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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大数据背景下，传统数据通信调度方法研究由于预测要素引入面窄、预测算法逻辑同意性差，导致数据调度出现数据调度断

层现象；针对上述问题，提出大数据背景下数据通信调度３＋１集成法设计；采用３＋１集成法，通过ＣＰＵ信号强度波动算法、处理器数

据节点动态数检测技术、电频信号转换算法与快速执行代码，解决传统的数据通信调度过程中的数据响应慢、数据调度断层的问题；通

过仿真实验证明，提出的大数据背景下数据通信调度３＋１集成法具有数据调度速度快、资源开销小、调度数据准确度高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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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近年来，随着科技飞速发展，使金融业向大数据化转型。

一系列科技成果应用于金融数据统计、分析领域，为金融业发

展提供了动力。随着大数据云计算时代的来临，各大型公司数

据库在长期运行使用中出现海量数据通信调度响应慢，数据调

度迟缓的现象［１２］。经过深入研究发现，问题产生根源在于数

据通信调度方法采用的数据调度算法要素引入面窄、预测算法

逻辑同意性差［３４］，导致数据调度准确度低、相应迟缓。

１　数据通信调度的典型应用

数据通信调度在现有的通信资源的基础上，利用数字通信

技术、ＤＳＰ话音处理技术和计算机网络技术，整合现有的卫

星通信、ＰＳＴＮ、移动通信，数据通信等通信资源，组成指挥

调度系统的核心，形成一个有机的、无缝的通信网络［５］。在如

此网络环境下，各种通信终端之间实现互联互通，并且在通信

调度过程中，任何一类终端在不改变原有应用方式 （双工或半

双工等），且具有高稳定性、高可靠性及多种通信方式通信调

度的能力。

数据通信调度系统的内部常采用分体设计，集中控制的模

式。将接口单元、协议信令控制单元、交换单元、中心控制单

元等进行模块化，统一分配接口资源，所有接口利用高速总线

连接，方便系统的维护与管理。

图１　数据通信调度的典型应用

大数据背景下电网通信调度中的应用可以有效解决基础资

料的管理问题。因为大数据电网通信系统具有容量大、智能化

和灵活的优势，并逐步朝着多元化和系统化的方向发展，因

此，将大数据技术引入电网通信调度系统可以有效地解决传统

电网通信调度系统中的基本资料管理问题。其次，大数据技术

在电网通信调度系统中的应用可以直接提高信息搜集和处理的

效率和准确性［６７］。最后大数据技术在电网通信调度系统中的

应用可以增加各系统信息之间的联系，进而促进调度系统信息

库的完善和保证信息资料的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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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大数据背景下的数据通信调度系统存在的不足有：

信息大量浪费、信息不开放、信息之间的联系不足［８］。针对上

述问题，提出大数据背景下海量数据通信调度３＋１集成法设

计。采用３＋１集成法，即三项技术加一套快速执行代码。通

过ＣＰＵ信号强度波动算法对数据调度处理过程中处理器运算

信号波动强度进行检测、分析、优化，使得数据通讯流更为通

畅；经过处理器数据节点动态数检测技术，将处理器数据调度

交互过程中节点电频波段进行宽域处理，增强调度数据信号抗

干扰性；最后，采用电频信号转换算法对上述数值进行多条件

引入运算，完善海量数据调度过程中的逻辑性，保证数据调度

稳定、准确、高效。采用３＋１集成法能够有效解决大数据背

景下数据通信调度方法准确度差、数据断层等问题。

通过仿真实验测试证明，提出大数据背景下的数据通信调

度３＋１集成法具有数据调度速度快、资源开销小、数据调度

准确度高的特点，充分满足大数据背景下的数据通信调度的日

常应用要求。

２　大数据背景下数据通信调度方法研究—３＋１集

成法

２１　犆犘犝信号强度波动算法

近年来，各大型公司采用互联网数据通信技术对本公司各

项交易数据信息进行收集、储存、分析、发布等一系列数据交

互操作。经过长期应用发现，传统的数据调度方法存在大量数

据集中调度状态下，数据调度响应速度降低、数据调度迟缓甚

至出现数据断层的现象。经过对问题的产生根源深入分析发

现，传统数据调度方法的要素引入面过于狭窄，导致数据量剧

增，使算法逻辑关联要素量不足，算法逻辑无法承担巨大数据

运算量［９１０］，出现响应速度减低等一系列异常状况出现。

针对问题根源，采用３＋１集成法中的ＣＰＵ信号强度波动

算法对数据要素引入面进行延伸优化，拓宽要素载入通道，在

底层ＣＰＵ内部进行数据调度状态下处理，信号强度检测，通

过数据处理所耗处理器资源量，动态调整运算逻辑所需要素载

入通道量，降低ＣＰＵ处理压力，保证逻辑运算稳定。设计中

采用ＣＰＵ－ＮＴ专用算法进行ＣＰＵ信号强度波动算法辅助运

算，有效增强海量数据处理的浮点处理能力与满载状态下的峰

值抑制ＣＰＵ信号强度波动，算法表达式如下所示。

犆犘犝
→

＝犌犎犇浮点

狉犻
→
犵
犇犅∧ 犇犅

ｍａｘ

∞

槡 （１）

　　其中：犇犅为ＣＰＵ－ＮＴ专用算法；犌为原始数据流；犎

为数据流增量；犇为数据流增加峰值系数；ｍａｘ为算法动态运

算优化峰值系数。ＣＰＵ－ＮＴ专用算法关系式如下所示。

犇犅 ＝犓犌
→

犛∧－
１（ ）犐

∧

（２）

　　ＣＰＵ－ＮＴ专用算法关系式中，犓 为辅助点；犌为运算增

幅量；犛为数据处理增加量系数；犐为动态优化系数。

通过上述两级算法优化处理，传统数据调度方法中存在的

数据运算逻辑引入要素面不足的问题已被彻底解决。设计的３

＋１集成法中ＣＰＵ信号强度波动算法与辅助ＣＰＵ－ＮＴ专用

算法的工作原理如图２所示。

２２　处理器数据节点动态数检测技术

为了保证３＋１集成法中ＣＰＵ信号强度波动算法运行过程

中的稳定性，针对数据中数据节点动态进行了优化，以保证

ＣＰＵ信号强度波动算法执行的稳定。设计中采用处理器数据

图２　ＣＰＵ信号强度波动算法与辅助

ＣＰＵ－ＮＴ专用算法工作原理

节点动态数检测技术对庞大数据内部节点进行特征绑定，根据

数据交互指数进行分析、判定，对数据中存在的噪点数据进行

抗波噪点处理，达到数据优化目的，处理器数据节点动态数检

测技术采用大数据动态Ｆｌａｎｇｔ算法，数据监控调度数据内部

节点状态，优化调度数据整流度，提高调度信号响应速度。解

决传统数据调度方法在数据调度应用过程中出现的调度响应速

度慢、数据断层的问题。

为了保证处理器数据节点动态数检测技术中大数据动态

Ｆｌａｎｇｔ算法，能够稳定、准确检测数据调度过程中数据内部节

点活跃状态，设计将大数据动态Ｆｌａｎｇｔ算法植入数据库底层，

大数据动态Ｆｌａｎｇｔ算法内部执行代码可保证大数据动态Ｆｌａｎ

ｇｔ算法在数据库层获取所需运行权限，并对权限进行加密，

防止病毒木马等计算机病毒程序窃取。大数据动态Ｆｌａｎｇｔ算

法通过自身执行代码可自行激活运行，对数据库中数据进行检

索、分析，获得初步优化方案，并配合上层ＣＰＵ信号强度波

动算法对角度过程中的数据进行优化处理，剔除数据交互中噪

点干扰，提升调度数据纯净度，达到数据完整调度的目的，彻

底解决传统数据调度过程中的数据断层问题。

大数据动态Ｆｌａｎｇｔ算法具有与互联网大数据资源交互功

能，可实时保证调度方案的最新度。

２３　电频信号转换算法

数据传播形式中，无论是低频波束还是高频波束，它们构

成基础都是电频信号。作为传统数据调度方法中的数据调度方

式所采用的网络数据交互形式也属于电频信号的一种。电频信

号具有记录数据特性的性质，根据这个性质对传统数据调度方

法中的数据调度方式进行针对性优化改进。

提出的大数据背景下数据通信调度３＋１集成法，设计中

针对网络数据调度过程中数据交互构成方式进行处理，设计了

电频信号转换算法。通过对上传、下载数据间的不同电频信号

回馈，确定数据内部稳定性与数据自身特征。例如：当调度数

据狑接受到上传信号后，经网络电频传输信号处理，按交偶

次序排列成狑１ 和狑３、狑２和狑４．．．狑狀和狑狀＋２（狀∈ 整数，狀≠０）

的集合形式进行传输。当信号完成所载数据处理后，自动进行

电频回馈，也就上常说的下载数据，此时，数据排列集合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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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内部数据变化，按交替单频次序排列为狑１ 和狑４、狑２ 和

狑５、狑３ 和狑６．．．狑狀 和狑狀＋３（狀∈ 整数狀≠０）。

根据上述原理，电频信号转换算法动态捕捉电频信号变

化，准确对异常数据进行电频降噪处理，使电频传输纯净度提

升，增强调度信号节点穿透力，达到将上述两次算法处理信号

优化度整合提升的目的。解决传统数据调度方法应用中存在的

数据量增大时响应度降低、噪声数据流增多、数据断层的问

题。电频信号转换算法关系式如下所示。

犘狌犻狓 ＝
∑犱∈狊犺犻狓

犱犳犻，狀（ ）
 狏狊犳

∑
→

犱犳→
狀

犻－（ ）１

∞
（３）

犘狌犻狓 ＝
∑犱∈狊犺犻狓

犱′犳犻，狀（ ）
 狏狊犳狀

∑
→

犱′犳 →
＾ 狀－１
犻－（ ）１

∞
（４）

犘狌犻狓 ＝
∑犱∈狊犺犻狓

犱′犳犻，狀（ ）
 狏狊犳狀

∑
→

犱犳 （狀＋１）（犻－１（ ））
∞

（５）

　　上述关系式为电频信号转换算法在三种不同条件状态下变

化形式。三种表达形式受上述大数据动态Ｆｌａｎｇｔ算法与ＣＰＵ

信号强度波动算法结果值影响。电频信号转换算法应用前后数

据调度信号纯净度对比如图３所示。

图３　电频信号转换算法应用前后数据调度信号纯净度对比

通过图３ （ａ）、（ｂ）对比可以清晰看出，电频信号转换算

法在对数据调度过程中的噪声干扰波束具有较好的抑制作用。

为了使电频信号转换算法不受外界因素影响，设计的３＋１集

成法中将电频信号转换算法以代码形式写入数据终端。至此，

提出的大数据背景下数据通信调度３＋１集成法中的３项技术

方法设计全部完成。

２４　快速执行代码设计

随着上述电频信号转换算法设计的完成，提出的大数据背

景下数据通信调度３＋１集成法也进入了尾声。经过大量实际

应用测试发现，设计的方法虽然有效解决传统数据通信调度过

程中存在的一系列问题［１１１２］。但由于大数据时代公司日常需

要处理的数据量过于庞大，导致设计方法在实际应用中出现加

载时间长、权限提升耗时过长、数据调度衔接性差的问题。

为此，提出的大数据背景下数据通信调度３＋１集成法添

加了一个１—快速执行代码设计。通过快速执行代码解决数据

通讯调度中存在的加载慢、权限获取慢、衔接性差的问题。在

代码设计中，将上述算法计算通过逻辑连带性语法进行关联，

同时，注入高权限执行命令，将上述算法技术一体化。有效解

决加载慢、权限获取慢、衔接性差的问题。采用 ＧＳＤＮ压缩

算法进行代码编写，减小代码自身体积，减小方法运行资源开

销。快速执行代码设计如下：

ｐｇｈｕｂｌｉｃｓｔａｔｉｃＣｏｇｆｈｎｎｅｃｔｉｏｎｇｅｔＣｏｎｎｅｘｘｃｔｉｏｎ（）｛

Ｃｏｎｎｖｅｃｔｉｏｎｃｏｃｘｖｎｎ＝ｎｃｖｕｌｌ；

Ｃｌａｓｃｘｖｓ．ｆｏｒＮｃｘｖａｍｅ（ＤＲＩＶＥＲ＿ＣＬＡＳＳ）；

ｃｏｎｎ＝ ＤｒｉｖｅｒＭａｎａｇｅｒ．ｇｅｔＣｖ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ＤＮＡ，ＵＳＥＲｘｃｖＮＡＭＥ，

ＰＡＳＳＷＯＲＤ）；

ｒｅｔｕｒｎｃｏｎｎ；

｝

ｐｕｂｌｉｃｓｔｃａｔｉｃｖｒｈｏｉｄｃｌｏｓｇｆｚｅＡｌｌ

（ＲｇｈｅｓｕｌｔｃＳｅｔｒｓ，Ｓｔａｔｎｅｍｅｎｔ

ｓｔｍｔ，Ｃｏｎｎｖｎｅｃｔｉｏｎｃｏｎｎ）｛

ｔｒｙ｛ｉｆ（ｒｓ！＝ｎｕｖｃｂｌｌ）｛

ｒｓ．ｃｌｏｃｖｓｅ（）；

ｒｓ＝ｎｖｕｌｌ；

ｉｎｘｂｔｒｏｖｗｓ＝０

ｉｍｐｏｒｔｊａｄｖａ．ｓｑｌ．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

ｉｍｐｏｒｔｊａｖｄｖａ．ｓｑｌ．ＤｒｉｖｅｒＭａｎａｇｅｒ；

ｉｍｐｏｒｔｊａｖｓｄａ．ｓｑｌ．ＳＤＮＥｘｄｃｅｐｔｉｏｎ；

ｉｍｐｏｒｔｊａｖｓａ．ｓｑｌ．Ｓｔａｔｅｈｍｅｎｔ；

ｐｕｂｌｉｃｃｌａｓｓＴｅｓｔＤＢ｛

ｐｕｂｄｓｆｌｉｃｓｔａｈｆｔｄｆｉｃｖｄｆｈｏｉｄｍａｄｉｎ（Ｓｔｒｉｄｆｎｇ［］ａｒｇｓ）｛

ｔｒｙ｛

ｃａｃｖｘｃｔｃｈ（ＣｌｂｖａｓｓＮｏｔＦｏｕｎｖｃｎｄＥｘｃｅｃｖｐｔｉｏｎｅ）｛

ｅ．ｐｒｉｎｔＳｔａｃｋＴｘｖｒａｃｅ（）；

｝

至此，提出的数据背景下数据通信调度３＋１集成法设计

全部完成。

３　实验与结论

针对大数据背景下数据通信调度３＋１集成法的设计进行

仿真实验测试。在设定的实验环境下，对传统数据通信调度方

法与提出的大数据背景下数据通信调度３＋１集成法进行对比

测试，并对结果数据进行分析，得出结论。

测试环境配置为：ＣＰＵｉ５４４２０，主频３．２Ｈｚ，内存４Ｇ，

ｗｉｎｄｏｗｓ７专业版操作系统。具体测试参数如下表所示。

表１　仿真实验测试对比参数

测试项目
传统数据通

信调度方法

大数据背景下数据

通信调度３＋１集成法

数据通讯调度响应速度 ６．３ｓ ０．４ｓ

数据调度信息完整度 ９１．２％ １００％

调度数据信号纯净度 ７２．４４％ ９９．９％

调度方法运行资源开销比重 大 小

调度数据衔接 差 良好

方法长时间运行稳定性 不确定 良好

终端平台扩展 差 良好

通过上述表１的测试数据可以证明，提出的大数据背景下

数据通信调度３＋１集成法的设计具有以下优点。

１）海量数据处理状态下，数据调度响应速度快。

２）经有较强的调度数据信号精华作用，有效提升海量数

据调度过程中的数据信号抗干扰性。

３）有效解决传统数据通讯调度过程中出现的数据断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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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４）整体运行资源开销小。

上述优点充分证明提出的大数据背景下的数据通信调度３

＋１集成法，能够满足数据通信调度上日常应用要求。

４　结束语

针对传统数据通信调度方法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并对

问题存在根源提出了大数据背景下数据通信调度３＋１集成法

的设计。通过仿真实验测试证明，提出的数据背景下的数据通

信调度３＋１集成法的设计，各项测试数据都优于传统数据通

信调度方法，满足设计改进要求，为数据通信调度方法研究领

域未来发展提供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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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实验与分析

针对大数据环境下地铁自动售检票系统设计进行仿真实验

测试。测试环境配置为：ＣＰＵｉ７６２３０Ｋ，主频３．４Ｈｚ，内存６

Ｇ，ｗｉｎｄｏｗｓ７操作系统。测试采用对比方式，分别采用传统

的地铁自动售检票系统和本文方法，对传统地铁自动售检票系

统与提出的大数据环境下地铁自动售检票系统设计进行性能测

试，对整体峰值数据处理运算能力、高数据流票务信息数据处

理速度、多流人员信息数据组处理速度、多组数据比对响应速

度、整体运算核心资源开销率、方法整体操作难度和终端平台

扩展性等几种测试项目进行对比，得出对比数据，并对测试结

果数据进行分析，得出有效性结论。具体测试参数如下表

所示。

通过上述表２的测试数据可以证明，提出的大数据环境下

地铁自动售检票系统设计方法具有票务识别准确率高、人员信

表２　仿真实验测试对比参数

测试项目
传统地铁自动

售检票系统

大数据环境下地铁

自动售检票系统

整体峰值数据处理运算力 ４８７ＩＳＤ ９４２ＩＳＤ

高数据流票务信息数据处理速度 １．７Ｓ ６１０ｍＳ

多流人员信息数据组处理速度 １．８３Ｓ ８３０ｍｓ

多组数据比对响应速度 １．４Ｓ １００ｍｓ

整体运算核心资源开销率 ７６％ ２３％

方法整体操作难度 较大 小

终端平台扩展 差 良好

息数据分析误差小、数据处理速度快的特点。能够满足当今大

数据时代下，我国一线城市中庞大客流量对地铁运输的要求。

３　结束语

针对传统下地铁自动售检票系统设计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

析，并对问题存在根源提出了大数据环境下地铁自动售检票系

统设计。通过仿真实验测试证明，提出的大数据环境下地铁自

动售检票系统设计各项测试数据都优于传统地铁自动售检票系

统，满足地铁日常管理应用要求。为地铁自动售机票系统研究

开发领域提供新的设计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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