进行功能扩展的 , 其核心

技术并没有任何改变
[ 6]
, 因此 , 本文用美国 P3软件

为例.

1　网络数据回路异常的发现

1.1　相关基本概念

(1)结构符号网络理论.结构符号网络理论描

述事理系统在其生命周期中的结构 、功能和演化的

普遍规律 , 它由网络计划技术的专门基础理论和项

目管理软件开发的基础理论两个部分构成.前者是

网络计划设计 、 优化和控制必须遵循的一般原理的

概念体系和方法论;后者是项目管理软件开发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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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循的基本方法和规则.

表 1　BANT肯定型网络计划类型的层次结构

(2)结构符号.表 1所示的结构符号(或绘图

符号)构成网络计划曲线 , 它具有独立的结构因而

具有独立的物理意义.不同的结构符号构成不同的

网络计划曲线;不同的结构符号具有不同的特性与

功能 , 因此 , 其构成的网络计划曲线也具有不同的

特性与功能(参见表 2 和表 3).在表 1中 , 表示任

意元素(工作 , 活动)、 虚元素和搭接约束条件的结

构符号通常被称为元素矢 、 虚矢和搭接链.

(3)结构符号化.网络计划技术产生与发展的

过程就是结构符号产生与发展的过程.所谓结构符

号化就是要做好两件事:一是赋予网络计划技术以

确定的结构符号 , 二是解决结构符号之间构图的相

容性.BAN T 网络实现了结构符号化 , 传统网络没

有实现结构符号化(参见表 2和表 3).

表 2　BANT和单 、 双代号肯定型网络结构绘图符号的比较表

表 3　BANT网络和单 、 双代号网络非肯定型

网络绘图符号比较表

(4)网络结构单元及其结构式.在网络系统

中 , 将两个元素之间具有的联系表示为 i 《 j , 称为

元素耦合关联.元素耦合关联是一种 “元素对子”

序列结构 , 这样的 “元素对子” 序列结构称为网络

结构单元 , 简称结构单元.在结构单元 i 《j 中 , i 、

j 为两个元素的编号分别称为前导元素 i 和继前元

素 j ;i 《j 称为结构单元的结构式 , 简称结构式.

任意一条线路段上的任意两个元素之间的联系称为

网络列序 , 简称列序;任意两条线路上任意两个元

素之间的联系成为网络层序 , 简称层序 , 列序和层

序统称网络序列.结构式是用网络逻辑关系符号表

达的(参见表 4), 例如 , 结构单元 i<j 描述紧前 、

紧后元素之间的联系 , 称为列序结构单元 , i<j为

其结构式 , i<j 是 i <j  i 《 j 的简写.又例如 ,

i>j 、 i S TS j和 i STS&FTF j 都是层序结构单元

的结构式.在网络系统中结构符号传输网络信息 ,

结构单元本质上是网络信息传输单元.在图 2 所示

的层序结构单元 4>8中 , 网络信息从元素 4发出 ,

通过虚矢(或逻辑矢)传输给元素 8;这里 , 元素 4

称为逻辑矢输出元素 , 元素 8 称为逻辑矢输入元

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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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肯定型网络结构式的逻辑关系符号

一般结构单元 基本结构单元 搭接网结构单元 备注

《 < > ST S F TS STF FTF

(5)图解图.图解图是用时标网络方式对网络

结构单元和网络系统的运行状态进行定量诠释的一

种工具.在网络系统运行的背景下进行系统行为的

定量图形描述是图解图鲜明的特点 , 因此 , 规定图

解图必须标定OXYT 坐标系 “ ” (参

见图 1).

(6)网络层次结构理论.系统科学把系统整体

才具有 、 孤立的部分或部分的总和不具有的特性称

为整体涌现性.层次结构是复杂系统存在的基本方

式.在复杂系统中整体涌现性表现为:低层次具有

的特性高层次具有 , 高层次具有的特性低层次不具

有
[ 7]
.网络系统是一个含有肯定型和非肯定型两大

网络类型的复杂形式系统 , 在网络系统中肯定型和

非肯定型网络各种计划类型之间具有层次结构 , 称

为网络层次结构.结构符号网络理论将网络层次结

构的整体涌现性称为网络层次结构特性(例如 , 肯

定型网络层次结构特性可描述为:基本网络位于最

底层;基本网络具有的结构和功能上层网络都具

有;下层网络具有的结构和功能上层网络具有 , 上

层网络具有的结构和功能下层网络不具有), 并且

还指出 , 网络层次结构特性具体表现为网络结构符

号之间的层次结构特性(参见表 1).在结构符号网

络理论中 , 将此结论称为网络层次结构理论 , 它属

于项目管理软件开发的基础理论.

1.2　网络数据回路异常的发现

BANT2.0软件是用表 1中基本网络的两个网

络结构符号为符号载体开发的网络计划技术软件.

赢得值(BCWP)方法是一种成本分析的方法 , 在

BANT2.0软件的基础上我们首先开发了赢得值这

种成本分析的功能 , 从而使 BAN T2.0软件成为一

个项目管理软件 , 简称为 BAN T-BCWP0.0 软件.

由于 BAN T2.0软件是用表 1中基本网络的两个网

络结构符号为符号载体开发的 , 故可以认为

BANT-BCWP0.0软件是以基本网络计划类型开发

的项目管理软件.网络层次结构理论是项目管理软

件的开发理论
[ 8]
.根据该理论 , 可以认为 BAN T2.0

软件是 BAN T 网络计划技术软件的开发平台 , 而

BANT-BCWP0.0软件则是 BAN T 项目管理软件的

开发平台.在 BAN T-BCWP0.0 软件的基础上 , 我

们成功进行了搭接网络计划类型的开发并将之命名

为 BAN T-BCWP1.0软件.在 BANT-BCWP0.0软

件上进行搭接网络计划类型的升版开发 , 主要内容

是增加图 1所示 4 种搭接结构单元及其组合的相应

编程.顺便指出的是 , 搭接网络属于条件约束型网

络计划技术 , 是各种网络计划类型中最复杂的.图

1所示的 4种基本搭接结构单元就是 4 种基本搭接

约束结构 , 4种基本搭接约束结构及其组合搭接约

束结构反映了工程建设项目的复杂性.迄今为止 ,

传统项目管理软件(例如美国 P3 软件和微软 Pro-

jecte以及北京梦龙软件)尚不能描述工程建设项目

的这种复杂性.

图 1　BANT搭接网络的 4 种基本搭接结构单元的图解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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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2描述的是两个元素之间具有逻辑约束(或

虚元素)
[ 9 , 10]
运作形态即 i>j 运作形态;图 4和图 5

描述的是具有搭接条件约束的结构单元操作的运作

形态即 3 S TS&FTF 4和 2 FTF 4运作形态 , 在进

行其操作时发生了运行系统崩溃的现象.

BAN T2.0软件具有自动生成虚元素 、 自动消

除网络逻辑回路 、 自动消除赘联系 、 实矢杆拉长操

作和插入元素 5个基本功能 , 这样的功能称为定性

相容辨识功能.按照网络层次结构理论 , BAN T-

BCWP0.0软件应具有 BAN T2.0 软件的全部功能 ,

当然也就具有其相容辨识功能 , 例如定性相容辨识

功能 , 因此 , 应当能够进行如图 4和图 5所示的操

作 , 但是 , 在 BAN T-BCWP1.0 软件的升版开发中

却发生了运行系统崩溃的异常现象.在基本网络构

图中网络逻辑回路是导致运行系统崩溃的理论原

因 , 本文将它导致的运行系统崩溃称为网络逻辑回

路异常.但是 , 在 BAN T2.0 软件中网络逻辑回路

异常已经成功地进行了处理:当 BANT2.0软件识

别到网络逻辑回路时是不允许生成的(参见图 3).

在图 4和图 5中绘制搭接网络曲线的方法都是正确

的 , 是什么原因使该操作失败呢 ?在大量构图实例

和理论分析的基础上 , 作者将图 4 和图 5所示的系

统崩溃现象称为网络数据回路异常.顺便指出 , 在

BANT 项目管理软件中进行层序结构单元的操作

时 , 先点击的是继前元素 , 后点击的是前导元素;

在本文绘制的网络计划曲线中分别用浅色和深色标

定前者和后者(参见图 2和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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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网络数据回路异常的特点

1.3.1　结构单元图形的特点　网络计划曲线由网

络结构单元的图形构成.网络结构单元可以划分为

列序结构单元和层序结构单元.在图 6(a)所示的列

序结构单元中 , 网络信息从绘图符号 13 的箭头输

出 , 对于绘图符号 13来讲节点(13)是其完成节点;

网络信息从绘图符号 16 的箭尾输入 , 对于绘图符

号 16来讲节点 16是其开始节点;节点(13)和节点

16迭合 , 表示列序结构单元 1<4是一个连续结构

单元.在图 6(b)所示的层序结构单元 7>10中 , 网

络信息从逻辑矢输出元素 7的箭头输出 , 通过虚矢

(7)-10传输给逻辑矢输入元素 10 , 用元素 7的完成

节点(7)和逻辑矢输入元素10的开始节点 10表示虚

矢即虚矢(7)-10.在图 6(b)中 , 虚矢(7)-10为垂直

虚矢(DF/(7)-10=0)表明层序结构单元7>10为连

续结构单元);虚矢(7)-11 为水平虚矢(DF/(7)-11

≠0)表明层序结构单元 7>11为非连续结构单元.

图 6(a)中的 AFF/ i和图 6(b)中的 DF/(7)-11都是

机动时间 , 前者称为完工时差 , 后者称为逻辑信息

参数(简称 DF 值)(参见文献[ 9] ).在图 6中标出了

前导元素的完成节点(i), 这种表示方式称为结构单

元的结构表达方式(简称结构表达方式), 它通常用

在图解图中;没有标出了前导元素的完成节点(i)的

表达方式称为结构单元的形式表达方式(简称形式

表达方式), 它一般用在网络计划曲线中(参见图

8).在文字叙述中通常采用结构表达方式 , 主要表

现在对虚矢和搭接链的表示方式上(参见第 1.3.2

(2)节).

结构单元 i<j 描述同层对子元素之间紧前 、紧

后的连续关系 , 对子元素通过其结构符号的矢头与

矢尾直接连接是列序结构单元图形的鲜明特点(参

见图 6(a));在层序结构单元中 , 对子元素通过虚

矢和搭接链进行连接是其图形的鲜明特点(参见图 1

和图 6(b)).

在 BANT 网络计划曲线中 , 结构符号矢头与矢

尾的连接点称为事件(或节点).在 BANT 搭接结构

单元的构图中 , 有柔性节点和刚性节点之分:对于

柔性节点其矢头与矢尾的连接处可以分开 , 节点处

可以具有机动时间是其物理意义;对于刚性节点其

矢头与矢尾的连接处不能分开 , 节点处不能具有机

动时间是其物理意义.本文特别指出的是 , 在结构

单元 i FTF j的构图中搭接元素 j所在的节点是刚

性节点(AFF/(j)=0 是其物理意义).例如 , 在图

1(b)所示结构单元 9 FTF 16的构图中 , 节点 22是

刚性节点.

1478 　第 18卷　第 12期　2008年 12月



1.3.2　网络数据回路异常的特点

(1)信息力和信息力作用线路段.在 BAN T 网

络中网络结构符号在 Time 轴上的投影是一条线路

段 , 这就是说网络结构符号具有自己特定的时间参

数 , 从这个意义上讲 , 网络线路段都是数据线路

段 , 因此 , 在网络系统的运行中网络结构符号携带

并传输网络信息.图 2 和图 3 表明 , 在对元素(或

“对子元素”)进行操作时 , 在相关的线路段中产生

了驱动力 , 这种驱动力是在线路段中以信息传递的

方式表现出来的.理论分析认为图 4和图 5发生的

系统崩溃一定伴随有一个网络信息传输的过程 , 这

是一个发生了网络信息相互作用的过程 , 因此 , 结

构符号网络理论将该过程中传输的网络信息称为网

络信息力 , 简称信息力.在 BAN T-BCWP1.0软件

中 , 当用户用鼠标点击网络结构符号进行操作时 ,

则称被点击的结构符号被激活 , 实际发生的操作内

容称为激活操作的内容.例如 , 当用户进行结构单

元 i STS=a j 的操作时 , 元素 i和 j 将被激活;修

改持续时间 D/ i(或 D/ j)和约束条件 STS 的值等是

激活操作的内容.激活操作是以网络系统的运行为

背景并与系统时差相关(参见文献[ 5]).

信息力能够作用到的具有搭接链的线路段称为

信息力作用线路段.例如 , 在图 7 所示结构单元 11

FTF =2 15的操作中 , 元素 1和元素15都被激活并

且将对网络系统中的相关线路段产生影响 , 现以元

素 11和元素 15 所在的线路段 P/1-7-13-18-15为例

来分析这种影响:元素 15被激活后沿 Time 轴方向

运行所产生的信息力将从节点 15 开始通过搭接链

18-15传输 , 当到达节点 18 后传输中断 , 这就是说

元素 15所产生的信息力只影响到线路段 P/18-15;

元素 11被激活后沿 Time 轴方向运行所产生的信息

力将影响线路段 P/11-7-13-18-15和节点 19 , 即将

影响线路段 P/11-7-13-18-15-19.对于被激活元素

11 和 15 , 将其运行所产生信息力所影响的线路段

P/11-7-13-18-15-19称为信息力作用线路段 , 这里 ,

前者是反向线路段 , 后者是正向线路段.应指出的

是 , 在进行信息力作用线路段分析时应注意到 “搭

接链双向构成线路段” 这一点.

图 7　在 BANT-BCWP1.0 软件上进行 11 STS=3 15 操作的示例

　　(2)网络计划曲线中的封闭图形.图 3所示的

网络回路称为逻辑回路 , 逻辑回路构成的是一种封

闭图形 , 它在 BANT-2.0软件中已经得到了充分的

认识和很好的解决 , 这里不再赘述.在 BANT-BC-

WP1.0软件的开发中认识到:网络数据回路异常都

是在进行搭接结构单元构图中产生的 , 并且是在形

成封闭的网络图形时发生的(参见图 4 和图 5), 本

文将这样一个与搭接结构单元相关的封闭网络图形

称为封闭搭接网络图并表示为 FD {m , n}, m , n

分别是网络回路图形的前封闭点和后封闭点 , 称为

信息输入节点和信息输出节点 , 这里 , m 和 n 是元

素的编号(以下相同).图 4和图 5所示的操作如果

不发生崩溃 , 其所生成的网络图形应该是如图 8和

图 9所示的封闭搭接网络图.大量的构图实例和理

论分析得出结论 , 图 8和图 9所示这样的封闭图形

都对应一个由网络数据构成的圈 , 称为网络数据回

路 SH {m , n}.例如 , 在图 9中当进行结构单元 2

FTF 4操作时构成封闭搭接网络图 FD {4 , (3)};

在该操作中 , 元素 4被激活后信息力作用线路段 P/

4-(4)-(2)-(3)和 P/3-(3)遂生成并构成网络数据回

路 SH {4 , (3)};网络数据回路 SH {4 , (3)}由

信息力作用线路段 P/4-(4)-(2)-(3)&P/3-(3)构

成 , 这里 , 前者和后者分别为正向和反向线路段 ,

这两条信息力作用线路段都是信息力元素 4作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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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 其中 , 节点(3)为刚性节点是产生信息力作

用线路段 P/(3)-3-4 的原因.这里 , 要特别指出的

是 , 在图 9中元素 3和元素 4都开始于网络系统的

开始节点 , 其投影为一点 , 这是信息力作用线路段

P/4-(4)-(2)-(3)和 P/3-(3)构成回路的根据.SH

{4 , (3)}具体表示为:SH {D/4=10 , FTF/(4)-

(2)=0 , FTF/(2)-(3)=4&D/3=14}.这里 , 约

束条件 FTF/(2)-(3)=4中的 “(2)-(3)” 表示 “对

子元素” 之间的关系 , 其值乃其对应结构符号在

Time 轴上的投影;符号 “&” 将 SH {4 , (3)}分

为两个部分:其前面是为节点 4和节点(3)界定的

正向线路段部分;其后面是为节点 3和节点(3)界

定的反向线路段部分 , 前后两部分的线路段构成网

络数据圈(或网络数据回路).根据本节以上分析 ,

将在封闭搭接网络图信息输入节点和信息输出节点

之间由信息力作用线路段构成的网络数据通路定义

为网络数据回路并表示为 SH {m , n}.

(3)网络数据回路异常的特点.大量的构图实

例和本节的理论分析表明 , 发生网络数据回路异常

时具有这样两个主要的特点:第一 , 网络数据回路

异常是在网络系统运行条件下进行搭接结构单元构

图并且是在形成封闭搭接网络图 FD {m , n}时发

生的;第二 , 封闭搭接网络图对应一个网络数据回

路 SH {m , n}是网络数据回路异常发生的根源所

在.

2　网络微系统的生成机理

2.1　网络数据回路相容辨识

封闭搭接网络图对应一个数据回路.大量的构

图崩溃实例和理论分析表明 , 封闭搭接网络图在一

定的条件下是可以生成的(参见图 9), 本文将生成

后的封闭搭接网络图称为网络微系统并表示为

WX {m , n}.这样 , 网络微系统也就对应了一个数

据回路.

如何保证网络微系统能够正确生成呢 ? 首先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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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除不能形成的封闭搭接网络图 , 然后在解决网络

微系统生成的问题 , 这是在对大量构图实例进行统

计和理论分析后得出的结论.

(1)排除不能形成的封闭搭接网络图.根据网

络层次结构理论 , 搭接网络的构图除了遵循其自身

的构图规则外 , 还应遵循简单网络的构图规则.

实例 1:图 10所示构图的结果将形成封闭搭接

网络图.左侧的小图片称为解释图片 , 该图片对结

构单元 8 FTF 9构图的提示是:“此操作导致前导

工作和继前工作的最迟完成时刻倒置” (即(9)

《(8))———正确的构图应是元素 8的完成节点(8)应

在元素 9的完成节点(9)之前(即(8)《(9)), 结构

单元 8 F TF 9的构图应遵循 BANT 简单网络关于

“结构符号的矢头不能倒向” 这一基本构图规则是

判定该构图不能生成的理论根据.由于结构单元 8

FTF 9 的构图不能生成 , 所以图 10所示形成的封

闭搭接网络图的构图也不能生成.

图 10　封闭搭接网络图不能形成的示例

　　实例 2:“S TS链的运行范围为 0≤S TS≤D/ i”

(参见图 11)是 BAN T 搭接网络基本构图规则之一 ,

称为 S TS 链构图规则.图 7所示操作的结果将形成

封闭搭接网络图.在 BANT-BCWP1.0软件上若执

行 11 S TS =3 15 的操作将不能生成 , 因为(按照

S TS链构图规则)计算机给定的取值范围是 2≤STS

≤2(参见图 7).结构单元 11 S TS=3 15的构图违

背了 STS 链构图规则是判定该构图不能生成的理论

根据.由于结构单元 11 STS =3 15 的构图不能生

成 , 所以图 7所示将形成的封闭搭接网络图也不能

生成.

图 11　关于 STS链运行范围的图解图

　　(2)网络数据回路异常的理论原因.本节前

面已经述及 , 网络微系统与网络数据回路之间具有

一一对应的关系;网络结构符号对应的时间参数构

成网络数据回路 , 而计算机可以获取其每一时间参

数的值.因此 , 可以从定量角度对网络数据回路异

常进行研究.

实例 1:从图 8 可以看出 , 在进行 3 STF 4操

作时 , 约束条件 S TF 的取值范围应是 3 ≤S T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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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 在图 4所示操作中的取值却是 S TF/3-4

=2 , 已经不在该取值范围内 , 这是造成运行系统

崩溃的原因.

实例 2:从图 9可以看出 , 在进行 2 FTF 4 操

作时 , 约束条件 FTF 的取值范围应该是 0≤FTF ≤

0 , 但是 , 在图 5所示操作中的取值却是 FTF/(2)-

(4)=1已经不在该取值范围内 , 这是造成运行系统

崩溃的原因.网络微系统可以生成的取值范围称为

网络微系统值域 , 实例 1和实例 2表明网络微系统

值域是客观存在的.在实例 1和实例 2中所示取值

的结果已经不在网络微系统生成的取值范围内 , 这

样的操作结果称为数据溢出 , 显然 , 数据溢出是发

生网络数据回路异常的理论原因.

从网络构图的角度排除不能形成封闭搭接网络

图的判定过程称为网络数据回路定性相容辨识;从

数据相容性的角度解决网络微系统生成的判定过程

称为网络数据回路定量相容辨识 , 二者统称为网络

数据回路相容辨识.

2.2　网络微系统的生成机理

数据溢出是发生网络数据回路异常的理论原

因 , 因此 , 在排除不能形成封闭搭接网络图的基础

上 , 将网络数据回路相容辨识问题转化为网络微系

统值域确定的问题遂成为解决搭接时标网络计划计

算机构图的正确方案.

BAN T 时标网络是一个可视化矢量系统.从第

1.3.2(1)节的分析中可以看出 , 网络数据回路 SH

{m , n}是由输入节点 m 和输出节点n 界定的正向

和反向的信息力作用线路段构成的数据通路.在

BAN T-BCWP1.0软件中 , 将网络数据回路 SH

{m , n}输入节点 m的投影值规定为 “0”;对其数

据线路段的投影值规定凡与 Time 轴方向相同者为

正 、 相反者为负.

实例 1:在图 9 中 , 网络微系统对应的网络数

据回路 SH {4 , (3)}具体为:SH {D/4 =10 ,

FTF/(4)-(2)=x , FTF/(2)-(3)=4&D/3 =14 ,

DF/(Stat)-4=0}(参见第 1.3.2(2)节).网络数据

回路 SH {4 , (3)}的数据平衡为:D/4 +FTF/

(4)-(2)+FTF/(2)-(3)=D/3+DF/(Sta t)-4 , 也

就是 10+x+4=14+0 , 故搭接链 FTF/(4)-(2)=

x=0 , 亦即搭接约束条件 F TF/2-4=0.

实例 2:在图 8中 , 当在 3 S TS=1 4的基础上

进行 3 S TF 4的操作时 , 网络微系统对应的网络数

据回路 SH {3 , 6}具体为:SH {STF/3-4 &S TS/

3-4 , D/4 , AFF/4}, STF/3-4=(STS/3-4+D/4)

+AFF/4是其数据平衡关系式;当 AFF/4=0时 ,

S TF/3-4=1+2=3 , 因此 , 进行 3 STF 4操作的值

域为 3≤S TF≤∞.图 8是进行 3 S TS=1&S TF=4

4操作的结果.

实例 1和实例 2表明网络微系统对应的网络数

据回路是一个平衡体系 , 依据这一特性 BAN T-BC-

WP1.0软件实现了对网络微系统值域的计算机判

定.

3　总结

(1)在用计算机进行搭接网络的构图中 , 在网

络系统运行的条件下 , 信息力作用线路段界定了封

闭搭接网络图 FD {m , n}, 信息力是其形成的内在

动力 , 它在信息力作用线路段中的运行路径是一个

圈(或回路).封闭搭接网络图 FD {m , n}和网络

微系统WX {m , n}各自对应一个网络数据回路

SH {m , n}.

(2)网络微系统生成的过程是一个网络数据回

路相容辨识的过程.封闭搭接网络图解体是网络数

据回路异常的表象 , 数据溢出则是发生网络数据回

路异常的原因.在排除不能形成的封闭搭接网络图

的基础上 , BAN T-BCWP1.0 软件根据网络微系统

所对应网络数据回路是一个平衡体系的特性解决了

网络微系统值域确定的问题 , 从而实现了时标搭接

网络的计算机构图.

(3)网络数据回路异常和网络微系统的生成具

有客观实在性.不论网络计划曲线依托的是何种网

络结构符号体系 , 只要是实现了网络结构符号化

者 , 在计算机编程中必定存在网络数据回路异常和

网络微系统的生成问题 , BANT 网络是这样 , 传统

网络也不例外.顺便指出 , 美国 P3 软件和微软

Project没有时标网络的表达方式 , 而北京梦龙软件

的简单双代号时标网络存在严重的缺陷(不能进行

双代号时标搭接网络的升版开发就充分证明了这一

点), 故传统项目管理软件不能发现和认识到网络

数据回路异常和网络微系统的生成问题.

(4)迄今为止国内外尚不能实现单 、 双代号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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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时标搭接网络计算机构图.本文首次发现了网络

数据回路异常和揭示了网络微系统生成的动力学机

理 , 从而首次实现了 BAN T 时标搭接网络的计算机

构图;网络数据回路异常的发现和网络微系统生成

机理的揭示将丰富和发展网络计划技术的优化理

论 , 这在项目管理软件开发史上是一个重大贡献 ,

具有科学意义和现实意义.网络数据回路异常 、 网

络微系统值域和网络数据回路相容辨识等概念的提

炼及其计算机验证丰富了结构符号网络理论 , 具有

重要理论意义和学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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