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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提高对混合架构下
-Y9LTJ

数据的挖掘和查找速度&提出一种基于频繁项目集关联规则挖掘的数据快速查找方法$构建

-Y9LTJ

数据的内部关联属性映射关系模型&在异质网络混合构架模式下&采用
hG;

6

>-T98

数据仓库模型进行数据库检索的关系维度

表&提取表达
-Y9LTJ

数据属性信息的特征参量&通过同态标签检索方法&实现对目标数据的快速查找定位$仿真结果表明&采用该方

法进行
-Y9LTJ

数据查找的查准率和查全率较高&计算速度较快&性能优于传统方法%

关键词!混合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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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查找$数据库

E'+'*(25",HE7!V0L*&*/*+&F'*(25)'&5"43,]

=

;(347(253&'2&%('

e3:31

!

=>;;1N3.1I535@5C<F7C0>1<M<

KE

&

?3f;1

!

%$#(##

&

L>31;

"

7;+&(*2&

'

.1<GBCG5<3D

6

G<OC5>CI

6

CCB<FD3131

K

;1BIC;G0>31

K

-Y9LTJB;5;31>

E

PG3B;G0>35C05@GC

&

5>3I

6

;

6

CG

6

G<

6

<ICI;1CQDC5><B

P;ICB<1FGC

_

@C1535CDIC5I;II<03;53<1G@MCD3131

K

!7<0<1I5G@055>C315CG1;MD;

66

31

K

;II<03;5CB;55G3P@5CGCM;53<1I>3

6

D<BCM<F-Y9LTJB;R

5;315>C>C5CG<

K

C1C<@I1C5Q<G2

&

>

E

PG3BI5G@05@GChG;

6

>-T98B;5;Q;GC><@ICD<BCM@I31

K

5>CB;5;P;ICGCM;53<1;MB3DC1I3<15;PMC0<1I5G@0R

53<1

&

CN5G;0531

K

5>C0>;G;05CG3I530

6

;G;DC5CGI<FCN

6

GCII3<1FC;5@GC31F<GD;53<1<F5>C-Y9LTJB;5;0;PMC5>G<@

K

>5>CDC5><B<F><D<D<GR

6

>305;

K

IF;I5M<<2@

6

5<M<0;5C5>C5;G

K

C5BC5C053<1B;5;!7>CI3D@M;53<1GCI@M5II><Q5>;5@I31

K

5>CDC5><B<F-Y9LTJB;5;5<F31B5>C

6

GCR

03I3<1;1BGC0;MM<F>3

K

>0;M0@M;53<1I

6

CCB

&

35>;IPC55CG

6

CGF<GD;10C5>;15>C0<1OC153<1;MDC5><B!

<'

=

>"(4+

'

>

E

PG3B;G0>35C05@GC

$

-Y9LTJB;5;

$

IC;G0>

$

B;5;P;IC

?

!

引言

近年来&随着流媒体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流媒体中携带

的
-Y9LTJ

数据呈爆炸式增长&人们对流媒体中携带的
-YR

9LTJ

海量数据的挖掘和查找研究日益盛行%

-Y9LTJ

数据

作为一种分布式的关联性异构数据&广泛分布在异构网络数据

库中&对
-Y9LTJ

数据的查找是通过网络搜索引擎实现的&

-Y9LTJ

数据中对网络搜索引擎的依赖程度较大&互联网搜

索引擎是万维网中的特殊站点&通过网络搜索引擎&结合数据

挖掘算法实现对
-Y9LTJ

数据准确查找&研究数据快速查找

方法在数据库检索和搜索方面具有重要应用价值)

$

*

%

传统方法中&对混合架构下
-Y9LTJ

数据查找方法主要

有数据关联规则挖掘方法)

"

*

(数据并行调度方法)

(

*

(特征分解

方法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方法等)

+

*

&随着大数据信息处理技术

研究的不断深入&对混合架构下
-Y9LTJ

数据快速查找方法

的处理研究受到了相关学者的重视&并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

果&其中&文献 )

&

*中提出一种基于全域子空间分解挖掘的

e<=

预测方法实现
-Y9LTJ

数据快速查找&采用全域分析方

法构建数据分布的特征子空间&提取数据的点分布特征&通过

数据融合方法实现数据聚类&提高关联数据的准确查找能力&

但是该方法计算开销较低&在处理大批量的数据访问问题时的

实时性不好%文献 )

*

*采用海量散乱点云快速压缩方法进行

海量
-Y9LTJ

数据的挖掘和检索&采用支持向量机进行误差

修正&提高了数据查准率&提高数据并行计算的性能&但是当

数据受到混合构架下的不规则和不确定信息干扰时&数据挖掘

的准确性受到限制)

%

*

%

针对上述问题&本文提出一种基于频繁项目集关联规则挖

掘的数据快速查找方法%构建
-Y9LTJ

数据的内部关联属性

映射关系模型&在异质网络混合构架模式下采用
hG;

6

>-T98

数据仓库模型进行数据库检索的关系维度表构建&提取表达

-Y9LTJ

数据属性信息的特征参量&通过同态标签检索方法

实现对目标数据的快速查找定位&最后进行了仿真实验测试&

得出有效性结论&展示了本文方法在提高数据查找的准确度和

速度方面的优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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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关联属性映射关系模型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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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架构下
HE7!V0

数据的分布属性

为了实现对混合架构下
-Y9LTJ

数据快速查找设计&需

要首先构建
-Y9LTJ

数据关联属性映射关系模型&在异质网

络
hG;

6

>-T98

中&

-Y9LTJ

数据需要大量网页信息界面提

供接口&专门用来帮助人们查找存储在其他站点上的信息%通

过搜索引擎有告诉用户
-Y9LTJ

数据文件或文档存储在何

处)

'

*

%基于网络搜索引擎将散布于网络上的各相关网页文本集

中起来&实现集中管理和调度%在云存储系统中&对多数网络

搜索引擎来说&

-Y9LTJ

数据以页面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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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15

"和短文

档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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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5I

"等两个最重要形式分布在信息资源数据库

中&本文以页面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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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短文档集 !

=13

66

C5I

"为

研究对策&通过对海量数据的语义信息主题表达设计&提取数

据关联性分布特征&实现语义信息主题特征匹配&为
-Y9R

LTJ

数据库访问和信息检索提供理论基础%基于图结构的

-T98

模型构建海量数据优化存储和访问算法)

)

*

&在混合构架

下&采用有向图表示海量
-Y9LTJ

数据的非结构性数据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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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为了增强数据分布和检索的灵活性&在数据查找设计

中&放弃了结构化数据库的部分特性&根据大数据的整体几何

关系&得到数据分布具有非连续层次性&在进行数据聚类处理

中&需要进行面板数据的模板匹配&避免大数据的聚类中心出

现偏移&根据上述设计原理&构建混合架构下
-Y9LTJ

数据

查找的总体构架模型如图
$

所示%

图
$

!

混合构架下数据查找模型实现结构

为了实现对
-Y9LTJ

大数据快速查找&需要进行优化自

动聚类处理&采用非线性时间序列分析方法构建大数据的信息

流模型&进行大数据时间序列的特征分析和聚类&在大数据信

息样本库中&存在映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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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运算%构建一个状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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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内部属性与属性之间的一种约束

关系&两个数据块的关系模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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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数据依赖

关系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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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特征参量提取进行聚类特征属性

分析和聚类中心搜索&支持项目集的频繁项目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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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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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任意数据&将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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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分成
(

个子块&得到频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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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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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将每个文件子块分成
2

个基本块&

通过实体关系信息维度标识&以实体类型为元素组成的一个有

序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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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大数据信息流进行稀疏迭

代协方差估计&每个基本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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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数据聚类中心的特征分量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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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类型的数据分块方法得到
-Y9LTJ

子块的标签信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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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据块指纹和数据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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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集得到%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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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数据块的静态分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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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储节点的最优块级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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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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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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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上述对混合架构下
-Y9LTJ

数据的分布属性分

析&为进行数据快速查找提供可靠的数据属性分析基础%

@AB

!

关联属性映射关系模型

在混合构架下建立
-Y9LTJ

数据的内部关联属性映射关

系模型&在异质网络混合构架模式下设计
-Y9LTJ

数据库分

布式查询方法&关联属性映射关系表示的是在单位时间内数据

源的访问频繁项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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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此引入切分数据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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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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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L::@++5V&

为存储节点发出数据查找请求的次数&也是

数据库的访问次数&

b53DC

为每个存储节点的反馈时间&

L53DC

为热点数据索引的时间开销&

*

$

和
*

"

为权重且
*

$

;*

"

"

$

%

根据各节点的响应时间&在每个存储节点上发送一个

8@5H3MCYC

_

请求&相同的数据块通过普通索引表进行信息融合

和数据分区聚类&在数据聚类中心中&采用差分进化方法进行

信息检索&对比索引表中的热点数据&用来记录热点数据块的

最优块级&对比
Z;I>

指纹值修正每个特征分布向量
H

$

&选择

包含前
&

个最大特征值的量子数据&得到海量
-Y9LTJ

数据

云存储的语义本体父概念%通过语义分析&进行
-Y9LTJ

数

据特征检索和数据库访问)

$$

*

&其中检索的查准率和查全率是

关键&提取大数据信息流的时延尺度特征参量&得到数据块分

布的时延尺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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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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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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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分布的自相关协

方差矩阵&由此求得大数据信息流的时延尺度的自相关系数表

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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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个无量纲的量%通过上述分析&构建关联属性映

射关系模型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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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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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混合架构下
-Y9LTJ

数据关联规

则分布的概率密度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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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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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数据存储节点的负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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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是所有频繁项目集互信息概率密度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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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为

任意数据的时间采样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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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快速查找方法实现

BA@

!

数据库检索的关系维度表构建

在上述进行了
-Y9LTJ

数据关联属性映射关系模型构建

和特征分析的基础上&进行数据快速查找方法设计&本文提出

一种基于频繁项目集关联规则挖掘的数据快速查找方法%在异

质网络混合构架模式下&采用
h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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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98

数据仓库模型进行

数据库检索的关系维度表构建&采用二叉树模型进行前序遍

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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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普通索引表中挑选出
-Y9LTJ

数据%用二叉树模型

中包含关系权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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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点标号表示实体节点&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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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法构建全局优先级序列&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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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支持项目集区域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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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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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两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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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序列分布属性的非

频繁项目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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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常数%根据
-Y9R

LTJ

数据属性间的依赖关系进行特征匹配和融合&得到数据

库检索的关系维度计算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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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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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置信度&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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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组统计意义上的数据查询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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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参量提取及同态标签检索

在数据库检索的关系维度表构建的基础上&提取表达
-YR

9LTJ

数据属性信息的特征参量&通过同态标签检索方法实现

对目标数据的快速查找定位&基于数据依赖关系得到数据查找

的全局最优向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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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性的聚类权重迭代函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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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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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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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b

#

$

0

为项目集
!

的支持数&

K

F

$

0

*

$

为初始权重&对指定

的数据块进非线性时间序列分析&实现对待查找数据流的结构

优化&得到云服务器上存储节点在
0

;

$

时刻的关联数据块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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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新的数据块
&B

$

进行特征分解处理后&在有限数据集中

进行频繁项目集关联规则挖掘&得到挖掘输出的样本
#

$

&

$

"

$

&

"

&+&

(

&根据数据块
&

$

得到标签信息的特征压缩矢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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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取表达
-Y9LTJ

数据属性信息的特征参量&通过同态

标签检索方法实现对目标数据的快速查找定位&数据快速查找

的实现步骤描述如下'

$

"经过仿射变换得到
&

个待查找
-Y9LTJ

数据的关联规

则特征&将全部
hG;

6

>-T98

数据仓库中的待挖掘数据进行特

征分布完整性检测$

"

"计算收到的数据块
&

$

的协方差矩阵
"

$

(

"根据返回的数据完整性证据计算
"

的局部时间特性分

布的向量值
"

$

&

"

"

&

GGG

&

"

(

&以及相应的特征向量值
(

$

&

(

"

&

GGG

&

(

(

$

+

"基于频繁项目集关联规则挖掘方法进行数据特征检索&

将数据分布的特征向量值从大到小进行排列&结果为
"

$

0

"

"

0

GGG

0

"

(

&构建参数联合优化矩阵满足
L

!

(

$

&

(

"

&

GGG

&

(

&

"&

&

&

(

$

&

"利用
)

"

L

,

#

进行傅里叶反变换&在数据聚类中心进

行全局优化解搜索&生成一个
>@(

比特的压缩数据序列&执行

模指运算&通过参数联合优化&实现数据快速查找%

C

!

仿真实验与结果分析

为了测试本文算法在实现混合构架下
-Y9LTJ

数据快速

查找中的应用性能&进行仿真实验分析&实验中的硬件环境

为'

L8g.15CM

=

L<GC

7S

3%4"*##

)

(X+#hZ[

&利用
J@0;R

M

E6

@5I

软件构建混合构架云平台&配置了
S.Y9LT

数据库进

行
-Y9LTJ

数据存储&对
(

个
$##S:35

的
-Y9LTJ

数据文

件进行特征采样&数据分布的时间窗口系数
'

为
#X"*

&特征尺

度参数
-

#

"

$X#(

&数据查找的访问带宽
KU"#B:

&实验的持

续时间
,U$##I

&根据上述仿真环境和参数设定&进行数据

快速查找实验&得到原始数据采样如图
"

所示%

以图
"

所示的数据样本为研究对象&进行数据分布特征分

析&提取表达
-Y9LTJ

数据属性信息的特征参量&通过同态

标签检索方法实现对目标数据的快速查找定位&得到特征定位

结果如图
(

所示%

从图
(

结果得知&采用本文方法进行数据分布特征定位查

找&能准确将需要查找的数据定位在所处空间中&实现数据准

确挖掘&图
+

给出了采用本文方法和传统方法进行数据查找的

图
"

!

原始数据采样

图
(

!

-Y9LTJ

数据查找的特征定位结果

时间开销%表
$

列出了不同方法进行
$##

次实验取均值的数据

查找的查准性和查全性对比%

图
+

!

数据查找时间开销对比

表
$

!

数据查找的查准性和查全性对比

数据规

模,
SP35

本文方法 传统方法

查准率,
V

查全率,
V

查准率,
V

查全率,
V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分析图
+

和表
$

结果得知&采用本文方法进行数据查找的

时间开销较小&实现数据快速查找&查准率和查全率较高%

D

!

结束语

本文研究了
-Y9LTJ

数据优化查找和挖掘问题&提出一

种基于频繁项目集关联规则挖掘的数据快速查找方法%构建

-Y9LTJ

数据的内部关联属性映射关系模型&提取表达
-YR

9LTJ

数据属性信息的特征参量&通过同态标签检索方法实现

对目标数据的快速查找定位%研究得出&采用本文方法进行

-Y9LTJ

数据查找的查准率和查全率较高&计算速度较快&

目标数据定位准确&具有较好的应用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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