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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T4‘9JJ编译器
作为一种功能强大的数学模型构建工具!34$T4‘

在矩阵计算及图形处理方面有着多数KRW计算机语言

无法比拟的优势%+& ’ 然而 34$T4‘是一种解释性的!面

向过程的语言!34$T4‘模块需要进行适当的转换之后

才能够集成到现有的计算机应用系统中’
34$T4‘提供的 9JJ编译器能够将 34$T4‘代码

编译成动态链接库"\WW# 并提供 相 应 的 9JJ源 代

码%7& ’ 在34$T4‘环境中运行命令 B‘̂&T1! L#$̂F建

立编译器环境后!本地的 9JJ编译器被搜索出来’
接着运行命令+B55IS5FFT&‘+OT&‘04B#G O34$T4‘
:BU&T#"L# G I>T&0[+T&‘I_! 15 O1&%04B#G6 把

34$T4‘的源代码编译成\WW并生成相应的 9JJ源代

码及头文件’

7!9)Qd;9JJ接口

动态链接库"\WW#作为通用的软件组件!可以安装

在本地或远程计算机上’ 接下来需要考虑如何实现对

34$T4‘生成的\WW进行远程及多线程调用’ 通用对象

请求代理架构"9)Qd;#为用不同语言开发的!运行在

不同计算机系统上的软件组件之间的通讯提供了一个

通用标准%K& ’
9)Qd;的系统框架如图+’
9)Qd;使用接口定义语言"X\W#来定义对外公布

的接口’ X\W是语言无关的!可以在不同操作系统上用

不同语言实现’ 典型的计算机语言如 9!9JJ%<& !j;Y

/;等都可用来实现9)Qd;接口’
在 9)Qd;框架中!应用程序之间的通讯通过对象

请求代理")Qd#实现’ 在实际应用中!)Qd被初始化后

与内部的对象适配器联接’ 对象适配器则负责诸如引

用计数$对象实例化$对象生命周期管理等工作’ 对象

适配器的另一项重要工作是在用户X\W代码被编译成操

作系统可识别的生成代码类之后!注册生成代码类’ 不

同的计算机语言在实现9)Qd;的方式上有所不同’ 其

中X\WIj;/;十分简单明了!可方便地从 j;/;应用程

序中实现对9)Qd;接口的调用’ 而9JJ的实现方式

比较复杂!几乎包括了所有9)Qd;定义的内容%M& ’
以下例子演示一个用9JJ实现的客户端对远程

组件的调用+

8+!9)Qd;aEF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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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定义一个简单的接口+
&0$#%U45#a#TT@
,

_@&16#TT@"#(
-(
然后使用 X\W编译器编译该接口并生成 9JJ文

件’ 组件安装并运行在服务端!在初始化后通知 )Qd
以接收客户端发送的请求’ 以下列出最基本的服务端

代码+
&0$B4&0"&0$4%25! 564%’ 4%2_% &! 564%’% &#
,

$%E
!,
!]]创建)Qd及d);对象

!9)Qd;f)Qdf_4%@%‘=.
!!9)Qd;f)Qdf&0&$"4%25! 4%2_#(
!9)Qd;fd);f_4%‘@4=.
!!@%‘IGd);f&0&$"4%25! 4%2_#(
]]实例化执行对象

a#TT@f_4%F=0#Za#TT@f&BFT(
]]存储对象引用

9)Qd;f’$%&02f_4%L=.
!@%‘IG@‘e#5$f$@fL$%&02"F#(
5@0L$564%’ %#U?&T#=Va#TT@:%#UV(
@UL$%#4B@̂$"%#U?&T##(
&U"@̂$:U4&T"## %#$̂%0+(
@̂$:5T@L#"#(
]]初始化完成!服务端准备接受请求

‘@4IG&BFTf&Lf%#41E".
!9)Qd;fXBFT#B#0$4$&@0\#U++f0&T"##(
-
54$56"9)Qd;f’EL$#BPD5#F$&@0q#D#
,
!)d"%&0$PD5#F$&@0"#D#(
!%#$̂%0+(
-
%#$̂%0.(
-
以下代码演示客户端如何远程调用实例化的服务

端代码+

$%E
,
]]创建)Qd对象

9)Qd;f)Qdf_4%@%‘=.
!9)Qd;f)Qdf&0&$"4%25! 4%2_#(
]]获取执行对象指针

5@0L$564%’ %#U?&T#=Va#TT@:%#UV(
&UL$%#4B&0( &0:@F#0"%#U?&T##(
&U"&0:U4&T"## %#$̂%0+(
564%L%+...&( &0GGL(
]]创建9)Qd;及执行实例对象

9)Qd;f)‘e#5$f_4%@‘e=.
!!@%‘IGL$%&02f$@f@‘e#5$"L#(
a#TT@f_4%6#TT@=a#TT@++f04%%@Z"@‘e#(
]]. 具体的程序执行代码.
-
54$56"9)Qd;f’EL$#BPD5#F$&@0q#D#
,
)d"%&0$PD5#F$&@0"#D#(
%#$̂%0+(
-

<!随机模型

随机模型作为一种估计概率分布的工具!其输入

端变量是随机变化的’ 这些随机变量通常是可观察的

某一阶段的历史记录’ 随机模型的输出变量所遵循的

概率分布则可以通过大批量随机模拟推导出来’ 随机

模型 最 早 应 用 在 物 理 学 中!也 被 称 作 3@0$#94%T@
"39# 方法’ 如今随机模型在工程学!生命科学以及

金融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随机模型通常使用数值方法进行数量估计’ 在其

它分析方法无法获得精确解的情况下!随机模拟方法

的优势是十分明显的’ 然而这种方法的缺点是它依赖

大批量的模拟计算!对计算机的软硬件要求较高’ 为

了使39模拟的误差减少一个数量级!所需的 39迭

代次数必须提高两个数量级’ 相应地!系统的运行时

间也要 大 幅 度 增 加’ 这 就 是 我 们 之 所 以 选 择 利 用

34$T4‘而不是其 它 KRW语 言 构 建 随 机 模 型 的 原 因’
34$T4‘的矩阵计算功能十分强大!正好用来处理海量

数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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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应用实例
p4&(#$是由美国 ’̂0R4%1公司开发的能源交易

系统’ 该系统用来对能源类商品及其金融衍生物进

行管理’ 除了支持实时的能源交易 之 外!该 系 统 的

另一项重 要 功 能 是 提 供 诸 如 能 源 类 商 品 的 市 场 标

价!收益分析和风险管理%8& ’ 在通常情况下!p4&(#$
内建的统计分析模型可以满足以上分析之需要’ 然

而能源商 品 在 经 历 了 市 场 解 构 之 后 变 得 越 来 越 复

杂!在有些情况下必须使用复杂的随机模型进行上

述分析’ 新版本的 p4&(#$提供了一个称为外部模型

">C3#的模块以实现系统与用户自定义模型的无缝

联接’ 当 p4&(#$的客户端运行统计分析时!系 统 检

查该分析是否需要借助外部模型!如果需要则将分

析请求转给 >C3模块’
>C3模块对 p4&(#$客户端的请求及分析结果的

反馈是通过9)Qd;实现的’ p4&(#$使用 R(c组织认

证的@B0&)Qd!以 9JJ实现了基于 9)Qd;的 )Qd’
在该框架下!我们首先在34$T4‘上开发了一个期权定

价模型’ 该随机模型使用39方法模拟出期权标的物

在到期日的价格概率分布!然后折算出目前的期权价

格’ 程序在34$T4‘环境中开发调试完成后!我们使用

前面介绍的方法把34$T4‘模型代码编译成\WW并发布

在>C3服务器上’
为了接受来自 p;X(P>客户断的请求!还需要在

>C3服务器上使用@B0&)Qd提供的9JJ接口编写一

个包裹程序’ 在 该 包 裹 程 序 中!首 先 要 初 始 化 一 个

)Qd对象!然后使用称作类工厂的类对封装在每个 \WW
中的模型对象进行初始化’ 以上面提到的期权定价模

型为例!当p;X(P>客户端的请求经由>C3发送给包裹

程序后!类工厂创建并维护一个期权定价模型的线程

实例’ 在模型运行并将分析结果返回给 >C3后!模型

实例被摧毁并释放资源空间’

M!比较分析

为了测试本解决方案的实际效果!我们同时开发

了一个纯粹的 9JJ应用程序’ 在此程序中!我们遵

循相同的建模方式!在同一个硬件平台上实现对同一

期权定价模型的39模拟’ 下表比较了不同的 39迭

代次下两种解决方案以秒为单位的运行时间开销+

^+!E}UVIHa!"(t";

39迭代次数 9JJ应用程序 p4&0#$>C3框架

+!... KN:.M KM:77
+.!... +M<:<M -N:7K
+..!... +<N7:K- 7,8:88
+!...!... +<M.M:.7 +.-8:MK

从表中我们清楚地看到!随着迭代次数的增加!本

文所提供的解决方案在时间开销上的优势是明显的’
在百万级的迭代次数下!本解决方案在系统运行时间

上缩短了一个数量级’ 这在对系统的实时性及多用户

并发请求要求较高的系统中是非常关键的提高’

8!结束语

随机模型在金融等领域的广泛应用需要一种有效

的解决方案!以使得快速高效的模型开发能够和传统

的应用系统有机地结合起来’ 本文所提供的方案旨在

解决这一问题’ 从实际运行效果来看!基于 9)Qd;的

34$T4‘随机模型无论在系统运行速度上还是在标准

化程度上!较之传统的解决方案都有明显的优势!适合

在一定范围内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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