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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嵌入式实时系统的实时特性 、高度的系统可靠性和低系统能耗对综合考虑系统的容错和节能提出了要

求.研究了嵌入式实时系统中如何达到上述三大目标的非周期任务调度和电压分配问题.在基于检验点容错技术

的可调度性检测基础上 ,提出了对于系统非周期任务的基于调度性检测的电压分配算法 CS T-VA , 该算法在保证

任务实时性的同时提高了系统的可靠性 ,节省了系统的能耗.模拟实验表明 , 该算法比现有电压分配算法更适合于

嵌入式实时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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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ault-tolerance through sof tw are/hardw are redundancy as well as pow er management

through frequency and voltag e scaling has been w ell studied separately in the context of embedded

real-time sy stems.However , the real-t ime characteristic , the high-level reliability and the low

pow er consumption make the combination of fault-tolerance and pow er management necessarily

fo r embedded real-t ime sy stems .This paper proposes a new method for aperiodic task scheduling

and voltag e allocation called voltag e allocation w ith checkpoint-based schedulabili ty test (CST-

VA).CST-VA no t only guarantees the timing const rains , also provides higher reliability through

checkpointing and m inimizes pow er consumption via optimal v oltag e allo cation technique.Simula-

tion resul ts show that CST-VA has bet ter pe rfo rmance compared w ith the existing vo ltage allo ca-

tion technique and is more appropriate for embedded real-time syst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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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嵌入式实时系统的广泛应用 ,使得嵌入式实时

系统得到了深入的研究.在多数实际的嵌入式应用

中 ,实时特性 、高度的系统可靠性和低系统能耗成为

设计的主要目标.因此 ,利用冗余的容错技术[ 1-2] 和

利用改变频率 、电压的能量管理
[ 3-4]
在嵌入式实时系

统中分别得到了深入的研究.但是 ,对于综合考虑系

统容错和节能的研究较少.

嵌入式系统通常工作于恶劣环境 ,这就对系统

的可靠性提出了要求 ,使得容错技术变得必要.容错

计算是指用户程序和系统软件在出现错误的情况

下 ,仍能正确执行[ 5] .它主要通过任务的重新执行或

组件冗余来实现.在实时系统中 ,典型的容错是通过

以下 3步完成的:在线错误检测 、记检验点和回滚

恢复.

记检验点是有代价的 ,同时会增加任务的执行

时间.在不出现错误的情况下 ,记检验点可能会使得

该任务错过截止期;而当错误发生时 ,记检验点能减

少任务重新执行所需的时间 ,从而可能使得该任务

满足截止期要求.频繁的记检验点可以缩短重新执

行的时间 ,但是会增加任务总的执行时间;而不频繁

的记检验点在不出现错误时对系统没有多少影响 ,

但当错误出现时会使得重新执行的时间变长.因而 ,

记检验点的频率应同检验点的代价及回滚时间等因

素综合考虑.

嵌入式系统通常又是严重的能量受限于电池的

工作寿命 ,这对系统的能耗提出了要求 ,使得能耗管

理变得必要.通常有两类动态的能耗管理技术:一类

是对系统中的组件在其空闲时有选择的进行关闭或

减慢[ 6] ;另一类是对系统的工作电压 、工作频率的动

态调整 ,即所说的动态电压调整(Dynamic Vo ltage

S caling ,DVS)技术[ 7] .

DVS技术是一种新型的节能机制 ,它根据应用

的负载变化动态改变系统的运行电压和时钟频率 ,

从而极大地降低系统能耗.目前 , DVS 技术已成为

在系统工作时降低能耗的有效而流行的策略[ 3-4 , 7] .

从实时特性考虑 ,实时系统的空闲时间(slack

time)可以用来记检验点 ,以提高系统的可靠性;也

可以用来进行动态电压调整 ,以降低系统的能耗.从

系统可靠性考虑 ,为了减轻由高危险温度(high die

temperature)对可靠性带来的影响 ,我们可以利用

动态能量管理技术(如 DVS 技术)来处理 ,也可以采

用容错技术(如记检验点技术)来处理.从容错和节

能的关系考虑 ,工作电压的降低可以起到节能的效

果 ,但工作电压的降低也会影响电路的稳定性 ,增加

出错的可能性.

依据以上几个因素 ,我们应该同时考虑嵌入式

实时系统的容错和节能.在此之前 , 容错技术和

DVS 技术通常是作为分离的主题在文献中出现的.

例如 ,文献[ 1-2 , 5]等讲述了记检验点的容错技术而

没有考虑节能的效果;而文献[ 3-4 , 7] 等研究了

DVS 技术而没有考虑容错的能力.目前也只有文献

[ 8-10]等少量文章综合考虑这两个方面 ,而且他们

大多考虑周期性任务的处理 ,对于非周期任务研究

的很少.

在文献[ 8]中 ,作者假设在任务执行过程中错误

至多只出现一次 ,而且工作电压是可以连续变化的.

同时 ,他们也没有考虑在记检验点和状态恢复过程

中发生错误的情况.在文献[ 9-10]中 ,研究者对文

献[ 8]中不合理的假设进行了改进 ,提出了处理至多

k 个错误的方案 ,但文献[ 9]是针对软实时系统的 ,

文献[ 10]虽对文献[ 9]进行了改进 ,使之适应于硬实

时系统 ,但其可调度性检测算法过于复杂.并且这些

文献多关注周期性任务的处理 ,对非周期性任务的

研究较少.

本文给出了一种简便的 、考虑容错能力的非周

期任务调度的可调度性检测方法 CST(Checkpoint-

based Schedulabili ty Test),并将此方法与 DVS 技

术结合 ,提出了一种嵌入式实时系统非周期任务的

基于调度性检测的电压分配算法 CST-VA(Voltage

Allo cation w i th Checkpoint-based S chedulability

Test).

本文第 2节给出问题的描述;第 3节讲述考虑

基于检验点容错的可调度性检测;第 4 节描述综合

考虑容错和 DVS 技术的非周期任务调度及电压分

配算法.相应的模拟实验及数据分析在第 5节进行

表述;第 6节对文章进行总结 ,给出结论.

2　问题描述

本节在给出本文研究的假设前提的基础上 ,通

过以下的形式化定义 ,对文章要解决的问题进行了

描述.

定义 1.　任务调度及电压分配问题包括系统

的实时任务集 J 、系统的离散工作电压集 V 和离散

时钟速度集S .任务集 J 是有限个非周期任务的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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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记为 J ={J 1 , J 2 , …, J n},其中 n 为系统中任务

的个数.电压集 V 是系统中有限个离散工作电压的

集合 ,记为 V ={V 1 , V2 , … , Vm},其中 m 为系统中

离散工作电压的个数.速度集 S 是系统中有限个离

散时钟速度的集合 ,记为 S={S1 , S2 , … , Sm},其中

S i是与工作电压 V i相对应的时钟速度.记 S 中最大

的时钟速度为 f .

定义 2.　S i(t)是 t时刻任务 J i的处理器时钟

速度 ,它满足 S i(t)∈ S.

定义 3.　一个非周期任务 J i是一个四元组 ,记

为 J i =(Ai ,D i ,R i , ki),其中 , A i表示任务 J i的到达

时间 , Di表示任务 J i的截止期 ,且满足 A i ≤D i , R i

表示在任务 J i执行不出现错误的情况下 ,CPU 以最

大时钟速度 f 执行时所需的时钟周期数 , ki表示任

务 J i在执行中需要容忍的错误个数.

定义 4.　记 Cs为记检验点的代价 ,是指保存

检验点状态所需要的代价 ,用时钟周期数来衡量.

定义 5 .　记 Cr为状态恢复的代价 ,是指取出

一个检验点所需要的代价 ,用时钟周期数来衡量.

为了研究的方便 ,我们提出以下假设:

(1)任务集 J 中的任务是可抢占的.

(2)任务集 J 在不出现错误的情况下是可调度的.

(3)同一任务的检验点间隔是相同的.

(4)错误为暂时性的[ 11-12] ,而且错误发生后能

被及时检测到.

(5)电压集 V 是非降序排列的 ,即 V 1 ≤V2 ≤…

≤Vm .

为了简便 ,我们以一个任务的分析为例.一个任

务总的执行时间可以分为 3个部分:有效计算的时

间 、记检验点所需要的时间和取回检验点所需要的

时间
[ 10]

.同样 ,一个任务在其执行过程中发生错误

的情况也可以分为 3种:在有效计算过程中出错 、在

记检验点的过程中出错和在取回检验点的过程中

出错.

假设 m 个检验点被均匀地记录于一个任务 ,那

么一个任务在出现 k 个错误时的最坏执行时间

WCE(m)是当这 k个错误都发生在记检验点的过程

中的情况下得到的
[ 10]

.这时WCE(m)可表示为

WCE(m)=R
f

+m Cs
f

+k(Cs +Cr)
f

+k R
f

m +1

(1)

其中 ,R/ f 是任务在不出现错误时的最坏执行时间;

mCs/ f 是记检验点的时间代价 , k(Cr+Cs)/ f 是发

生 k 次错误时回滚的时间代价;kR/[ f(m+1)]是

发生 k 次错误时任务重新执行的时间代价.

此时 , 理论上的空闲时间可以表示为 S =

D-A-WCE(m).我们的目标就是为系统中的每

个任务 J i找到一个合适的 m 值 ,使得每个任务在理

论上有最大的空闲时间用于 DVS技术的应用 ,从而

达到节能的目的.由上述分析 ,我们所研究的问题可

描述如下.

任务调度及电压分配问题.给出系统任务集和

电压集的实例 ,为每个任务找到一个合适的记检验

点的个数 ,使得实时任务可调度 ,并为相应的每个任

务分配最佳的工作电压 ,使得系统总的能耗最小.

3　基于检验点的可调度性检测

要使得任务在理论上有最大的空闲时间 ,由上

节的分析可知 ,必须使得式(1)取最小值.由数学方

法可知 ,当 m = kR/Cs-1 时 ,式(1)最小.由于 m

所表示的实际含义 ,它必然是个非负整数 ,为此 ,我

们给出下面的定义.

定义 6.　定义函数 F 使得 F(WCE(m))=m.

定义 7.　任务的最佳检验点个数 ,记为 m＊ ,它

由下式确定:

m
＊=

F(min(WCE(m ), WCE(m ))), 当m >0时 ,

0 , 否则.

　　由定义 7可知 ,当计算出的 m 值为正时 ,我们取

kR/Cs-1的上界整数和下界整数中使得WCE(m)

更小的那个 m 作为任务的最佳检验点个数;当计算

出来的 m 值为负数或 0时 ,任务的最佳检验点个数

则取 0.

另外 ,我们应该看到 ,增加检验点的个数对系统

的影响是双向的.一方面 ,增加检验点会增加记检验

点的代价 ,这使得总的执行时间增长.另一方面 ,增

加检验点可以缩短重新执行的时间 ,这使得总的执

行时间减少.当一个任务由 m 个检验点增加到

(m+1)个检验点时 ,此时减少的总的执行时间为

kR/[ f(m+1)] -kR/ [ f(m+2)] =kR/[ f(m+1)·

(m+2)] .而此时增加的总的执行时间为 Cs/ f .当过

分增加检验点个数时 ,会使得总的执行时间增加的

部分要大于减少的部分.因而 ,我们应该找到一个界

限 ,使得在此范围内增加检验点的个数 ,能使得任务

总的执行时间在出错的情况下得以减少.

此外 ,对于实时系统 ,每个任务都必须满足截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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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的要求.即在不出现错误和出现错误的情况下都

应在截止期内完成执行.因此 ,我们得到嵌入式实时

系统中各任务可调度的必要条件:

A+R/ f +mCs/ f+k(Cs+Cr)/ f +

kR/ [ f(m+1)] ≤D (2)

A+R/ f +mCs/ f≤D (3)

Cs/ f-kR/[ f(m+1)(m+2)] ≤0 (4)

其中 ,不等式(2)和(3)分别保证任务在出现错误和

不出现错误时 ,其执行满足截止期要求.不等式(4)

保证记检验点的个数使得任务总的执行时间在出错

的情况下得以减少.

引理 1.　如果不等式(2)和(3)都有解 ,则不等

式(2)的解必包含于不等式(3)的解之中.即 ,如果不

等式(2)的解为 m1 ≤m≤m2 ,不等式(3)的解为 m ≤

m3 .则有 m2 <m3 .

证明.　假设 m2 ≥m3 .由式(3)知 A+R/ f +

m3Cs/ f =D .

又由式(2)知:A +R/ f +m2Cs/ f +k(Cs +

Cr)/ f +kR/[ f(m2 +1)] =D .

对于同一任务 ,因为 m2 ≥m3 ,且上面两个等式

成立 ,则必有 k<0.

而 k 表示任务可以承受的错误的个数 ,即 k ≥0.

两者相矛盾.

故假设不成立.从而此引理得证. 证毕.

引理 2.　不等式组(2)～ (4)与不等式组(2)、

(4)同解.

证明.

情形 1.当不等式(3)无解时

对于非负整数 k ,不等式(2)必无解.

此时 ,前后两个不等式组都无解.

情形 2.当不等式(3)有解时

由引理 1可知 ,不等式(2)的解必然包含于不等

式(3)的解之中.

此时 ,前后两个不等式组也同解.

综上情况 ,引理得证. 证毕.

定理 1.　不满足不等式组(2)、(4)的任务必然

是不可调度的.

证明.

情形 1.当不等式(2)无解时

即任务在出现 k 个错误时 ,其执行不能满足该

任务的截止期要求 ,是不可调度的.

此时 ,不论不等式(4)是否有解 ,不等式组都

无解.

情形 2.当不等式(4)无解时

即不能通过增加检验点来减少任务出错时的总

的执行时间 ,也是不可调度的.

此时 , 不论不等式(2)是否有解 , 不等式组都

无解.

综上情况 ,定理得证. 证毕.

另一方面 ,由于各任务间竞争系统资源 ,使得它

们之间存在内在的关联 ,为此 ,我们需要考虑它们对

系统可调度性带来的影响.由于我们假设任务集在

不出现错误时是可调度的 ,为此 ,我们只需要考虑出

现错误的情况下 ,各任务间的可调度性.

定义 8.　任务 J i的利用率 ,记为 ui ,它由下式

确定:ui =WCE(m
＊
i)/(D i -A i),其中 WCE(m

＊
i)是

任务 J i在出现错误时的最坏执行时间 , A i和D i分别

是任务 J i的起始时间和截止期.

定义 9.　系统的利用率 ,记为 U ,它由下式确

定:U=max{u1 ,u2 , … ,un},其中 n为系统中非周期

任务的个数 ,ui为各任务的利用率.

综合上述两个方面 ,对于硬实时系统 ,我们利用

基于检验点的容错技术来检测任务级的可调度性 ,

利用系统的利用率来检测系统级的可调度性.

此处 ,我们给出嵌入式实时系统基于检验点容

错技术的可调度性检测算法 CST (Checkpoint-

based Schedulabili ty Test).
P rocedure CS T(J , f)

BEGIN

1.fo r each J i in J , do{

1.1.calculate m ＊ for each J i ;

1.2.solv ing the in-equations(2)and (4)for each J i;

1.3.if (there is a J i of w hich the in-equations have no

solution or there is a m ＊ which is not contained in

the so lution o f that J i)

re turn (the task set is unschedulable);

1.4.else calculate ui for J i;

　}

2.calculate U;

3.if(U ≤1)

　　return(the task set is schedulable);

4.else re turn(the task se t is unschedulable);

END

在算法 CST(J , f)中 J 是系统中非周期任务的

集合 , f 是系统中离散时钟速度集 S 中的最大时钟

速度.算法的第 1 句进行任务级的调度性检测.其

中 ,第 1.1句为每个任务计算任务的最佳检验点个

数.第 1.2句进行必要条件的检查.第 1.3句进行任

务级调度的检测 ,并给出不可调度的返回信息.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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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句为每个任务计算任务利用率.第 2句计算系

统的利用率.第 3句进行系统级的调度性检测.第 4

句处理不能通过系统级调度检测情况的返回信息.

算法 CST(J , f)的时间复杂度为 O(n),其中 n为系

统中非周期性任务的个数.

4　电压分配算法

对于给定任务集 J 和系统的离散工作电压集

V ,如何为每个任务分配最佳的工作电压 ,使得系统

消耗的能量最小 ,这一直是被研究人员所关注的问

题.文献[ 4]虽然给出了任务间电压分配问题的一种

最优解 ,但是没有考虑系统容错的情况.为此 ,我们

提出了一种考虑系统容错的任务集电压分配算法.

我们的首要目标是确保实时任务的截止期要

求 ,即使是在出现 k 个错误的情况下.这就需要用到

上述第 3节的可调度性检测方法.其次的目标是使

得系统总的能量消耗最小.此处 ,我们给出嵌入式实

时系统基于检验点检测的电压分配算法 CS T-VA

(Vol tage A llocat ion w ith Checkpoint-based Sched-

ulabili ty Test).
Procedure CS T VA(J , V , f)

BEGIN

1.CS T(J , f);

2.if(the task set is schedulable){

2.1.fo r each J i in J , do{

2.1.1.calcula te the new Ri for each J i in the presence

of m ＊ checkpoints fo r the task;

2.1.2.generate an optimal continuous vo ltage fo r each

J i ;

2.1.3.if(the re is a task whose optimal continuous

voltage is higher than Vm)

　　 　　return(there is no feasible schedule);

}

3.return(the discrete v oltage allocation and schedule);

END

在算法 CST-VA(J ,V , f)中 J 是系统中非周期

任务的集合 ,V 是系统中离散工作电压的集合 , f 是

系统中离散时钟速度集S 中的最大时钟速度.算法

的第 1句调用 CST(J , f)算法对系统任务集进行可

调度性检测 ,即检测系统在保证各任务截止期要求

的情况下 ,是否能通过为每个任务记合适的检验点

来提高系统的可靠性.算法的第 2句是对可调度情

况的进一步处理.其中 ,第 2.1.1句计算每个任务在

记最佳检验点个数 m
＊
的情况下的最坏执行时间

R i .第 2.1.2 句利用计算得到的 R i ,为每个任务计

算它的理想分配电压.(这个理想分配电压不一定是

系统所提供的离散工作电压集 V 中的电压.)第

2.1.3句检查所得到的理想分配电压是否超出了系

统所提供的离散工作电压的范围.如果超出了电压

范围 ,则认为该任务不可调度.第 3句是利用第 2句

中得到的信息 ,给出每个任务的离散工作电压和调

度信息.算法的时间复杂度为O(n lo g2n),其中 n为

系统中非周期性任务的个数.

这里需要指出 ,在进行了 CS T 后必须在 CST-

VA 中再次进行可调度性检测.这是因为 ,当我们采

用记检验点的容错技术并满足了 CS T 时 ,任务在考

虑容错情况下所需 CPU 周期的最坏执行个数 R i会

有一定程度的增加 ,这会直接影响理想电压的取值.

当我们发现有任务的理想电压超过系统提供的工作

电压集 V 中的最大值 Vm时 ,就不能为该任务分配

合适的工作电压.而对于小于V 中最小值 V1的理想

电压 ,我们可以利用零电压和 V1来处理.

对于如何得到一个任务的理想电压以及如何将

该理想电压转换为两个相邻的系统所提供的离散工

作电压 ,限于篇幅就不在本文详述 ,具体信息请阅读

文献[ 4] .

5　模拟实验分析

本节将 CST-VA 算法和文献 [ 4] 中提出的

Alloc-vt算法以及文献[ 8]中提到的 FT-Only , FT +

EC算法进行性能比较.分别从可靠性和能耗特性

两个方面进行比较.

表 1给出了系统任务集的一个实例 ,其中 A i 表

示任务 J i的到达时间;Di 表示任务 J i的截止期;R i 表

示在任务 J i不出现错误的情况下 , CPU以最大时钟

速度执行时所需的时钟周期数;k i 表示任务 J i在执

行时需要容忍的错误个数.为了研究的简便 ,我们假

设时钟速度与工作电压成线性关系 ,而且能耗与时钟

速度的平方成正比.系统的工作电压集 V ={3.0V ,

5.0V ,7.0V ,9.0V ,12.0V},对应的时钟速度集 S=

{30MHz ,50MHz , 70MHz ,90MHz ,120MHz}.为了

量化系统能耗 , 我们将功率函数P(s)规范化为

表 1　任务集的一个实例

任务 Ai Di Ri ki

J 1 0 11 150 4

J 2 3 8 120 2

J 3 5 8 180 1

J 4 9 11 80 1

240712 期 李国徽等:嵌入式实时系统中基于检验点检测的电压分配技术



P(10MHz)=1J/ s.假设记检验点的代价 Cs=6M

个时钟周期 ,状态恢复的代价 Cr=6M 个时钟周期.

5.1　CST-VA算法与 Alloc-vt算法的比较

该任务集实例在两种算法下的理想电压由表 2

给出.同时 ,图 1给出了此任务集实例在两种算法下

具体的电压分配情况.其中图 1(a)是不考虑错误出

现情况下 Allo c-vt算法[ 4]的分配结果 ,图 1(b)是考

虑系统容错情况下 CS T-VA 算法的分配结果.

表 2　任务集实例在两种算法下所对应的理想电压值

任务 Alloc-vt 算法的电压/V CST-VA 算法的电压/V

J1 3.75 8.05
J2 6.0 10.7

J3 6.0 8.4
J4 4.0 6.5

图 1　任务集实例在两种算法下的电压分配情况

　　如图 1中所示 ,当不考虑错误时任务集工作于

较低的工作电压{3.0V , 5.0V , 7.0V},当考虑容错

时任务集工作于较高的工作电压{5.0V , 7.0V ,

9.0V , 12.0V}.这同理论分析是一致的.因为 ,当考

虑容错时 ,各任务的最坏执行时间会有所增加 ,为了

保证任务的实时特性 ,必然会工作于较高的工作电

压下.

对应于两种电压分配方法下系统的能耗分别为

279J和 796.8J.可以看到 ,我们所提出的算法对系

统能耗有相应的增加 ,这同理论分析是一致的.因

为 ,当考虑容错时 ,各任务工作于相对较高的电压 ,

所消耗的能量自然有所增加.但是这种增加是有限

的 ,而且能有效提高系统的可靠性.对于该任务集实

例 ,各任务分别可以承受 11个 、2个 、4个和 5 个错

误的出现.

图 2给出了任务集实例中各任务随 k 值不同对

最佳检验点个数 m＊带来的影响.当 k 变大时 ,相应

的 m＊随之变大 ,当 k 大到一定值时 ,找不到对应的

m
＊值.对一个任务 ,当 k 值增加时 ,表示该任务必须

承受的错误个数增加 ,为保证任务的可靠性 ,相应的

记检验点的个数必然会增加.然而当 k 值增大到一

定程度后 ,利用添加检验点已经不能在任务截止期

内保证其可靠性.这同理论分析也是一致的.我们可

以从第二 、三部分看到 ,m
＊
是 k的一个单调增函数 ,

同时WCE(m)也会随 k , m 的增加而增加 ,当 k , m

增到一定程度时 ,任务必然会超过其截止期要求.

在此 ,可以从图 2中反映第 4节所说明的需要

在 CST-VA 算法中再次进行可调度性检测的问题.

例如 ,对于任务 J 2 ,当 k 值为 3时 ,由 CST 可得到相

应的 m＊值为 7 ,但在 CS T-VA 算法中 ,对于 k=3 ,

m
＊
=7 ,计算所得的理想电压值 V=12.15V ,比系统

工作的最大电压还大 ,是不可调度的.造成这一问题

的原因在于任务的可抢占性.在 3≤t≤5时 ,任务 J 2

执行 ,而当 5≤t≤8时 ,任务 J 3抢占执行 ,导致任务

J 2的实际执行时间只有 2个时间单位.

图 2　检验点个数随错误个数的变化关系图

图 3　检验点个数随记检验点代价的变化关系图

图 3给出了记检验点的代价 Cs对检验点个数

带来的影响.当 Cs变大时 ,相应的 m
＊
随之变小 ,当

Cs变大到一定程度时 ,找不到对应的 m
＊
值.当记检

验点的代价变大时 ,从任务的实时特性考虑 ,应减少

记检验点的个数.然而当 Cs增大到一定程度后 ,利

用添加检验点已经不能在任务截止期内保证其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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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这同理论分析也是一致的.我们从第 2 、3节可以

看到 ,m
＊
是 Cs的一个单调减函数 ,同时WCE(m)

也会随Cs的变大而增加 ,当 Cs增大到一定程度时 ,

任务必然会超过其截止期要求.所幸 ,目前的研究表

明 ,Cs远小于各任务的 R i[ 8 , 10] .

从上面的数据可以看到 ,在增加了有限的系统

能耗的情况下 ,CS T-VA 算法比 Allo c-vt 算法较大

程度地提高了系统的可靠性.

5.2　CST-VA算法与 FT-Only 、FT+EC算法的比较

另一方面 ,我们将 CS T-VA算法与只考虑容错

而不考虑节能的 FT-Only 算法[ 8] 以及同时考虑容

错和节能的 FT +EC 算法[ 8] 进行了比较.表 3给出

了采用 3种不同方法时所记的检验点个数(为了同

文献[ 8] 中的算法进行比较 , 此时考虑各任务的

ki =1).其中 ,在 FT-Only 算法下的检验点个数是在

任务工作于最大速度时所需检验点的最小个数(其

取值的计算参考文献[ 8] ).在 FT +EC 算法下的检

验点个数如文献[ 8] 所述计算得到.在 CST-VA 算

法下的检验点个数是我们利用本文提出的方法计算

得到的最佳检验点个数.表 3 同时给出了在 3 种方

法下任务的能量消耗 ,我们记任务在 FT-Only 算法

下的能量消耗为 E1 ,在 FT +EC算法下的能量消耗

为 E2 ,在 CS T-VA 算法下的能量消耗为 E3 .

表 3　任务集在 3 种不同算法下所记的

检验点个数及消耗的能量

任务 FT-On ly E1/ J FT+EC E2/ J C ST-VA E 3/ J

J 1 1 367.2 1 226.8 4 119.2
J 2 1 295.2 1 185.6 3 162

J 3 2 338.4 3 228.8 4 214.2

J 4 1 199.2 2 98.8 3 86

从表 3的数据可以看到 ,在提供相同的系统可

靠性时 ,CST-VA 算法比 FT-Only ,FT +EC算法能

有效地节省系统能耗.同时 ,由于 FT-Only 和 FT +

EC 算法的不足 , CST-VA 算法可较大程度地提高

系统的可靠性.

6　结　论

嵌入式实时系统中容错和节能的综合研究正在

吸引众多研究者的兴趣.其特点在于 ,系统既要求满

足实时特性 ,又要求一定的容错能力 ,同时还要求使

得系统的能耗最小.本文重点研究了嵌入式实时系

统中如何达到上述 3大目标的非周期任务调度和电

压分配问题.在基于检验点容错技术的可调度性检

测基础上 ,提出了对于系统非周期任务的基于检验

点检测的电压分配算法 CS T-VA .该算法在保证任

务实时性的同时提高了系统的可靠性 ,也保证了系

统能耗的节省.模拟实验表明 , CST-VA 比 Alloc-vt

较大程度地提高了系统的可靠性;比 FT-O nly 和

FT +EC 在相同可靠性前提下降低了系统能耗 ,同

时比两者有更好的可靠性 ,更适合于嵌入式实时系

统的需要.

对于进一步的工作 ,我们有以下几个方向的考

虑.(1)为了问题的简化 ,我们在本文中考虑各任务

都具有相同的平均开关电容(average sw itched

capacitance),在今后的研究中我们会考虑具有不同

平均开关电容的任务集的容错调度和节能电压分

配.(2)在以后的工作中我们会考虑将本文提出的

对非周期任务的处理与周期性任务的处理统一起

来.(3)在将来的工作中我们会研究非均匀检验点

策略是否会对本文所描述的问题有更好的解决

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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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oblem of task scheduling and vo ltag e allocation ,

which should minimize the to tal processor energ y consump-

tion while guar anteeing timing const raints of ta sks , is a rep-

resentative requirement fo r embedded real-time sy stems.At

present , resea rche rs a re inte rested in the t rade-off between

sy stem reliability and ene rgy consumption fo r real-time sys-

tems.The slack time in real-time sy stem s can be used by re-

covery schemes to increase system reliability a s w ell a s by

frequency and vo ltag e scaling techniques to save energ y.M o-

reove r , the rate of transient faults also depends on sy stem

operating frequency and supply vo ltag e.So , it gives us the

new challenge fo r conside ring the combination of system reli-

ability and energ y consumption fo r the problem o f task sched-

uling and voltage allocation.

Fault to ler ance through redundancy a s well as ener gy

management thr ough f requency and vo ltag e scaling has been

well studied separately in the conte xt of real-time embedded

sy stems.H ow ever , there ar e relatively less researches ad-

dressing the combina tion of fault tole rance and ener gy man-

agement.Fur thermore , most o f the ex isting methods a re

concerned about periodic task set only.

In many real- time embedded sy stems , tasks can be clas-

sified as pe riodic tasks and aperiodic ta sks.Ape riodic tasks

can be pro ce ssed with general scheduling algo rithms.How-

ever , in many ca ses , it is more efficient to pro ce ss aperiodic

tasks with separa te algo rithms which make use o f the know l-

edge tha t aperiodic ta sks may them selves have a varie ty o f

timing requirements.

This paper fo cuses on the variable vo ltag e allocation

problem fo r aperiodic task set in embedded real-time sy stems

based on earliest deadline first (EDF) scheduling strateg y.

First , the author s present a checkpointing-based schedulabili-

ty test , and w ith this te st , prov ide a de te rministic guarantee

and ge t the optimal number o f checkpoints that a task should

be inser ted if po ssible.The optimal number o f checkpo ints

can help the task to guarantee the timing constraints and min-

imize the wo rst case execution time in the present of transient

faults.

Based on the checkpointing-based schedulability te st ,

the autho rs pr opose a voltage allocation method through dy-

namic vo ltag e and fr equency scaling (DVFS)technique.The

method no t only guarantees timing constraints , but also pro-

v ides higher sy stem reliability through checkpointing and

minimizes ener gy consumption via optimal v oltage allocation

techniques.

This paper contributes on the problem of task scheduling

and voltage allocation focusing on ape riodic tasks fo r real-

time embedded sy stems.The simulation result s show that

the propo sed me thod ha s significantly be tte r per formance

compa red w ith the existing vo ltag e a llo cation technique and is

more appropriate fo r embedded real-time syst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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