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工业关键系统的形式化方法：》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工业关键系统的形式化方法：应用综述》

13位ISBN编号：9787111485211

出版时间：2015-1

作者：（意）Stefania Gnesi

页数：228

译者：靳添絮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111.com

Page 1



《工业关键系统的形式化方法：》

内容概要

形式化方法以数学为基础，其目标是建立精确的、无二义性的语义，对系统开发的各个阶段进行有效
地描述，使系统的结构具有先天的合理性、正确性和良好的维护性，能较好地满足用户需求。本书记
录和展示了作者关于形式化方法如何在工业关键系统中进行应用的研究成果。
本书分为6部分。第1部分是概述；第2部分致力于介绍建模范例；第3部分介绍了包括形式化方法和相
关工具的使用以及应用程序在实际系统领域的发展；第4部分则向读者展示了形式化方法在通信系统
中的发展和成果；第5部分则介绍了形式化方法在互联网和在线服务方面的应用；而在第6部分则介绍
了实时应用程序的形式化方法。
本书可用作高等院校计算机科学、自动化相关专业本科生、研究生以及教师的参考用书，也可作为业
内专业人士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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