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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动态顺序统计树结构是一类融合了动态集合、顺序统计量以及搜索树结构特性的数据结构, 支持高效

的数据检索操作, 广泛应用于数据库系统、内存管理和文件管理等领域. 然而, 当前工作侧重讨论结构不变性,

如平衡性, 而忽略了功能正确性的讨论. 且现有研究方法主要针对具体的算法程序进行手工推导或交互式机械

化验证, 缺乏成熟且可靠的通用验证模式, 自动化水平较低. 为此, 设计动态顺序统计搜索树类结构的 Isabelle

函数式建模框架和自动化验证框架, 构建经过验证的通用验证引理库, 可以节省开发人员验证代码的时间和成

本. 基于函数式建模框架, 选取不平衡的二叉搜索树、平衡的二叉搜索树 (以红黑树为代表)和平衡的多叉搜索

树 (以 2−3树为代表)作为实例化的案例来展示. 借助自动验证框架, 多个实例化案例可自动验证, 仅需要使用

归纳法并调用一次 auto 方法或使用 try 命令即可, 为复杂数据结构算法功能和结构正确性的自动化验证提供了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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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ynamic  order  statistic  tree  structures  are  a  type  of  data  structure  that  integrates  the  features  of  dynamic  sets,  order  statistics,
and  search  tree  structures,  supporting  efficient  data  retrieval  operations.  These  structures  are  widely  used  in  fields  such  as  database
systems,  memory  management,  and  file  management.  However,  current  research  primarily  focuses  on  structural  invariants,  such  as  balance,
while  neglecting  discussions  on  functional  correctness.  In  addition,  existing  research  methods  mainly  involve  manual  derivation  or
interactive  mechanized  verification  for  specific  algorithms,  lacking  mature  and  reliable  general  verification  frameworks  and  exhibiting  a
low  level  of  automation.  To  address  this,  a  functional  modeling  and  automated  verification  framework  for  dynamic  order  statistic  search
tree  structures,  based  on  Isabelle,  has  been  designed.  A  verified  general  lemma  library  is  established  to  reduce  the  time  and  cost  of  code
verification  for  developers.  Using  this  functional  modeling  framework,  unbalanced  binary  search  trees,  balanced  binary  search  trees
(exemplified  by  red-black  trees),  and  balanced  multi-way  search  trees  (exemplified  by  2–3  trees)  are  selected  as  instantiated  cases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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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monstration.  With  the  help  of  the  automated  verification  framework,  multiple  instantiated  cases  can  be  automatically  verified  by  simply
using  induction  and  invoking  the  auto  method  once,  or  by  using  the  try  command.  This  provides  a  reference  for  automated  verification  of
functional and structural correctness in complex data structure algorithms.
Key words:  dynamic order statistic tree; search tree; functional modeling; automated verification; Isabelle theorem pro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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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gn
)动态顺序统计树结构是一类融合了动态集合、顺序统计量以及搜索树结构特性的数据结构. 除了基本的动态

集合操作外, 还支持快速的数据检索、高效的插入和删除, 且能在   时间内实现顺序统计操作 [1]. 其中, 动态

集合是指由算法操作的数据集在整个过程中能增大、缩小或发生其他变化 [2]. 顺序统计量是指在一组统计样本中

按照大小顺序排列后的特定位置的值, 其对应的顺序统计操作主要包括两种, 一种是在一组数据中找到第 k 小 (或
第 k 大)元素的选择操作, 另一种是给出一个指定元素在数据集的全序位置的求秩操作 [3,4]. 动态顺序统计树类结

构能在具体的搜索树结构中通过扩充树的大小信息实现, 广泛应用于数据库系统、内存管理和文件管理等领域.
然而, 当前搜索树类结构的相关工作侧重讨论结构特性, 如平衡性, 而忽略了功能正确性的重要性 [5]. 这可能使得

该结构及对应算法出现未预料到的错误, 增加了后期调试和维护的难度. 因此, 对动态顺序统计树等搜索树类结构

进行功能正确性验证, 是确保算法可靠性、安全性和有效性的重要措施.

在建模方面, 建立函数式建模框架可以提供一个结构化的开发环境, 能将数据结构对应的算法函数功能清晰

地呈现出来, 有助于开发人员更快速、更高效地进行开发工作. 而在对动态顺序统计树类结构进行函数式建模的

过程中, 需要综合考虑选用实例化的搜索树结构、具体的应用场景以及它们在实际应用中的功能. 这就意味着需

要在不同的复杂结构中找到其中的共性, 制定统一的建模策略和操作模式, 需要更多的创造性思维和技巧. 在验证

方面, 形式化定理证明是保证程序正确性的有效途径, Isabelle/HOL[6,7]是当前被广泛使用的定理证明器. 然而, 大多

数在 Isabelle上对搜索树类结构的验证, 都是针对具体的算法程序进行交互式机械化验证. 一方面, 其验证的可复

用性较低, 验证对象或场景发生变化时需要重新设计验证方案. 另一方面, 其自动化的程度低, 需要更多的人为干

预, 验证过程需要耗费大量时间和人力成本. 建立函数式验证框架, 构建统一的验证模式, 引入自动验证技术, 可以

在保证验证准确性的前提下, 尽可能地减少人为参与. 因此, 研究函数式建模框架和自动化验证框架可以简化建模

和验证流程, 有效地减少人工干预的需求, 从而节省开发人员验证代码的时间和成本.
文献 [5,8]分别介绍了在 Isabelle中实现自动验证的两种方式: 一是通过简单的归纳法或分情况讨论, 然后调

用一次 auto 方法得到自动化证明 [5]; 二是通过 try 命令, 调用 Sledgehammer[8]等组件将当前命题翻译为一阶逻辑,
然后搜索引理库中的引理探索证明路径, 自动生成证明. 两种方式均采用一组固定的基本引理以及关于辅助函数

的引理作为参数. 这意味着在 Isabelle中实现自动验证还需要设计通用的验证引理库. 一方面, 引理库整体的设计

思想应注重简化问题复杂性, 将复杂问题逐步分解为更小的子问题, 使自动化证明组件能够高效处理. 另一方面,
引理库中辅助引理的设计应考虑可靠性和通用性, 保证辅助引理正确性的同时, 确保其能应对不同场景下的证明

需求.
本文旨在 Isabelle中设计动态顺序统计树类结构的函数式建模和自动化验证框架, 并将该建模框架实例化为

不同的搜索树类结构, 借助自动化验证框架自动验证其中函数的功能正确性. 本文的技术路线图如图 1 所示. 由
此, 本文工作的主要贡献点总结如下.

  
函数式
建模框架

Isabelle

自动化验证框架
实例化案例

函数式定义 列表辅助函数 验证引理库

... ...

建模策略 自顶向下查找, 自底向上调整

不变式

不平衡的二叉搜索树

平衡的二叉搜索树: 红黑树

平衡的多叉搜索树: 2−3 树

datatype 'a dost=Leaf |  Node nat “a dost” 'a “'a dost”

definition “invar t≡invST t ^ invsize t ^ invprop t”

图 1　技术路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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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综合考虑不同搜索树结构的性质和操作, 将动态集合和顺序统计量的相关操作融入其中, 添加了额外的高

效数据检索操作. 基于此, 建立了动态顺序统计树类结构的函数式建模框架, 包含其函数式定义、建模策略和不变

式, 简化了建模流程;
(2) 提出了动态顺序统计树类结构相关算法的自动化验证框架, 使用同态的列表模拟动态顺序统计树类结构

的 10种操作, 设计并验证了列表辅助函数, 借助列表辅助函数构建了通用且可复用的验证引理库, 可自动化验证

动态顺序统计树相关算法的功能正确性;
(3) 将动态顺序统计树类结构的函数式建模框架分别实例化为不平衡的二叉搜索树、红黑树和 2−3树, 实例

化得到的数据结构具有动态顺序统计树的高效检索特性. 本文所提的自动化验证框架除了适用现有工作已经得到

验证的搜索树操作 (查找、插入和删除), 还涵盖了动态集合操作 (如前继和后继等)和顺序统计操作 (如选择和求

秩等).
本文第 1节是对相关工作进行介绍. 第 2节详细介绍动态顺序统计树类结构的函数式建模框架. 第 3节介绍

动态顺序统计树类结构的 Isabelle自动化验证框架. 第 4节将建模框架实例化为不同的具体搜索树结构, 并借助自

动化验证框架对其正确性进行自动验证. 第 5节进一步讨论自动化验证框架的适用范围和效果对比. 第 6节是对

全文的总结以及未来的工作展望. 

1   相关工作

在搜索树类结构的算法领域, 研究者们致力于开发高效、可扩展且具有良好性能的算法, 以应对不同应用场

景下的挑战. 在本节中, 将介绍与搜索树类结构相关的研究, 主要从具体搜索树结构的建模及验证, 和搜索树类结

构的建模及验证框架两个方面进行介绍.
在具体搜索树结构建模及验证的发展中, 研究者们提出了各种各样的算法, 并通过手工推导或交互式机械化

验证的方式确保正确性. 文献 [9] 将快速排序思想成功应用到二叉搜索树中, 形式化定义了随机二叉搜索树的结

构, 并对其高度、结构不变式以及对搜索和插入操作的影响进行了讨论和验证. 文献 [10]验证了 Braun树基本操

作的正确性, 并验证了从列表到 Braun树的线性时间转换函数, 为 Braun树的进一步研究和应用提供了新的思路.
文献 [11]提出了根平衡树的概念, 并在函数式环境中验证了其摊销复杂度, 同时提供了无对数代码的实现以及与

传统树结构的竞争性评估. 文献 [12]提供了 splay树的可执行结构, 并验证了其基本性质及摊销复杂度. 文献 [13]
提出并验证了 2−3手指树结构及性质, 支持在均摊的恒定时间内访问列表的两端. 文献 [14]确定了原始权重平衡

树算法中插入和删除旋转参数的确切有效范围, 并使用生成反例树的有效算法证明了其完备性. 文献 [15]利用集

合的抽象数据类型高效实现并证明了 van Emde Boas树相关函数的正确性, 并从证明的可信基础中消除了人工定

义的时序函数. 总之, 尽管研究者们在具体搜索树结构的建模及验证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 但现有研究主要针对特

定的单一算法程序进行建模及验证, 缺乏成熟且可靠的通用建模及验证模式, 可复用性较低.
在搜索树类结构的建模及验证框架方面, 文献 [16]通过探究二叉搜索树类算法之间共性, 建立了二叉搜索树

类算法的函数式建模框架, 用区域 (locale)刻画二叉搜索树类结构插入和删除高阶泛化函数, 在对具体的二叉搜索

树变体结构 (如 AVL树、RBs等)进行建模时, 可进行相应的实例化, 并对其附加性质的验证进行细化, 给出了具

体化的验证方案. 不过, 该建模框架未对多叉的搜索树类结构进行讨论, 且其验证方案仍然停留在交互式机械化验

证的层面, 自动化水平较低. 文献 [5]提出了一种用于验证搜索树类结构功能正确性的自动化验证框架, 借助一个

小型引理库, 对不同搜索树结构的功能正确性进行自动化证明, 展示了该框架的有效性和广泛适用性, 并讨论了从

集合到映射的泛化过程. 然而, 该框架仅对搜索树类结构的查找、插入和删除这 3种基本操作进行了自动化验证,
不适用于动态集合和顺序统计量相关算法.

本文提出了一个针对动态顺序统计树类结构的 Isabelle函数式建模和自动化验证框架, 涵盖了动态集合、顺

序统计和搜索树等 10种常用操作, 构建了完善的验证引理库, 并给出了具体的验证方法. 进一步选取了不平衡的

二叉搜索树、平衡的二叉搜索树 (红黑树) 和平衡的多叉搜索树 (2−3 树) 为实例, 检验了建模和自动化验证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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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适用性和有效性. 

2   动态顺序统计树类结构的函数式建模框架

为了简化建模流程, 提高代码的可重用性, 本文建立了动态顺序统计树类结构的函数式建模框架, 包括其函数

式定义、建模策略和不变式. 本节讨论了动态顺序统计树类结构的函数式定义, 设计了统一的建模策略. 对于其对

应的选择、求秩等操作, 刻画了通用的高阶复合函数, 并对这些操作算法的不变式进行了规范. 此外, 本节还讨论

了如何在确保整体操作的时间复杂度不变的情况下, 添加额外的高效数据检索操作. 

2.1   动态顺序统计树类结构的函数式定义

搜索树类结构允许根据键值进行元素搜索, 能够快速检索、插入和删除元素, 可用于实现动态集合的相关操

作 [17]. 动态顺序统计树类结构可以在搜索树的基础上, 通过添加树的大小信息实现. 对于二叉型动态顺序统计树

类结构, 可以将其数据类型递归地定义为: 

datatype ′a dost = Lea f |Node nat “′a dost” ′a “′a dost”,

其中, 'a 是抽象的, 可以根据需要实例化为不同的具体的类型. Leaf 表示叶子节点 (即节点为空), Node 表示非叶子

节点 (即节点非空), 其 4个参数分别对应树的大小、左子树、根节点和右子树信息. 通过这种定义方式, 该结构不

仅能实现搜索树类结构原有的基本操作, 还能高效实现动态集合和顺序统计量相关操作.
上述定义的数据类型是抽象的, 在不同的应用场景中, 可以根据需要将其实例化为不同的类型, 得到相对复杂

的结构. 例如, 将其实例化为动态顺序统计红黑树或动态顺序统计 2−3树等, 可应对实际应用场景. 在实例化到不

同的搜索树结构的过程中, 可能会出现含有其他附加信息的情况, 如红黑树的颜色信息等, 统称为 extra_prop. 可
使用关键字 type_synonym来实现继承数据类型 dost 的基础上扩充额外的信息 [7]. 基于此, 可以定义数据类型 dost
的类型同义词 dostsyn, 如下所示: 

type_synonym ′a dostsyn = “(′a× extra_prop) dost”.

基于上述定义的数据类型, 可以定义函数 tsize 用于获取动态顺序统计树结构中树的大小信息. 如下所示.
 

//获取树的大小信息

fun tsize :: “′a dost⇒ nat” where

“tsize Lea f = 0”|“tsize (Noden___) = n”

这个函数需要升级常规的搜索树操作来保证获取信息的准确性. 函数 size2用于计算任一层根节点对应的树

的大小. 基于 size2函数, 可定义函数 szNode 更新节点对应的树的大小信息, 并将其代替原始的 Node. 如此做, 在
对树中的节点信息进行更新时, 树的大小信息也会同步更改. 这些函数的正确执行依赖于建模策略和不变式的构

建, 在后文中会对其进行详细的介绍.
 

//计算树的大小信息

definition “size2 l r ≡ tsize l+ tsize r+1”
//更新节点对应的树的大小信息

definition “szNode l a r ≡ Node (size2 l r) l a r”

O(1)需要说明的是, 函数 tsize、size2和 szNode 都能在运行时间为   的情况下实现. 所以, 将 Node 转换为 szNode
不会影响整体的时间复杂度. 因此, 在动态顺序统计树类结构中关于搜索树的基本操作, 与底层搜索树操作具有相

同的复杂度.
在上述定义的基础上, 我们给出如下缩写描述:   Lea f ≡<>

Node n l a r ≡< n, l,a,r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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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多叉型动态顺序统计树类结构, 可按照相似的思路对其结构进行递归定义. 以每个非叶子节点都有 2个
或 3 个子节点的 2−3 树 [1]为例, 叶子节点和 2 个子节点的情况可以沿用二叉型动态顺序统计树类结构的 Leaf 和
Node 定义. 而对于 3个节点的情况, 可按照定义 2个子节点情况的相似思路, 将其定义为<n, l, a, m, b, r>. 其中, n
同样表示树的大小信息, a 和 b 表示根节点上的两个关键字信息, l、m 和 r 分别表示左、中和右子树信息. 其对应

的操作函数只需要按照同样的思路, 额外处理 3个节点的情况即可. 本文的第 4节给出了多叉型结构的典型代表

2−3树的具体建模实现思路. 在本文的剩余部分, 将主要以二叉型的动态顺序统计树类结构为基准进行阐述. 对于

多叉型的结构, 在实际建模时可遵循类似的思路补充额外的多节点情况. 

2.2   动态顺序统计树类结构的函数式建模策略

动态顺序统计树类结构可以在搜索树结构中扩充树的大小信息实现, 因此其仍保留了搜索树性质. 结合树形

结构来看, 搜索树性质可概括为, 左子树的节点键值均小于根节点, 右子树的节点键值均大于根节点. 基于搜索树

的这一性质, 本文提出了标准化、统一的函数式建模策略, 即自顶向下查找, 自底向上调整, 如图 2所示.
 
 

a

b

c

t4

t3t2

t1 t1

t2 t3

t4

c

b

a

查找策略 调整策略

执行修改类函数操作后

图 2　统一的函数式建模策略
 

对于不改变树中节点信息的函数操作, 统称为检索类函数, 如 isin、select 等, 采取查找策略. 检索类函数操作

的核心在于找到相应的节点信息. 根据查找策略, 在寻找节点时, 需要从根节点出发, 根据根节点与目标节点的关

键字大小关系, 选择向左或向右的路径, 自顶向下递归地在其子树中寻找目标节点. 在寻找的过程中, 可以根据需

要执行一些前置处理操作, 如汇总树的大小信息, 以满足不同函数的实现需求. 在寻找到目标节点的位置后, 根据

函数所需实现的功能处理最后的信息并返回最终的结果.
对于会改变树中节点信息的函数操作, 统称为修改类函数, 如 insert、delete 等, 结合使用查找策略和调整策

略. 修改类函数操作的核心在于调整整棵树, 以维持整体的平衡性. 利用查找策略, 可以找到目标节点的位置. 在找

到目标节点的位置之后, 在对其进行处理时, 可能会破坏树的整体平衡性. 此时, 需要借助调整策略对树的整体进

行调整. 由于修改类函数并未对查找路径以外的节点位置进行操作, 所以在调整过程中只需对查找路径上的节点

进行调整操作即可. 根据调整策略, 在处理完最后的信息后, 还需沿原路径返回并执行相应的调整操作. 换言之, 调
整策略从目标节点的位置出发, 自底向上地执行调整操作, 调整到根节点时结束, 返回调整后得到的树.

为了方便叙述, 在本节中将建模策略分成了两步操作. 实际上, 利用递归的特性, 这两步操作在函数式建模中

可以用一步递归完成. 这一点在后文的具体建模中会有更清晰的体现.
根据函数式建模策略, 可以建立动态顺序统计树类结构相关操作的高阶复合函数, 如下所示.

 

fun < ∗ f uncName∗ >:: “ < ∗targetType∗ >⇒ ′a dost⇒< ∗resultType∗ > ” where
“ < ∗ f uncName∗ > x Lea f =

[∗ad justLea f ∗] < ∗resultLea f ∗ > ”|
“ < ∗ f uncName∗ > x (Node n l a r) =

([∗ preOperation∗] case < ∗compOperation∗ > o f

LT ⇒ [∗ad justLT∗] < ∗resultLT∗ > |
GT ⇒ [∗ad justGT∗] < ∗resultGT∗ > |
EQ⇒ [∗ad justEQ∗] < ∗resultEQ∗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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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a 类型对应的元素需满足全序关系 (后文也是如此), 符号<* *> 表示在对具体的函数建模过程中, 需根据函

数的实际功能填充的部分. 符号 [* *]则表示可选项.

依据函数式建模策略可以推知, 通过目标节点信息和树的信息, 可以确定整个函数的操作路径. 所以, 在高阶

复合函数的函数类型中, 前两个参数分别表示目标节点 (targetType)和动态顺序统计树的数据类型 ('a dost), 以此

来获取对应的信息并确定函数的操作路径. 第 3个参数表示最后的结果类型 (resultType), 对于检索类函数, 对应检

索得到的信息; 对于修改类函数, 则对应调整后得到的动态顺序统计树.

在高阶复合函数的函数体中, 对于树为空的情况, 只需要根据函数功能返回对应的结果 (resultLeaf)即可. 而对

于树不为空的情况的操作则更为复杂些. 首先, 需借助查找策略, 比较目标节点和当前节点的大小关系 (compOperation).

然后, 根据比较的结果确定需要执行的函数操作. 若比较结果为小于 (LT)或大于 (GT), 则递归地在其左子树或右

子树上寻找目标节点的位置 (分别对应 resultLT 和 resultGT). 若为相等 (EQ), 则说明查找成功, 执行相应的函数操

作对目标节点进行处理, 返回处理后的结果 (resultEQ). 在查找的过程中, 可以根据需要补充一些前置操作 (preOperation)

对当前的信息进行处理. 对于修改类函数操作, 则还需要在返回最终结果前, 依据调整策略进行平衡调整 (adjustLeaf、

adjustLT、adjustGT 和 adjustEQ). 

2.3   动态顺序统计树类结构的不变式

不变式是指程序在执行过程中必须遵守的逻辑规则 [18]. 在对动态顺序统计树类结构对应的算法进行建模时,
需要保证算法执行前后得到的动态顺序统计树均满足不变式. 因此, 不变式是函数式建模的一个标准, 当对修改类

函数操作进行建模时, 其调整操作得到的结果需满足不变式.
动态顺序统计树结构的性质可被定义如下.

invST

invST

(1) 搜索树性质不变式 (简称   ), 即中序遍历节点的键值按照线性升序的方式排序 [17]. 函数 inorder 按照中

序遍历的顺序将动态顺序统计树中的节点转换为列表. 得到转换后的列表之后, 借助 Isabelle中的函数 sorted 可判

断该列表是否按升序排列.    可定义为这两个函数的组合, 如下所示.
 

//将动态顺序统计树转换为列表
(
针对dost类型

)
fun inorder :: “′a dost⇒ ′a list” where
“inorder <>= []”|
“inorder < _, l,a,r >= inorder l @ a # inorder r”
//搜索树性质不变式

definition “invST t ≡ sorted (inorder t)”

invST dostsyn

dostsyn invST

dostsyn

   的实现需要获取树中节点的键值信息, 而不依赖其他额外的信息. 对于扩充了额外信息的   类型,
其节点中不仅包含键值信息, 还有其他额外信息. 因此, 在   类型中实现   时, 需要从节点中提取出键值信

息, 即将上述的 inorder 函数替换为 inorder2函数, 如下所示. 可以发现, 相较于 inorder 函数, inorder2函数仅在处

理过程中额外添加了一步忽略额外信息的操作. 类似地, 对于其他同样不依赖额外信息的   类型函数, 实现思

路与 dost 类型一致, 只需要忽略额外信息即可.
 

//将动态顺序统计树转换为列表
(
针对dostsyn类型

)
fun inorder2 :: “′a dostsyn⇒ ′a list” where
“inorder2 <>= []”|
“inorder2 < _, l, (a,_),r >= inorder l @ a # inorder r”

invsize

invsize

invsize

(2) 树的大小不变式 (简称   ), 即树中的每个 Node 节点中的 nat 类型对应的信息, 都应正确存储对应的树

的大小值.    可通过递归实现, 即需保证根节点中存储的树的大小值是正确的, 且其左、右子树对应的节点也

同样正确. 基于 size2函数, 可对   进行函数式建模, 其定义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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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的大小不变式

fun invsize :: “′a dost⇒ bool” where
“invsize <>= True”|
“invsize < n, l,a,r >= (invsize l ∧ invsize r ∧ (size2 l r = n ))”

invprop(3) 附加性质不变式 (统称   ), 这是一个可选项. 当实例化所用到的具体搜索树结构, 需要维持附加性质不

变时 (如颜色等), 加上相应的附加性质.
总而言之, 上述不变式 (1)−(3)统称为动态顺序统计树类结构的不变式 (简称 invar), 其定义如下.

 

//动态顺序统计树类结构的不变式

definition “invar t ≡ invST t ∧ invsize t ∧ invprop t”
 

3   动态顺序统计树类结构的 Isabelle 自动化验证框架

为了更高效地验证动态顺序统计树类结构相关算法函数的正确性, 减少开发人员验证代码的时间和成本, 本
节构建了动态顺序统计树类结构在 Isabelle中的自动化验证框架, 如图 3所示. 其设计理念为用列表模拟动态顺序

统计树类结构的 10种操作, 设计对应的列表辅助函数, 并验证其正确性. 借助列表辅助函数可构建通用的验证引

理集, 合并 10种操作对应的验证引理集, 组成验证引理库. 基于验证引理库, 动态顺序统计树类结构的 10种操作

的功能正确性均能实现自动化验证. 第 3.1节阐述了设计自动化验证框架的理论基础, 第 3.2节设计并验证了列表

辅助函数, 第 3.3节构建了通用的验证引理库.
  

列表辅助函数
验证正确性列表模拟

自动化验证

功能正确性

构建验证引理集

验证引理库

动态顺序统计树类
结构的 10 种操作

Isabelle 库的
函数及其组合

图 3　动态顺序统计树类结构的自动化验证框架结构
  

3.1   自动化验证框架的理论基础

实现自动化验证需要简化问题的复杂性, 将复杂的问题逐步拆解为 Isabelle自动化证明组件能高效处理的形

式. 具体函数的实现可以用同态的抽象函数来代替证明函数的正确性, 这一过程已被证明是正确的 [19]. 使用同态

的抽象函数代替具体函数进行函数式验证, 可以将复杂的问题证明分解为更为简单的形式, 从而简化证明过程 [5].
对于动态顺序统计树类结构, 在验证其操作算法时, 涉及的情况较多, 自动化证明组件难以应付. 而对于列表这类

线性结构, 其结构的定义契合递归的思想, 对应函数的正确性验证较为简单. 如果能用列表模拟动态顺序统计树的

函数操作, 并将列表作为中介去验证动态顺序统计树的函数正确性, 则可以简化验证过程, 进一步实现自动化验证.
⇒这一方法的关键在于实现将动态顺序统计树映射到列表的映射函数 Abs :: 't     'a list. 并验证 Abs 是同态的,

即对于动态顺序统计树类结构中所有需要实现的函数操作 (统称为 tree_fun), 及其列表辅助函数操作 (统称为

list_fun), 满足以下关系 [20]: 

invar t⇒ Abs(tree_ f un(t )) = list_ f un (Abs( t )) .

函数 inorder 能够将动态顺序统计树中的节点按照中序遍历的顺序映射到列表中. 因此, 映射函数 Abs 可以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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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函数 inorder 来实现.
对于 Abs 同态性的验证, 一方面, 需要额外定义列表辅助函数模拟动态顺序统计树函数操作, 并保证列表辅助

函数的正确性 (第 3.2 节); 另一方面, 需要针对列表辅助函数设计通用的验证引理集, 形成通用的验证引理库, 以
应对不同场景下的需求 (第 3.3节). 

3.2   自动化验证框架的列表辅助函数

′a dostsyn

动态顺序统计树类结构的种类繁多, 但每个具体的动态顺序统计树都至少提供 10种操作. 我们在 Isabelle中
用区域 (locale)刻画了这些基本操作, 如图 4所示. 其中, 't 类型可以用'a dost 或   代替. 对于树为空的情况

(empty), 其正确性证明是简单的, 本文将忽略对其的讨论.
 
 

动态顺序统计
树类结构的
10 种操作

最大值
最小值

前继

树的大小
选择

求秩

查找

插入

删除

后继

顺序统计
操作

搜索树
操作

动态集合
相关操作

图 4　动态顺序统计树类结构的 10种操作
 

对于函数 tsize, 在第 2节中讨论了其特殊实现方式. 基于这种实现方式及建模策略, 函数 tsize 的正确性验证

也变得更为简单, 只需要通过归纳法并调用一次 auto 方法即可得证, 无需构造额外的列表辅助函数及引理集.
而对于其他操作, 我们设计相应的列表辅助函数进行模拟, 以达到简化问题的目的. 借助 Isabelle源码库中已

经得到验证的函数及其组合, 可以验证列表辅助函数的正确性. 具体如下.
(1) list_max 和 list_min: 查找有序列表中的最大值和最小值.
如图 5所示, 对于动态顺序统计树类结构中求最大值和最小值的函数 max 和 min, 设计了 list_max 和 list_min

模拟. 其中, list_max 通过遍历有序列表至表尾, 获取最大值, 而 list_min 则通过提取有序列表的表头元素, 获取最

小值. 这两个函数的正确性证明可以分别借助 Isabelle集合 (set)中的 Max 和 Min 函数辅助验证, 使用归纳法并调

用一次 auto 方法就能得到证明.
 
 

d

db b

a

a

c

c

f

f

set

a b d

c f e

min max
list_max

list_min
Min

Max

e e

列表模拟 验证正确性

图 5　list_max 和 list_min 的模拟操作及验证
 

(2) list_pred 和 list_sucd: 查找在有序列表中, 指定元素的前继和后继元素.
一个元素的前继元素是指树中小于该元素的最大元素, 后继元素则是指大于该元素的最小元素. 在动态顺序

统计树类结构中, 求前继元素的 pred 函数和求后继元素的 sucd 函数的实现均依赖于搜索树性质.
如图 6所示, 以 pred 函数为例, 一般来说, 元素 x 左子树中的最大元素即为元素 x 的前继元素. 若元素 x 的左

子树为空, 则需要向上查找其祖先节点以确定前继元素. 结合树形结构来看, 即沿着元素 x 的父节点向上查找, 直
到找到一个元素 y, 元素 y 对应结点的右子树包含元素 x. 而 sucd 函数的实现思路则相反, 找元素 x 右子树中的最

小元素或找祖先节点中左子树含有元素 x 的节点元素, 即为元素 x 的后继元素. 在实际的建模场景中, 两个函数的

实现均需考虑较多的情况, 其正确性验证较为复杂, 常规的自动化证明组件难以应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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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d

sucd

sucd

min

find (λy. y>x_pred) lst=Some x

find (λy. y>x) lst=Some x_sucd

list_pred

list_sucd

x_pred

x_pred

x_sucd

x_sucd ...... x

x

验证 list_pred 正确性

查找节点 x 的位置

列表
模拟

查找节点x的位置

验证 list_sucd 正确性

图 6　list_pred 和 list_sucd 的模拟操作及验证
 

如果有序列表 lst 中第 1个大于元素 x 的元素是 y, 那么元素 x 是元素 y 的前继元素, 元素 y 则是元素 x 的后

继元素. 在有序列表中实现 list_pred 和 list_sucd 只需要先查找节点 x 的位置, 然后找到节点 x 前一个位置的元素

和后一个位置的元素即可, 涉及的情况较少. 因此, 用 list_pred 和 list_sucd 来模拟 pred 和 sucd 函数操作, 可以降

低问题的复杂度, 便于自动化证明组件处理.
Isabelle 中的 find 函数可以按条件查询列表中满足条件的第 1 个元素. 借助 find 函数和 λ 函数组合可验证

list_pred 和 list_sucd 的正确性.
(3) list_sel 和 list_rank: 前者表示给定一个具体数值 k, 查找有序列表中第 k 小的元素. 后者则表示给定一个元

素 x, 计算该元素为有序列表中的第几小的元素.
如图 7 所示, 选择函数 select 实现在动态顺序统计树类结构中查找具有给定次序的元素的功能, 即查找第 k

小的元素. select 函数功能的实现依赖于树的节点大小信息. 通过比较给定值 k 与左子树的大小信息, 来判断往树

的左子树或者右子树中查找元素. 如果往右子树中查找元素, 则需将 k 的值依次减去左子树的大小值和根节点单

个节点的大小值 (值为 1), 再将得出的值作为新一轮递归的输入. 求秩函数 rank 实现确定一个元素的次序的功能,
即给定一个元素 x, 求该元素是树中第几小的元素. 根据目标节点与当前根节点的大小关系, 判断查找路径的方向,
同时累计树的大小信息, 表示比目标节点元素键值更小的节点个数. 当找到目标元素 x 后, 累计的树的大小信息为

最终的结果. 两个函数的实现都需要在常规的递归查找过程中添加额外的处理树的大小信息操作, 增加了额外的

证明义务. 需要将问题简化, 才能实现自动化验证.
 
 

根据给定 k 值顺序查找

select

根据给定 k 值查找
c

b d

t2

t1 t6

t3 t4 t5

a e 列表模拟
a b c d e... ... ... ...

rank

根据元素 x 键值査找

list_rank 根据给定元素 x 顺序査找

lst!k=x (给定x)

lst!k=x (给定k)

list_sel

验证 list_rank 正确性

验证 list_sel 正确性

图 7　list_sel 和 list_rank 的模拟操作及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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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有序列表中 list_sel 和 list_rank 函数的实现均可通过顺序查找完成. 在查找过程中, list_sel 函数通过递减给

定的 k 值查找, 当 k 值为 0时, 得到第 k 小的元素; list_rank 函数根据元素 x 的键值查找, 找到元素 x 后返回累计遍

历的元素个数. 两个函数操作都是线性的, 简化了复杂操作, 自动化证明组件可以应付.
Isabelle中的 nth 函数 (简写为符号!)可以获取列表中的指定索引位置的元素. 利用这个函数, 可以验证 list_sel

和 list_rank 函数的正确性.
(4) list_isin、list_ins 和 list_del: 分别表示在有序列表中查找、插入和删除元素.
如图 8所示, 动态顺序统计树类结构中的 isin、insert 和 delete 函数的实现都是需要先定位到元素 x 的位置.

isin 函数在查找后直接返回结果即可. insert 和 delete 函数则需要在查找之后执行相应的插入和删除操作. 由于插

入和删除操作可能会改变树的节点大小信息, 且会破坏树的平衡, 因此需要额外的调整操作来维持平衡, 即维持不

变式成立. 而不同的动态顺序统计树结构所对应的调整操作是不同的, 且调整操作需要考虑到不同的不平衡情况,
要处理的情况繁多且复杂, 直接用自动化证明组件得到自动验证是不实际的.
 
 

a

b

c
t1

t3

t2

查找

调整

list_isin 查找 x 以判断其是否在列表中

list_ins 查找 a<x<b 的位置

list_del 查找 x 的位置

删除 x

...

... ...

...a

a

x b x xa b
...

x xa b
...

a b
...

x

set

−

b

... ...a bx

x 插入 x

列表
模拟

验证
正确性

∈

图 8　list_isin、list_ins 和 list_del 的模拟操作及验证
 

对于有序列表, list_isin、list_ins 和 list_del 函数需要递归查找元素 x 的位置, 然后执行相应的查找、插入或

删除操作即可. 而由于列表本身是有序的, 故在插入和删除操作之后, 通过简单地合并列表, 能够保持有序性. 用
这 3个函数模拟动态顺序统计树类结构的查找、插入和删除操作, 可以将其在复杂的调整操作中抽象出来, 专注

于查找、插入和删除的功能实现, 将问题简化.
list_isin、list_ins 和 list_del 函数的正确性证明可以借助集合中的属于 (∈)、并集 (∪)和差集 (–)来辅助验证,

同样可以仅使用归纳法并调用一次 auto 方法证明. 

3.3   自动化验证框架的通用验证引理库

通过列表辅助函数模拟动态顺序统计树类结构的 10种操作, 可以简化问题. 要进一步实现自动化验证, 需借

助列表辅助函数构建通用的验证引理集, 合并 10种操作对应的验证引理集, 组成验证引理库. 图 9展示了基于引

理库的自动化验证策略. 对于待证明的定理 T, 一般采用如下方式进行自动化验证.

 
 

theorem  T:  invar t ⟹  tree_fun  x  t  =  list_fun  x  (inorder  t)

apply (induct  t arbitrary:  x) apply (induction  x t rule:  tree_fun.induct)

by / apply  (auto simp:  list_fun_simps  fun_defs proven_lemmas split:  type.splits)

by / apply  (metis  other_lemmas)

待证明的定理 T

by / apply  (meson other_lemmas) …

归纳法

auto 方法

try 命令 

图 9　基于引理库的自动化验证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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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 t1,a, t2 >

(1) 归纳法: induct 和 induction 均表示使用归纳法, 前者对单一对象进行归纳, 后者可处理多个对象. arbitrary
表示对除归纳变元 t 以外的自由变元使用全称量化 [7], rule 明确指定归纳法则. 通过归纳法, 可以将目标定理拆解

为平凡情况和非平凡情况. 平凡情况对应树为空的情况. 非平凡情况则以树为 t1、t2 时命题成立作为前提, 验证树

为   时命题成立, 即对应归纳法“从 n 到 n+1”的思想.
(2) auto 方法: Isabelle中提供的一种自动证明方法.simp 表示应用简化规则, 在这里需添加验证引理库中的辅

助验证引理集, 以简化子目标甚至直接得证. 除此之外, 在子目标中将使用到的函数定义以及辅助函数引理也需添

加其中. 例如, 求前继元素的函数 pred 中调用了 max 函数, 在证明 pred 函数的正确性时, 需要将 max 函数的相关

引理添加其中. 在子目标含有 if、case等表达式时, split 可以有效地处理这些分支结构, 使 auto 方法可以分别处理

这些分支情况, 从而证明目标.
(3) try 命令: try 命令可调用 Isabelle中一些用于自动化证明的组件, 如 Sledgehammer等, 这些组件会给出自

动化证明的结果. 经过上述两步简化操作之后, 一般的定理可以直接得证. 而对于较为复杂的定理, 我们的验证引

理库也可将其简化成足够简单的形式, 借助 try 命令调用自动证明机器能够给出证明的结果.
因此, 验证引理库的构造需覆盖子目标拆解后对应的所有情况, 包括边界情况 (即查找失败)和找到目标节点

的情况. 结合函数 inorder, 借助第 3.2节中构建的列表辅助函数可以初步简化目标命题. 为了进一步简化目标, 在
寻找目标节点的过程中, 可以将列表辅助函数中使用到的列表拆成 3份, 对应树形结构的左子树、根节点和右子

树. 在使用归纳法处理后, 非平凡情况下对应的子目标可能会导致节点数量的增加. 对于情况更为复杂的命题, 为
了进一步提升自动化验证效率, 可以额外添加对这些情况处理的引理.

为了实现动态顺序统计类结构 10种操作对应定理的自动化验证, 需要根据各操作的逻辑特点设计相应的验

证引理集, 并将这些验证引理集整合成一个统一的验证引理库. 图 10给出了 10种操作的逻辑规约, 这些逻辑规约

实际对应需证明的定理, 包括功能正确性定理和结构正确性定理. 功能正确性是指各个函数操作是否能正确执行

预想的功能, 结构正确性是指执行修改类函数操作前后不变式 invar 成立. 对于动态顺序统计树类结构 10种操作

的功能正确性, 借助第 3.3.1 节给出的 10 种操作对应定理的验证引理集, 可以实现自动化验证. 而对于 insert 和
delete 等修改类函数, 在操作过程中可能会改变树中的节点信息, 破坏树的平衡性. 对于此类函数操作, 除了验证其

功能正确性以外, 还需保证操作前后不变式 invar 成立, 即验证结构正确性. 不同的动态顺序统计树结构有不同的

调整策略维持整体平衡性, 这些调整策略没有统一的构建思路, 差异较大. 因此, 对于结构正确性的验证, 仍需要构

建针对性的引理辅助验证, 基于本文的自动化验证框架不能直接得到自动证明. 不过, 借助第 3.3.2节中提出的拆

分方案, 拆分不变式 invar 得到细化引理, 以降低目标命题的验证复杂度. 对于拆分后得到的细化引理, 自动化验证

框架可以适用, 提升整体的自动化验证水平.
 
 

最大值

最小值动态集合操作
的正确性定理

顺序统计操作
的正确性定理

搜索树操作
的正确性定理

前继

树的大小

选择

求秩

查找

插入

删除

后继

10种操作的
功能正确性
定理

插入操作的结构正确性

删除操作的结构正确性

图 10　动态顺序统计类结构 10种操作的逻辑规约
  

3.3.1    功能正确性验证引理集

invar t⇒ t , empty⇒ max t = list_max (inorder t)定理 1. max 函数.    .
invar t⇒ t , empty⇒ min t = list_min (inorder t)定理 2. min 函数.    .

invST在动态顺序统计树类结构中, 根据   可以推知, 树中最右边、最左边的节点键值分别为树的最大键值、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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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键值. 因此, max 和 min 函数可以分别通过递归遍历右、左子树节点实现. list_max 和 list_min 可以很好地模拟

这一情况, 只需遍历获得列表最末端、首端的键值即可. 由此, 可分别构建 list_max 和 list_min 的验证引理集, 如
图 11所示. 引理 1表示 list_max 可以正确获取列表最末端的键值元素. 引理 2和引理 3分别表示 list_max、list_min
能够模拟递归向右、左子树查找的过程.
 
 

list_max (lst @ [a]) = a

lst2 ≠ [] ⟹ list_max (lst1 @ a # lst2) = list_max lst2

引理 1

引理 2

lst1 ≠ [] ⟹ list_min (lst1 @ a # lst2) = list_min lst1引理 3

lst2

list_max

list_max

lst1 a lst2
list_min

list_min lst1

图 11　list_max 和 list_min 的验证引理集
 

invar t⇒ pred x t = list_pred x (inorder t)定理 3. pred 函数.    .
pred 函数获取前继元素对应两种情况: 一是左子树不为空时, 获取目标节点左子树中的最大元素; 二是左子树

为空时, 自底向上找到第 1 个右子树包含目标节点的祖先节点, 祖先节点对应的元素即为前继元素. 前者依赖于

max 函数, 可以用函数 list_max 模拟. 后者的实现需要正确记录祖先节点信息. 在自顶向下的查找过程中, 如果依

据查找策略判断得出沿着右边的路径进行查找, 则需记录当前的根节点信息 (对应记录目标节点的祖先节点信

息). 当找到目标节点时, 若其左子树为空, 则最近记录的根节点即为目标节点的前继节点.
基于上述分析, 可以构建函数 list_pred 的验证引理集, 如图 12所示. 引理 4−6处理边界情况, 即没有前继元素

的情况, 引理 4和引理 5表示若元素 x 不在列表中, 则无法求得其前继元素; 引理 5表示列表中最小的元素 (即有

序列表的第 1个元素)没有前继元素. 引理 7−9分别模拟目标节点等于、小于和大于当前根节点的情况. 若等于,
需要调用函数 link_max 来获取对应左子树中的最大元素, 该元素即为前继元素. 若小于或大于, 则需模拟树中向

左或向右递归查找的过程. 对应引理 7−9, 引理 10−12则分别处理使用归纳法后节点增加的情况.
 
 

list_pred
x > a

list_pred lst1

lst2

x = a

x < a

list_pred x lst1 a lst2

lst1Some  ( list_max )

引理 9
sorted (lst1 @ a # lst2) ⟹ x > a ⟹
 list_pred x (lst1 @ a # lst2) = list_pred x (a # lst2)

引理 10
sorted (a # lst1 @ b # lst2) ⟹ lst1 ≠ [] ⟹
 list_pred b (a # lst1 @ b # lst2) = Some (list_max lst1)

sorted (a # lst1 @ b # lst2) ⟹ x > b ⟹
 list_pred x (a # lst1 @ b # lst2) = list_pred x (b # lst2)

引理 12

引理 11
sorted (a # lst1 @ b # lst2) ⟹ x < b ⟹
 list_pred x (a # lst1 @ b # lst2) = list_pred x (a # lst1)

引理 4

sorted (a # lst) ⟹ list_pred a (a # lst) = None引理 5

sorted (lst @ [a]) ⟹ x > a ⟹ list_pred x (lst @ [a]) = None引理 6

sorted (a # lst) ⟹ x < a ⟹ list_pred x (a # lst) = None

sorted (lst1 @ a # lst2) ⟹ lst1 ≠ [] ⟹
 list_pred a (lst1 @ a # lst2) = Some (list_max lst1)

引理 7

引理 8
sorted (lst1 @ a # lst2) ⟹ x < a ⟹
 list_pred x (lst1 @ a # lst2) = list_pred x lst1

图 12　list_pred 的验证引理集
 

invar t⇒ sucd x t = list_sucd x (inorder t)定理 4. sucd 函数.    .
求后继元素的函数 sucd 的实现思路与 pred 类似, 两者互为镜像操作. 函数 sucd 需借助 min 函数并记录左边

路径的根节点信息. 由此, 可以构建函数 list_sucd 的验证引理集, 如图 13所示. 引理 13−15处理没有后继元素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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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 引理 13 和 14 表示元素不在列表中, 引理 15 则表示列表中最大的元素 (即有序列表的最后一个元素) 没有后

继元素. 引理 16−18分别对应根节点 (等于)、左子树 (小于)、和右子树 (大于)的情况. 对于二叉型的结构, 这种方

式已经涵盖了所有的路径执行情况. 而对于多叉型结构, 同样具有搜索树性质. 依据建模策略, 同样可以将其分为

小于、等于和大于的情况, 再根据具体的结构, 在上述 3种情况的基础上再细分小于、等于和大于的情况. 将树结

构映射到列表结构中后, 二叉型和多叉型结构对应的情况是一样的, 所以该方式同样有效. 引理 19对应处理归纳

法中非平凡情况节点增加的情况.
 
 

引理 18
sorted (lst1 @ a # lst2) ⟹ x > a ⟹
 list_sucd x (lst1 @ a # lst2) = list_sucd x lst2

引理 19
sorted (lst1 @ a # b # lst2) ⟹
 list_sucd a (lst1 @ a # b # lst2) = Some b

引理 13

sorted (a # lst) ⟹ x < a ⟹ list_sucd x (a # lst) = None引理 14

sorted (lst @ [a]) ⟹ list_sucd a (lst @ [a]) = None引理 15

sorted (lst @ [a]) ⟹ x > a ⟹ list_sucd x (lst @ [a]) = None

sorted (lst1 @ a # lst2) ⟹ lst2 ≠ [] ⟹
 list_sucd a (lst1 @ a # lst2) = Some (list_min lst2)

引理 16

引理 17
sorted (lst1 @ a # lst2) ⟹ x < a ⟹
 list_sucd x (lst1 @ a # lst2) = list_sucd x (lst1 @ [a])

list_sucd
x > a

list_sucd lst1

lst2

x = a

x < a

list_sucd x lst1 a lst2

lst2Some  ( list_min )

a

图 13　list_sucd 的验证引理集
 

invar t⇒ tsize t = size (inorder t)定理 5. tsize 函数.    .
定理 5 表示 tsize 函数获取的树的节点大小值是正确的. 对于该定理的证明, 自动化证明组件足以应付, 无需

构造额外的验证引理集. 图 14展示了定理 5的自动化验证 (tsize 实例化为 dost_size), 只需要通过归纳法并调用一

次 auto 方法即得证.
 
 

图 14　dost_size 的正确性验证
 

invar t⇒ k > 0⇒ select k t = list_sel (k−1) (inorder t)定理 6. select 函数.    .

invar t⇒ rank x t = list_rank x (inorder t)定理 7. rank 函数.    .
与函数 list_pred 函数 list_sucd 验证引理集的构建思路类似, 函数 list_sel 和 list_rank 均对不在列表中、等于、

小于和大于的情况进行了模拟操作并验证, 如图 15所示. 函数 select 的查找过程依赖于树的大小信息, 因此, 函数

list_sel 的模拟过程需根据列表的大小信息来判断查找方向, 如引理 20–24所示. 函数 rank 的查找过程为常规的递

归查找, 因此 list_rank 的模拟过程则根据键值大小判断方向即可, 如引理 25–29所示.
 
 

引理 20

k = size lst1 ⟹ list_sel k (lst1 @ a # lst2) = Some a引理 21

k < size lst1 ⟹ list_sel k (lst1 @ a # lst2) = list_sel k lst1引理 22

k > size lst ⟹ list_sel k lst = None

k > size lst1 ⟹ list_sel k (lst1 @ a # lst2) =

 list_sel (k - size lst1 - 1) lst2
引理 23

k > size lst1 +1 ⟹ list_sel k (lst1 @ a # lst2) =

 list_sel (k - size lst1 - 1 - 1) lst2
引理 24

引理 25

sorted (lst @ [a]) ⟹ x > a ⟹ list_rank x (lst @ [a]) = None引理 26

sorted (lst1 @ a # lst2) ⟹ k = size lst1 + 1 ⟹
 list_rank a (lst1 @ a # lst2) = Some k

引理 27

sorted (a # lst) ⟹ x < a ⟹ list_rank x lst = None

sorted (lst1 @ a # lst2) ⟹ x < a ⟹
 list_rank x (lst1 @ a # lst2) = list_rank x lst1

引理 28

sorted (lst1 @ a # lst2) ⟹ x > a ⟹ k = size lst1 + 1 ⟹
 list_rank x (lst1 @ a # lst2) = plus_option k (list_rank x lst2)

引理 29

图 15　list_sel 和 list_rank 的验证引理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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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ar t⇒ isin x t = list_isin x (inorder t)定理 8. isin 函数.    .
invar t⇒ inorder (insert a t) = list_ins a (inorder t)定理 9. insert 函数.    .

invar t⇒ inorder (delete a t) = list_del a (inorder t)定理 10. delete 函数.    .
定理 8−10给出了搜索树结构常规的查找、插入和删除操作对应的正确性验证操作. 具体的验证引理集的构

建思路与上文中的其他定理类似. 这些函数的引理集如图 16所示.
 
 

引理 30

sorted (x # xs) = ((∀y ∈ set xs. x < y) ∧ sorted xs)引理 31

sorted (xs @ [x]) = (sorted xs ∧ (∀y ∈ set xs. y < x))引理 32

list_isin x lst = (x ∈ set lst)

⟦ sorted (lst1 @ [a]); x < a ⟧ ⟹
 list_ins x (lst1 @ a # lst2) = (list_ins x lst1) @ a # lst2

引理 33 ⟦ sorted (lst1 @ [a]); a ≤ x ⟧ ⟹
 list_ins x (lst1 @ a # lst2) = lst1 @ list_ins x (a # lst2)

引理 34

⟦ sorted (lst1 @ a # lst2 @ b # lst3); x < b ⟧ ⟹
list_del x (lst1 @ a # lst2 @ b # lst3) =

list_del x (lst1 @ a # lst2) @ b # lst3

引理 37

⟦ sorted (lst1 @ a # lst2 @ b # lst3 @ c # lst4); x < c ⟧ ⟹
list_del x (lst1 @ a # lst2 @ b # lst3 @ c # lst4) =

list_del x (lst1 @ a # lst2 @ b # lst3) @ c # lst4

引理 38

引理 35 ⟦ sorted (lst1 @ a # lst2); x < a ⟧ ⟹
 list_del x (lst1 @ a # lst2) = list_del x lst1 @ a # lst2

引理 36

⟦ sorted (lst1 @ a # lst2); a ≤ x ⟧ ⟹
 list_del x (lst1 @ a # lst2) = lst1 @ list_del x (a # lst2)

⟦ sorted (lst1 @ a # lst2 @ b # lst3 @ c # lst4 @ d # lst5); x < d ⟧ ⟹
list_del x (lst1 @ a # lst2 @ b # lst3 @ c # lst4 @ d # lst5) =

list_del x (lst1 @ a # lst2 @ b # lst3 @ c # lst4 ) @ d # lst5

引理 39

图 16　list_isin、list_ins 和 list_del 的验证引理集
 

函数 isin 实现判断元素是否在树中的操作, 这一实现与集合中的属于 (∈)的功能一致. 因此, 可以进一步将列

表辅助函数 list_isin 转化为集合操作, 用集合来辅助验证, 以简化命题, 如引理 30–32所示. 函数 insert 和 delete 的

实现按常规思路即可, 函数 list_ins 和 list_del 只需考虑左、右插入和删除节点的情况, 如引理 33–39所示.
定理 1−10描述的是动态顺序统计树类结构 10种操作的功能正确性定理. 基于自动化验证框架, 10种操作的

功能正确性均能得到自动验证. 

3.3.2    结构正确性验证拆分方案

除了验证动态顺序统计树类结构 10种操作的功能正确性以外, 还需保证修改类函数 (insert 和 delete)操作前

后不变式 invar 成立, 即验证结构正确性.
对于修改类函数, 在操作过程中可能会改变树中的节点信息, 还需要引入额外的调整策略来维持整体平衡性.

因此, 对于此类函数的结构正确性验证, 可通过定理 11和定理 12来保证.
invar t⇒ invar (insert a t)定理 11. insert 函数.    .
invar t⇒ invar (delete a t)定理 12. delete 函数.    .

不同的动态顺序统计树结构所具有的不变式 invar 都不相同, 维持这些 invar 的调整策略差异较大, 没有统一

的设计思路. 所以, 对于结构正确性的验证, 仍需要构建针对性的引理辅助验证. 不过, 这些针对性引理的设计也可

遵循固定的模式. 以函数 insert 的结构正确性验证为例, 可采取拆分方案, 如下所示. 

invar t⇒ invar (insert a t)



invar t⇒ invar
(
bal_ f un1 t

)


invST t⇒ invST
(
bal_ f un1 t

)
invsize t⇒ invsize

(
bal_ f un1 t

)
invprop1 t⇒ invprop1

(
bal_ f un1 t

)
. . .

invpropn t⇒ invpropn
(
bal_ f un1 t

)
. . .

invar t⇒ invar
(
bal_ f unn t

)


invSTt⇒ invST
(
bal_ f unn t

)
invsize t⇒ invsize

(
bal_ f unn t

)
invprop1 t⇒ invprop1

(
bal_ f unn t

)
. . .

invpropn t⇒ invpropn
(
bal_ f unn t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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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l_ f un1

invST invsize invprop

在验证其结构正确性 (定理 11)之前, 可先验证其维持平衡的调整函数 (   等)的结构正确性. 进一步,
可将不变式 invar 拆分为   、   和    (定义见第 2.3节)分别进行验证, 以降低整体的验证复杂度. 对于

拆分后得到的细化引理, 本文的自动化验证框架可以适用, 提升整体的自动化验证水平.
对于函数 delete 的结构正确性验证 (定理 12), 可同样按照上述拆分方案对定理进行拆分, 以达到简化目标定

理的目的, 进一步借助自动化验证框架自动验证拆分后的细化引理, 提高自动化水平. 

4   建模和自动化验证实例

为了评估动态顺序统计树类结构函数式建模和 Isabelle自动化验证框架的有效性, 本文选取了不平衡的二叉

搜索树、平衡的二叉搜索树 (红黑树)和平衡的多叉搜索树 (2−3树)为实例, 从不同维度检验框架的适用性. 

4.1   实例化为不平衡的二叉搜索树

dostsyn dostbst

invarbst

不平衡的二叉搜索树即为最基础的二叉搜索树, 只有搜索树性质而没有平衡操作, 不带有附加性质. 基于动态

顺序统计树类结构的函数式定义 (第 2.1节)和不变式 (第 2.3节), 将   实例化为   , 不变式 invar 实例化

为   , 不平衡的动态顺序统计二叉搜索树的结构和不变式定义可表示如下.
 

type_synonym ′a dostbst = “′a dost”//不平衡的二叉搜索树的结构定义
definition “invarbst t ≡ invST t ∧ invsize t”//不平衡的二叉搜索树的不变式定义

invarbst

不平衡的二叉搜索树的正确性定理包括功能正确性定理和结构正确性定理, 功能正确性定理表示各个函数操

作能够正确实现预想的功能, 结构正确性定理表示执行修改类函数操作前后不变式   成立. 

dostbst4.1.1       的功能正确性验证

(1) 函数式建模

dostbst

dostbst_select dostbst_rank dostbst_select dostbst

dostbst_rank

dostbst_select tsize l+1 dostbst_rank

tsize l+1

基于第 2.2 节中的函数式建模策略, 可以设计不平衡的二叉搜索树   的具体函数. 以选择和求秩函数为

例, 可分别实例化为   和   . 选择函数   用于查找树   中第 k 小的元素, 求秩

函数   用于计算给定元素 x 的排名, 即比它小的元素的数量. 动态顺序统计树类结构在每个节点处维护

了树的大小值, 即以当前节点为根的子树中的节点数量, 该值可以通过函数 tsize (定义见第 2.1节)获取. 则选择函

数   可以通过比较给定值 k 与   来确定查找路径, 并递归执行, 而求秩函数   在查找

过程中递归累加比 x 小的节点数量 (值为   ), 两个函数的实现过程如图 17所示.
 
 

比较 k 和 tsize l+1 比较 x 和 a

修改 k 为 k−(tsize l+1)

a

la ra

a.size

a

a.size

l.size

la

l.sizer.size

ra

r.size

t1 t2 t1 t2t3 t4

等于 等于

小于 小于大于

累加 tsize l+1

大于

左子树 l 左子树 l右子树 r
t3 t4

右子树 r

(a) 选择函数 dostbst_select (b) 求秩函数 dostbst_rank

dostbst_select dostbst_rank图 17　选择函数   和求秩函数   的实现过程
 

dostbst_select dostbst_rank

let n = tsize l+1 cmp k n cmp x a

基于第 2.2 节中的高阶复合函数, 可对函数    和    进行函数式建模, 如下所示. 其中,
 为查找过程前的前置操作 (preOperation),    和   分别对应两个函数的比较大小操作

(compOperation), 通过比较之后的结果 (LT、GT 和 EQ)确定查找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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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例化为不平衡的二叉搜索树dostbst的选择函数    

fun dostbst_select :: “nat⇒ ′a dostbst⇒ ′a option” where    

“dostbst_select k <>= None”|　    

“dostbst_select k < _, l,a,r >= (let n = tsize l+1 in case cmp k n o f　    

LT ⇒ dostbst_select k l|　　　　    

GT ⇒ dostbst_select (k−n) r|　　　　    

EQ⇒ Some a)”　　　　    

//实例化为不平衡的二叉搜索树dostbst的求秩函数    

fun dostbst_rank :: “′a⇒ ′a dostbst⇒ nat option” where    

“dostbst_rank_ <>= None”|　    

“dostbst_rank x < _, l,a,r >= (let n = tsize l+1 in case cmp x a o f　    

LT ⇒ dostbst_rank x l|　　　　    

GT ⇒ plus_option n (dostbst_rank x r )|　　　　    

EQ⇒ Some n)”　　　　    

(2) 自动化验证

dostbst

dostbst_select dostbst_rank

基于第 3.3 节给出的基于引理库的自动化验证策略, 可以在 Isabelle 中自动验证树    函数的功能正确

性. 对于函数   和   的功能正确性验证, 在采用归纳法拆解目标后, 使用 auto 方法调用验证

引理库中对应的验证引理集, 并添加相应的函数定义和辅助函数的正确性引理, 可以化简目标命题进而实现自

动证明, 如图 18 所示. 对于其他函数功能正确性的验证, 同样仅需使用归纳法并调用一次 auto 方法或使用 try
命令即可.

 
 

函数定义list_sel 验证引理集

归纳法

auto 方法

辅助函数的正确性引理

函数定义list_rank 验证引理集 辅助函数的正确性引理

选择函数 dostbst_select

的正确性定理

归纳法

auto 方法

求秩函数 dostbst_rank

的正确性定理

dostbst_select dostbst_rank图 18　函数   和   的功能正确性自动化验证过程
  

dostbst4.1.2       的结构正确性验证

invarbst

选择和求秩函数操作前后不会改变树的结构, 仅需对其功能正确性进行验证. 但是, 对于插入函数 insert 等修

改类函数, 在操作过程中可能会改变树中的节点信息. 因此, 对于此类函数的验证, 除了验证其功能正确性以外, 还
需保证其操作前后不变式   成立, 即验证结构正确性.

(1) 函数式建模

dostbst_insert以函数 insert 为例, 基于第 2.2节中的高阶复合函数, 将 insert 实例化   , 对其进行函数式建模, 如
下所示. 其中, szNode 对应平衡调整操作 (adjustLeaf、adjustLT、adjustGT 和 adjustEQ).

16  软件学报  ****年第**卷第**期



 

//实例化为不平衡的二叉搜索树dostbst的插入函数

fun dostbst_insert :: “′a⇒ ′a dostbst⇒ ′a dostbst” where
“dostbst_insert x <>= szNode Lea f x Lea f ”|
“dostbst_insert x < _, l,a,r >= (case cmp x a o f

LT ⇒ szNode (dostbst_insert x l) a r|
GT ⇒ szNode l a (dostbst_insert x r )|
EQ⇒ szNode l a r)”

(2) 自动化验证

dostbst invarbst invST invsize

invprop invST invsize dostbst_insert

对于其结构正确性的验证, 则需借助第 3.3.2节的拆分方案. 树   的不变式   满足   和   , 不
具有附加性质   . 因此, 先分别基于   和   进行验证, 再验证函数   的结构正确性. 对于拆分

后得到的细化引理, 本文的自动化验证框架可以适用, 提升整体的自动化验证水平, 如图 19所示.
 
 

函数定义list_ins 验证引理集

函数定义

函数定义 invST 细化引理 invsize 细化引理

list_ins 验证引理集

归纳法

auto 方法

invsize 对应的细化引理

归纳法

try 命令
直接得出

auto 方法

invST 对应的细化引理

插入函数 dostbst_insert

的结构正确性定理

dostbst_insert图 19　函数   的结构正确性验证过程
  

4.2   实例化为平衡的二叉搜索树

dostsyn

dostrbt

红黑树是最为常用的平衡二叉搜索树, 广泛应用于操作系统内核、数据库索引和任务调度等领域. 例如, 在
Linux 内核中, 可使用动态顺序统计红黑树来管理进程调度、内存区域和虚拟内存页表等数据结构, 优化数据的

存储和检索效率. 红黑树最早由 Bayer[21]提出, Guibas等人 [22]引入了红/黑的颜色约定. 红黑树具有附加的颜色性

质, 在调整操作中, 需要对颜色性质进行调整. 基于第 2.1 节中动态顺序统计树类结构的函数式定义, 将   实

例化为   , 并将 extra_prop 实例化为附加的红/黑颜色信息 tcolor, 其结构可定义为: 

type_synonym ′a dostrbt = “(′a× tcolor) dost”.

红黑树具有以下性质:
(1) 每个节点是红色或黑色, 故引入附加信息 tcolor 来表示;

dostrbt_colort = Black(2) 根节点是黑色, 即   ;

dostrbt_color Lea f = Black(3) 所有的叶子节点 (<>)都是黑色, 即   , 这是默认的;

invcolor

(4) 每个红色节点的两个子节点都是黑色, 即从每个叶子节点到根节点的所有路径中, 不能出现两个连续的红

色节点, 用   来表示这一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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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height(5) 从任一节点到其每个叶子的所有路径都包含相同数目的黑色节点, 用   来表示这一性质.

invrb invarrbt invprop

invrb dostrbt

颜色性质不变式   表示红黑树需满足上述性质. 基于第 2.3节的不变式, 将 invar 实例化为   , 将 

实例化为   , 可定义树   的不变式, 如下所示.
 

//红黑树dostrbt的颜色性质不变式

definition “invrbt ≡ invcolor t∧ invheight t ∧ dostrbt_color t = Black”
//红黑树dostrbt的不变式

definition “invarrbt t ≡ invST t ∧ invsize t∧ invrb t”

以选择和求秩函数为例, 基于第 2.2节中的高阶复合函数可对其进行函数式建模, 实现思路与第 4.1.1节类似,
限于篇幅略.

对于红黑树中函数功能正确性的验证, 基于第 3.3 节给出的基于引理库的自动化验证策略, 同样能够得到自

动化验证. 第 3.3.1节中给出的验证引理库均是通用的, 因此同样使用验证引理库中的 list_sel 和 list_rank 验证引

理集, 且只需要使用归纳法并调用一次 auto 方法即可完成选择和求秩函数的自动化验证, 如图 20所示.

 
 

归纳法

auto 方法

选择函数 dostrbt_select

的正确性定理

归纳法

auto 方法

辅助函数的正确性引理list_sel 验证引理集

辅助函数的正确性引理list_rank 验证引理集

求秩函数 dostbst_rank

的正确性定理

dostrbt_select dostrbt_rank图 20　函数   和   的功能正确性自动化验证过程
 

invarrbt invST invsize invrb

对于红黑树中函数结构正确性的验证, 实现思路与第 4.1.2 节类似. 借助第 3.3.2 节的拆分方案, 将不变式

 拆分为    、    和    等, 得到细化引理. 对于细化引理, 本文的自动化验证框架同样可以自动化

验证. 

4.3   实例化为平衡的多叉搜索树

2−3树是一种特殊的 B-树 [23]结构, 常用于文件系统和数据库系统中, 动态顺序统计 2−3树可用于实现目录结

构管理, 快速检索相应数据. 2−3树的每个非叶节点都有 2个或 3个子树, 而且所有叶子节点都在同一层上. 本节

以 2−3树作为平衡的多叉搜索树的典型案例进行讨论. 基于第 2.1节中动态顺序统计树类结构的函数式定义, 可
将其结构定义如下.
 

datatype ′a dost23 = Lea f |
Node2 nat “′a dost23” ′a “′a dost23”|
Node3 nat “′a dost23” ′a “′a dost23” ′a “′a dost23”

dost23_size
invsize

对于 2−3树这类包含多个子树的多叉搜索树, 其操作函数的实现思路与二叉搜索树是一致的, 只需要额外补

充对多子树节点 (Node3)的处理. 将函数 tsize 更新为函数   , 只需要额外添加对 Node3节点的处理操作

即可. 如下展示了不变式   额外添加的处理操作, 其中函数 size3用于计算 Node3节点对应树的大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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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数dost23_size   中额外补充的 Node3节点情况

dost23_size < n,_,_,_,_,_ >= n    

//计算Node3节点对应树的大小值    

definition “size3 l m r ≡ dost23_size l+dost23_size m+dost23_size r+2”    

//函数invsize中额外补充的Node3节点情况    

invsize < n, l,_,m,_,r >= (invsize l∧ invsize m∧ invsize r∧ (size3 l m r = n ))    

dost23_height

invheight

invar23 invST invsize invheight

2−3 树的所有叶子节点都在同一层, 即其同一层非叶子节点的高度是一致的. 函数    可以计算

2−3树的高度. 由此, 可定义 2−3树的高度不变式   确保 2−3树高度一致性. 基于第 2.3节的不变式, 可定义

2−3树的不变式   , 其不仅要满足   和   , 还需满足高度不变式   . 具体定义如下.

//2−3树dost23的高度   不变式对应的 Node3节点情况

fun invheight :: “′a dost23⇒ bool” where    

“invheight Node3_l_m_r = (invheight l & invheight m & invheight r &    

dost23_height l = dost23_height m & dost23_height m = dost23_height r)”    

//2−3树dost23的不变式    

definition “invar23 t ≡ invST t ∧ invsize t∧ invheight t”    

基于第 2 节的函数式建模框架和第 3 节的自动化验证框架, 可对 2−3 树的函数进行函数式建模并自动化验

证, 具体实现思路与第 4.1节和第 4.2节类似, 此处略.
本节旨在通过区域 (locale) 全面展示 2−3 树动态集合操作 (如前继和后继等), 顺序统计操作 (如选择和求秩

等) 和搜索树操作 (查找、插入和删除) 的正确性验证结果. 区域是一种程序模块化和参数化的复用机制, 能有效

表达函数式程序结构之间复杂的依赖关系 [17]. 通过区域声明, 前文定义了动态顺序统计树类结构通用的局部参数

(第 3.2节图 4)和逻辑规约 (第 3.3节图 10). 其中, 局部参数对应要实现的 10种函数操作, 逻辑规约对应待证明的

正确性定理 (包括功能正确性和结构正确性定理). 通过区域解释将局部参数实例化为 2−3树的相关函数操作, 然
后对其逻辑规约进行验证. 在验证了 10种函数操作的正确性定理之后, 逻辑规约的验证可以通过 try 命令直接得

出. 图 21展示了 2−3树 10种函数操作的正确性验证结果, 进一步检验了本文第 2、3节所提函数式建模和自动化

验证框架的有效性.
 
 

局部参数的实例化

逻辑规约的验证 try 命令直接得出

图 21　2−3树 10种函数操作的正确性验证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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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自动化验证框架的适用范围及效果
 

5.1   适用范围

本文提出了动态顺序统计树类结构相关算法的自动化验证框架, 该框架的设计思路为: 使用同态的列表模拟

动态顺序统计树类结构的操作, 设计并验证列表辅助函数, 进一步借助列表辅助函数构建通用且可复用的验证引

理库. 本文的自动化验证框架主要适用于以下情况.
(1)适用于至少满足两个不变式 invST 和 invsize 的树型结构. 在第 4节中, 以不平衡的二叉搜索树、红黑树和

2−3树为典型案例进行了详细的讨论, 验证了本文自动化验证框架的适用性和有效性. 实际上, 动态顺序统计树类

结构操作的函数实现以及功能正确性验证依赖于搜索树不变式 invST 和树的大小不变式 invsize. 对于至少满足两个

不变式 invST 和 invsize 的树型结构, 如高度平衡树、AA树、2−3−4树等, 其函数操作的功能正确性均可借助本文

的自动化验证框架得到自动验证.

O
(
logn
)(2)适用于动态顺序统计树类结构的 10种操作, 包括动态集合相关操作 (即求最大/小值、前/后继)、顺序统

计操作 (即求树的大小、选择和求秩)和搜索树操作 (即查找、插入和删除). 动态顺序统计树类结构能在 

时间内实现顺序统计操作 [1]. 对于动态顺序统计树类结构常用的 10种操作功能正确性的自动验证, Nipkow在文

献 [5]中提出的自动化验证框架仅适用于其中关于搜索树类结构的算法操作, 不适用于动态集合相关操作和顺序

统计操作. 而本文提出的自动化验证框架对这 10种操作的功能正确性均能实现自动验证. 对于这 10种操作以外

的特殊操作功能正确性的自动验证, 如实例化为区间树结构时如何维护区间信息等, 本文的自动化验证框架暂不

适用. 不过, 本文中用列表模拟树操作来简化目标命题的方法是通用的, 且验证引理库具有可扩展性. 在验证这类

特殊操作的功能正确性时, 可以按照相同的思路针对性地构建辅助验证引理集, 扩展验证引理库, 以此来简化目标

命题. 因此, 对于这类特殊操作, 本文的自动化验证框架可提供参考.
(3)适用于功能正确性的自动化验证. 本文的自动化验证框架可以用于动态顺序统计树类结构的 10种操作的

功能正确性验证, 实现自动证明. 而对于结构正确性的验证, 仍需构建专门的引理进行辅助验证, 自动化验证框架

无法直接实现自动证明. 然而, 通过第 3.3.2节中提出的拆分方案, 可以将不变式 invar 进行拆分, 得到细化引理, 从
而降低验证目标命题的复杂度. 对于这些拆分后的细化引理, 自动化验证框架是适用的, 从而提高整体的自动化验

证效果. 

5.2   效果对比

对于搜索树类算法的验证, 现有工作主要通过交互式验证方法 [9−16]来确保正确性. 其思路为先设计待证明的

引理, 在初步化简命题之后, 分析化简后得到的子目标, 根据子目标的特性构造前置引理, 进一步化简子目标. 通过

不断地构造前置引理, 逐步化简子目标, 最终得到证明. 这一过程需要较多的人工参与, 前置引理的构造也需要创

造性思维, 对开发人员提出了较高的要求. 且这种方法不具有通用性, 在应用场景发生变化时, 需要重新构造前置

引理, 费时费力.
此外, Nipkow在文献 [5]中提出了验证搜索树类结构功能正确性的自动化验证框架, 对不同搜索树结构的功

能正确性进行了自动化证明. 然而, 该框架仅对搜索树类结构的查找、插入和删除操作进行了自动化验证, 不适用

于动态集合和顺序统计量相关算法操作.
本文提出的自动化验证框架, 一方面, 不需要额外构造前置引理, 减少人工参与. 且本文的验证引理库是通用

的, 在应用场景发生变化时, 依然可以证明目标命题. 另一方面, 本文的自动化验证框架除了适用现有工作已经得

到验证的搜索树相关操作 (查找、插入和删除), 还涵盖了动态集合 (如前继和后继等)和顺序统计相关操作 (如选

择和求秩等). 交互式验证方法、文献 [5]和本文的自动化验证框架这 3种方法的对比如表 1所示.
以函数 select 和函数 rank 的正确性验证为例, 图 22给出了交互式验证方法和本文自动化验证框架的验证过

程对比. 从图 22 中可以看出, 采用本文提出的自动化验证框架, 不需要额外构造前置引理, 且验证代码行数显著

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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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验证方法的对比
 

验证方法
是否为

自动化验证

适用动态集合操作 适用顺序统计操作 适用搜索树操作

最大值 最小值 前继 后继 树的大小 选择 求秩 查找 插入 删除

交互式[9−16] ○ ● ● ● ● ● ● ● ● ● ●
文献[5] ● ○ ○ ○ ○ ○ ○ ○ ● ● ●
本文 ● ● ● ● ● ● ● ● ● ● ●

 

 
 

(a) 交互式验证方法 (b) 本文自动化验证框架

不需要额外构造前置引理

不需要额外构造前置引理

前
置
引
理

需
额
外
构
造

前
置
引
理

需
额
外
构
造

select 函数的正确性验证

rank 函数的正确性验证

select 函数的正确性验证

rank 函数的正确性验证

图 22　交互式验证方法与本文自动化验证框架的验证过程对比
 

表 2给出了两种方法的前置引理数和验证代码行数的对比. 具体而言, 对于函数 select 和函数 rank 的正确性

验证, 交互式验证方法分别需要构造 10条、15条前置引理, 对应 58行、81行验证代码. 而使用本文的自动化验

证框架, 无需构造前置引理, 验证代码行数均精简至 4行.
 
 

表 2　前置引理数和验证代码行数的对比
 

验证方法 交互式验证方法 本文自动化验证框架

select函数的正确性验证
前置引理条数 10 0
验证代码行数 58 4

rank函数的正确性验证
前置引理条数 15 0
验证代码行数 81 4

 

dostrbt

dostrbt dostbst

dostrbt

当应用场景发生改变时, 如改为在红黑树   中实现, 交互式验证方法需重新构造前置引理, 且由于红黑树

 结构的复杂程度远大于不平衡的二叉搜索树   , 因此前置引理的构造将更为复杂且繁琐. 而本文所提的

自动化验证框架具备良好的通用性, 依旧可以处理. 如图 23所示, 对于红黑树   中 select 和 rank 函数的验证,
本文的自动化验证框架同样不需要构造前置引理, 得到自动验证, 代码行数也仅为 4行.
 
 

(a) 不平衡的二叉搜索树 dostbst

0 条前置引理, 4 行验证代码

0 条前置引理, 4 行验证代码

0 条前置引理, 4 行验证代码

0 条前置引理, 4 行验证代码

select 函数的正确性验证

rank 函数的正确性验证

select 函数的正确性验证

rank 函数的正确性验证

(b) 红黑树 dostrbt

图 23　自动化验证框架的通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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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总结与展望

本文基于 Isabelle定理证明器, 建立了动态顺序统计树类结构的函数式建模框架和自动验证框架. 在建模框架

中, 设计了动态顺序统计树类结构的通用结构, 建立了统一建模策略, 并刻画了其 10种操作的高阶复合函数. 在自

动验证框架中, 构建了自动化验证的辅助引理库, 并给出了具体的验证方案, 以克服构造辅助引理时的盲目性. 基
于函数式建模框架, 可以在不同的具体搜索树结构中进行相应的实例化, 以适用不同的应用场景. 文中考虑了平衡

与不平衡、二叉与多叉两个维度, 选取了不平衡的二叉搜索树、红黑树和 2−3树做为实例化的案例来展示, 并借

助自动化验证框架, 可自动验证多个实例化案例. 这为复杂数据结构算法功能和结构正确性的自动化验证提供了

参考.
在未来的工作中, 可以考虑将本文中的函数转化为更具可执行性和效率的编程语言, 如 Haskell或 OCaml. 将

形式化方法的理论应用于实际问题, 将函数式程序建模及其验证投入实际的工业应用中, 探索其在实际应用中的

效果和优势, 使其能够达到工业级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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