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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的远程技术支援系统数据同步方法存在的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了建立多级服务结构的远程技术支援系统

网络结构$打破了以往分布式系统必须建立统一服务的模式&将网络中各个节点看成对等的关系&节点发送和接收数据同步信息是由用

户来决定的$节点间依据配置依次传递形成了对等-有向-无限扩展的数据同步能力$该方法在远程技术支援系统的音视频监控系统中

得到有效应用&最后在某网络中进行了试用&满足用户要求%

关键词!分布式系统$数据同步$对等有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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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网络和信息化技术的发展&很多复杂设备都建立了远

程技术支援系统%能够通过网络将设备的工作状态-运行参数

等信息传送到监控中心&由中心的专家监测现场的情况&并及

时地给与技术支持%远程技术支援系统最常用的方式是建立一

个
;

'

K

模式分布式系统+

$

,

&各客户端进行相关操作&将事务

提交给服务器&服务器进行事务的响应%该模式下的远程技术

支援系统各客户端需要进行数据同步时&数据变更发起节点将

同步消息提交到服务中心&中心再将消息转发给各个客户端%

目前受军用网络使用方式的限制&很多位置的网络是无法

互连互通的&很多单位只有一个网点是和外部网络相连&而且

单位之间网络的连接是采用级联的方式&无法建立统一的服务

中心%这种网络建设和使用的模式&是无法使用 )

$

个服务端

c

多个客户端*的
;

'

K

模式的%

本文提出了远程技术支援系统的网络结构应采用 )主中心

服务
c

分中心服务
c

终端*的多级
;

'

K

模式分布式系统%在

该模式下采用一种有向对等的信息分发技术&打破了以往分布

式系统必须建立统一服务的模式&将网络中各个节点看成对等

的关系&每个节点在发起同步时或接收到同步消息后&均可由

本节点的用户自由决定需要将消息发送给哪些受体&以及是否

接收受体主动变更数据后发送的同步消息%用户设定完成后&

网络中任意节点均可主动发出变更消息&消息将延预定方向在

整个系统中传输%系统因此具备了对等-有向-无限扩展的数

据同步能力%

D

!

数据同步的涵义

$

"数据同步手段种类+

"

,

(广义的数据同步是从保持数据

一致性的角度来说的&目前保持这种数据一致性的技术手段可

以分为两种(狭义的同步和复制%

2

"狭义的同步(是将当前状态的最终结果数据回传至相

关节点&并更新对应的数据以维护数据的一致性&忽略事务的

执行过程细节%执行该操作时可以根据需求选择更新区域的

大小%

3

"复制(是将更新事务集传递到相关节点上运行&通常

利用消息机制和存储转发机制实现%

"

"数据同步的对象%

2

"关系数据库的同步(主要实现分中心之间的数据同步&

并维持数据间的复杂关系不变%

3

"无结构数据对象的同步(主要实现终端与分中心-终

端与中心之间的一些无结构数据的同步需求&如对平面文档

!

4GZD

&

-89BC-856A

文档"的同步%

E

!

通常数据同步方式

;

'

K

系统根据功能可划分为服务器端应用和站点端应用%

如图
$

左图所示&从物理分布上来讲&站点端应用分布在需要

进行同步更新服务的站点上&而对于服务器端应用来说&它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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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分布在一个单独进行此项工作的服务器上&也可以与站点

端应用一起放在一个站点的服务器上%站点端和服务器端是采

用直接连接的方式%这两种应用通过
GDW;

接口与本地的数

据库保持连接&从而达到管理和操作数据库的目的%它们分别

负责不同的功能和任务&通过网络通讯来协同完成数据的同步

更新%如图
$

右图所示&站点端
.

的数据发生变化时&都是

通过中心服务器进行其它站点端数据同步的%具体同步过程如

下所示%

$

"服务器端应用主要功能+

(

,

(

2

"接收从各个站点数据库服务器发送来的事务报文%

3

"对接收来的事务进行同步处理&也就是在分发事务之

前解决异构式分布式系统中的目的表模式和数据的一致性

问题%

H

"给用户提供一个交互式的界面来实现对表的出版的增

加-删除等修改工作%

7

"把经过处理后的事务发送给各个数据库站点%

B

"对出版表的信息进行维护和管理%

"

"站点端应用主要功能(

2

"监视本地数据库的运行状况&从中抽取出对出版表进

行更新操作的事务&通过网络发送给服务器应用%

3

"接收从服务器应用发送过来的其它数据库对出版表的

更新操作的事务&在本地数据库中执行这些事务&从而完成数

据的一致&同时对事务进行并发处理%

图
$

!

环形网络连接模式及其数据同步方式

在图
$

中显示的关系中&如果站点端无法和中心服务器进

行直接连接&而是通过一个信息点进行连接的时候&就组成了

星型网络&如图
"

所示%通常数据同步方式将无法进行数据同

步&需要采用下面的对等有向的数据同步方式就可以解决此

问题%

G

!

对等有向的数据同步方式

对等有向的数据同步方法就是将需要进行数据同步的各个

节点看成相互对等的关系&每个节点都可以发送数据同步的消

息也可以接收数据同步的消息%如图
"

所示的 )环形
c

星型*

网络连接模式下&在
$

级各分服务器之间-分服务器和总服务

器之间是相互对等的&在
"

级各子服务器之间-分服务器和子

服务器之间是相互对等的%

这些数据节点向哪些节点发送数据同步的消息是由该节点

的用户确定的&该用户根据工作的需要&配置好相关的信息%

节点在更新完数据后&自动将更新的数据发送到指定的节点

上&从而形成网状结构的有向传递%这样&在数据传输网络构

建过程中&用户只需关注于与其关系最紧密的数据节点即可&

不必考虑整个传输网络的复杂拓扑结构及链路环境%具体如图

图
"

!

)环形
c

星型*网络连接模式

(

所示%当终端有新数据产生时&将数据同步消息发送给和它

相关的子服务器
$

$子服务器
$

更新完数据后&将数据同步消

息发送给和它相关子服务器
(

和终端&这个配置是需要提前设

置好的$子服务器
(

更新完数据后&将数据同步消息发送给和

它相关子服务器
"

和分服务器
;

&依次传递&完成所需要的数

据同步%

图
(

!

对等有向的数据同步方式

每两个数据节点之间进行数据同步的步骤具体如下所示%

$

"接收端应用主要功能(

2

"接收从某节点数据库服务器发送来的更新操作的事务%

3

"在本地数据库中执行这些事务&统一数据%

"

"发送端应用主要功能(

监视本地数据库的运行状况&从中抽取出对数据表进行更

新操作的事务&通过网络发送给需要同步的服务器应用%

H

!

远程技术支援系统体系结构

//

远程技术支援系统是一个集现场-旅指挥所-基地指

挥所和总部指挥所等为一体的多级技术支援平台+

$

,

&探索装备

技术保障的新模式&以达到专家-工业部门等技术保障力量无

需出现场即能通过远程手段完成技术支援任务的目的&既能提

高部队战术水平&又能提高型号队伍技术支援的效率和效益%

在结构设计上&分为总部支援中心-基地支援中心-旅支援中

心和现场四级%在业务设计上&现场的请求发送给旅支援中

心$旅支援中心可以同级向其它旅支援中心请求支援&也可以

向基地支援中心请求支援$基地支援中心可以同级向其它基地

支援中心请求支援&也可以向总部支援中心请求支援%形成网

状支援体系%

在远程技术支援系统中音视频信息的传输是非常重要的&

现场的音视频信息是后方专家技术支持的重要依据%众所周

知&传统音视频监控系统采用的都是 )中心服务器
c

客户端*

方式%这种模式是无法适应现有军用网络现状的&所以将音视

频系统进行改造&建立多层分级服务模式&有效实现了现场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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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

远程技术支援系统体系结构

视频信息的同步%

系统分别在各旅指挥所部署旅级视频服务器&在基地部署

基地视频服务器&在总部部署总部视频服务器%这种情况下&

即使旅和基地的网络没有连接&现场的音视频信息可以在相连

的各个旅指挥所之间进行同步&不会影响日常的工作%在特殊

时期&当旅指挥所-基地指挥所和总部指挥所网络连通时&现

场的音视频信息同样可以采用对等有向的同步方式&在各级各

节点之间进行信息同步%远程技术支援系统中音视频数据同步

手段采用狭义的同步&数据同步的对象是关系数据库的同步%

I

!

结束语

建立多级支援中心的远程技术支援系统&不仅适应目前

部队的网络建设环境和工作模式&而且能够实现各种信息的

有效快速传递&使得支援过程更加及时便捷&提高了装备的

保障能力%对等有向的数据同步方式改变了以往分布式系统

必须建立一个服务的模式&使得每一个节点既可以变成了服

务端&也可以变成客户端&提高了分布式系统的数据同步

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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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测试集的样本数$

B$

和/

B$

分别为网络流量的实际

值和预测值%

-KGUW-XX

-

[1Z

-

.Z0[.

-

K<[

-

Z<[

各模型的预

测结果的
Z[KI

和
[.-I

见表
$

%从表
$

可知&相对于

[1Z

-

.Z0[.

-

K<[

-

Z<[

等模型的预测结果&

-KGU

W-XX

的预测误差更小&具有更明显的优势&获得了更加理想

的网络流量预测效果%

表
$

!

-KGUW-XX

与当前经典网络流量模型的性对比

预测模型
"U&7 U+O7

'

`

[1Z *!%#" )!(&"

.Z0[. *!""+ %!**%

K<[ )!'&* (!*))

Z<[ )!""* %!)+%

-KGUW-XX (!%$$ "!&*"

G

!

结语

为了提高网络流量预测精度&针对相空间重构参数优化问

题&提出一种基于
-KGUW-XX

的网络流量预测模型&并通过

仿真实验对模型性能进行测试%结果表明&

-KGUW-XX

克服

了传统方法存在的不足&提高了网络流量的预测精度&建立的

模型可以准确刻画网络流量的演化过程&为具有混沌性的网络

流量提供了一种新的建模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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