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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对多核环境下内存数据进行并发调度&可以减少计算机宕机次数和数据切换时时间&提高数据并发调度精度&增加数据操作

平稳性$当前的内存数据并发调度方法是利用
8GCP@3M57G3

KK

CG

对内存数据进行并发调度&在调度过程中&没有设定具体的内存数据调度

目标&导致内存数据库中的数据因此错乱无序&存在数据并发调度精度低的问题$为此&提出一种基于
T31@N

的多核环境下内存数据并

发调度优化方法$该方法首先采用
.9L7

算法对影响调度进行的数据和内存数据库中相似或重复数据进行清洗&然后以清洗的数据为基

础&利用启发式算法对其进行数据特征选取&依据多属性决策理论对内存数据并发调度的最优路径属性权重集合进行计算&以其结果为

依据&计算调度最优路径的偏差值&最后利用最小偏差值&建立调度最优路径线性规划模型&对每条调度路径的综合决策属性值进行排

序&由此得到调度的最优路径&完成对多核环境下内存数据的并发调度$实验结果证明&所提方法可以对多核环境下内存数据进行高效

率地并发调度&提高了数据调度精度&增加了内存数据的可循环利用性&为低开销的内存数据调度提供了支撑%

关键词!多核环境$内存数据库$并发调度$技术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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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当前&随着无线网络和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多核环境下

的网络内存数据大范围的应用于企业发展(教育教学(政府办

公(体育竞赛(医疗服务(电网电信(娱乐餐饮等多个领

域)

$

*

&在各个领域的迅速发展中起不可缺失的作用%多核环境

下内存数据的并发调度不仅可以增加内存数据库的使用率&而

且还可以提高无线网络的整体性能和网络使用寿命%因此&多

核环境下内存数据并发调度受到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和高度重

视)

"(

*

%由于多核环境下内存数据具有灵活性(高效性(可调

节性等特点&所以需要对其进行调度)

+

*

%多数内存数据调度方

法在进行内存数据调度时&无法对其进行高兼容性(高精度&

低误差率地调度&导致多核环境下内存数据调度时&往往会出

现数据丢失(数据调度路径不明确(调度用时较长等问题)

&

*

%

在该种情况下&如何提高内存数据的查准率与查全率&减少调

度时所用时间和调度精度偏差成为了亟待解决的问题%而基于

T31@N

的多核环境下内存数据并发调度优化方法&可以对内存

数据进行全方位(立体化地并发调度&是解决上述问题的有效

途径)

*

*

&受到了数据调度研究人员的高度重视和频繁研究&成

为了多核环境下内存数据并发调度研究专家学者的必修课题&

与此同时也出现很多良好的成果)

%

*

%

文献 )

'

*提出了一种基于
S

E

=eT

的多核环境下内存数

据并发调度方法%该方法为了保证数据并发调度的精度&利用

S

E

=eT

并发控制机保障内存数据调度的可行性&然后采用

T11<,:

引擎激活内存数据并发调度器&最后依据并发调度器

完成对内存数据的并发调度%该方法在对内存数据的并发调度

实现中较为简单&但是存在调度时间较长的问题%文献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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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核环境下内存数据库并发调度技术优化研究
#

"(&

!!

#

提出了一种基于
=,b

的多核环境下内存数据并发调度方法%

该方法首先通过最优调度路径监测模块&对调度的最优路径进

行实时监测&然后利用
=,b

技术根据调度缓存数据所占的比

率和调度路径流量对内存数据库传输的数据进行调度&由此完

成对多核环境下内存数据的并发调度%该方法虽然用时较短&

但是存在内存数据并发调度精度低的问题%文献 )

$#

*提出了

一种基于网络编码的多核环境下内存数据并发调度方法%该方

法先利用网络编码将内存数据库中的数据节点进行排序&然后

采用网络编码中的
8"8

流媒体推拉&与数据并发调度器进行

连接&并将其转向数据库调度节点&最后依据
0@I5<DG"

完成

对多核环境下内存数据的并发调度%该方法虽然调度效率较

高&但是在进行并发调度时数据库数据丢包率较大%

针对上述产生的问题&提出一种基于
T31@N

的多核环境下

内存数据并发调度优化方法%该方法首先利用
.9L7

算法对影

响并发调度的内存数据&和内存数据库中的相似或重复的数据

进行清洗&然后以清洗的数据为基础&采用启发式算法进行数

据特征选取&最后依据多属性决策理论确定数据调度的最优路

径&完成基于
T31@N

的多核环境下内存数据并发调度%

@

!

基于
V3,%1

的内存数据并发调度优化方法

@A@

!

内存数据的清洗与特征选取

为了保障多核环境下内存数据的并发调度速度更快&采用

.9L7

算法对内存数据进行清洗&清洗过程中首先对影响并发

调度的数据进行清洗&然后清洗内存数据库中的相似或重复的

数据&由此完成对内存数据库中数据的清洗%

假设从内存数据库属性中清洗出一部分对数据的并发调度

有影响的数据属性&达到改善数据库并发调度质量的目的%则

清洗公式为'

1OJ

!

Z

&

#

&

:

"

"

L

!

:

,

#

"

*

L

-

:

,

#

5

Z

0 !

$

"

!!

其中'

1OJ

!

Z

&

#

&

:

"代表清洗值&

L

代表数据库清洗参数&

Z

代表数据库中某一数据属性值&

#

代表数据库属性集&

:

代表

数据库清洗决策属性值%在数据清洗过程中&若
1OJ

!

Z

&

#

&

:

"

值越大&则数据属性
Z

对数据库清洗决策属性
:

就越重要%相

反&则数据属性
Z

对数据库清洗决策属性
:

就越就越不重要%

此时设定阈值
P

&当
1OJ

!

Z

&

#

&

:

"

0

P

时&保留数据属性
Z

&当

1OJ

!

Z

&

#

&

:

"

&

P

时&对数据属性
Z

进行清洗%当前数据调度

方法中不含有数据清洗的过程&此步骤是对当前数据调度方法

中此模块的优化%

以上述说明为依据&对内存数据库中的相似或重复数据进

行清洗&清洗过程中&两个或几个数据是否重复或相似&需要

通过数据属性匹配决定&利用
=D35>4d;5CGD;1

算法对内存

数据库中数据的属性相似度进行匹配&匹配公式为'

,

$

"

#

Z

$

"

$

1OJ

!

Z

&

#

&

:

" !

"

"

!!

其中'

,

代表内存数据库中数据的属性相似度匹配值&

$

代

表内存数据库中数据属性个数%

由此设定控制内存数据库中数据相似率和重复率的阈值&

该阈值计算公式为'

N

"

1OJ

!

Z

&

#

&

:

"

'3

,

$

!

(

"

!!

其中'

N

代表控制内存数据库中数据相似率和重复率的阈

值&

3

代表内存数据清洗阈值%实验证明&该阈值范围在
#X*+

(

#X*&

时&对内存数据库中的相似数据和重复数据清洗的效

率最高%

利用相似数据和重复数据清洗效率的指标来衡量相似数据

和重复数据的清洗效率&该指标包括数据召回率和数据误识别

率%其中&将数据召回率定义为'内存数据库中重复数据和相

似数据中被清洗的记录&占内存数据库中真正含有重复数据和

相似数据记录的百分比&以下叙述将内存数据中重复数据和相

似数据统称为重复数据%则召回率表达式为'

召回率
"

被清洗的重复数据记录

所有重复数据记录 '

$##V

!

+

"

!!

将数据误识别率定义为内存数据库中被错误清洗的数据占

所有重复数据记录的百分比&表达式为'

误识别率
"

误被清洗的数据记录

所有重复数据记录 '

$##V

!

&

"

!!

假设&数据召回率大于数据误识别率&则说明对内存数据

库中的相似数据和重复数据清洗的足够彻底&假设&数据召回

率小于数据误识别率&则说明对内存数据库中的相似数据和重

复数据清洗的不够彻底&此时需要重复数据清理参数
$

对数据

误识别率进行控制&其表达公式为'

Q

"$'

误被清洗的数据

所有重复数据 '

! "

$##

!

*

"

!!

其中'

Q

代表重复数据清理参数
$

对数据误识别率控制值&

综上所述&完成对内存数据的清洗%将清洗过的内存数据利用

启发式算法进行数据特征选取&具体过程如下所示%

假设&

O

代表内存数据特征集&其中是存放数据特征子集

的&

I

和
A

分别代表内存数据库中数据特征条件属性集和数据

特征决策属性集&

E

代表内存数据库中即将进行特征选取的数

据集&

K

代表内存数据库中数据特征不相容记录集&

9

代表数据

特征不相容记录阈值%对以上所给数据进行以下操作%

$

"对内存数据库中数据特征不相容记录集
K

进行计算&

将记录集中大于等于
9

的记录加至
8A1

I

!

A

"中&

8A1

I

!

A

"代

表内存数据库中数据特征决策属性集对数据特征条件属性集的

影响值$

K

"

E

*

8A1

I

!

A

" !

%

"

!!

"

"若
8A1

O

!

A

"

"

8A1

I

!

A

"&则
O

中的数据特征就是内存

数据库中将要选取的数据特征&数据特征选取参数
"

可以控制

8A1

O

!

A

"和
8A1

I

!

A

"的相等&由此给出关于
"

的公式'

=

""'

#

A

$

8A1

O

!

I

" !

'

"

!!

其中'

=

代表使上述等式成立的决策值&由
"

的控制&使

8A1

O

!

A

"

"

8A1

I

!

A

"&

O

中的数据特征就是将要选取的数据特

征&完成对内存数据的特征选取&当前的调度方法对数据特征

进行选取时&没有设定决策值&导致数据特征选取不明确&此

步骤是对当前数据调度中数据特征选取进行了优化%

@AB

!

内存数据并发调度最优路径

利用多属性决策理论对内存数据的并发调度最佳路径进行

选择&过程中首先对内存数据并发调度的最优路径属性权重信

息集合进行计算&以计算结果为依据&计算数据调度最优路径

的偏差值&然后利用最小偏差值&建立数据调度最优路径线性

规划模型&最后对每条数据调度路径的综合决策属性值进行排

序&得到内存数据调度的最佳路径&完成多核环境下内存数据

的并发调度%

假设内存数据并发调度的路径有
%

条&将
"X$

中数据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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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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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似或相同的数据进行合并&本文不对特征相似数据的合并进

行研究%为了使不同的特征数据类在进行数据并发调度时&并

发调度路径都能达到最优&令
C

代表内存数据并发调度的最优

路径属性权重信息集合&则'

C"

-

M1@

0

$

*

!

4

$

"0

*

M1@

!

)

"

!!

其中'

0

代表内存数据库中特征相似或相同的数据进行合

并的个数&

4

代表数据调度最佳路径的系数&

@

代表内存数据并

发调度中一个参数&实验证明&此参数取值在
#X#+

(

#X#&

间&

数据调度误差率最小%由内存数据并发调度最优路径属性权重

信息集合
C

为依据&计算每个相同特征数据类的并发调度最优

路径偏差值'

D31/

"

M1@

*

#

0

$

"

$

C

!

$#

"

!!

其中'

/

代表相同特征数据类的并发调度路径偏差值&将

内存数据并发调度最优路径偏差值降到最小&建立并发调度最

优路径线性规划模型'

?

"

D31

#

>

0

#

$

%

)

M1@

*

*

M1

- 0

0

!

$$

"

!!

其中'

?

代表内存数据调度最优路径线性规划模型&

>

代

表内存数据库并发调度最优路径偏差值降到最小的计算次数&

利用系数法将此模型简化为非线性最优路径规划模型&且该模

型有最优解&也就是内存数据并发调度的最优路径%假设其最

优解的属性权重值为 !

+

$

&

+

"

&+&

+

(

"&根据内存数据库中数据本

身的属性权重和相似特征数据类属性权重&对于内存数据并发

调度路径的认识值&利用平均算子建立每条内存数据并发调度

路径的属性值%

/

$

"

#

(

% "

$

#

(

0

"

$

!

+

$

&

+

"

&+

+

$

" !

$"

"

!!

其中'

/

代表利用平均算子建立每条数据调度路径的属性

值&

(

代表数据并发调度最优路径控制阈值&将权重值 !

+

$

&

+

"

&+&

+

(

"代入至上式进行迭代计算&可获得每条数据调度

路径的综合决策属性值&对这些综合决策属性值进行排序便可

以得到内存数据并发调度的最优路径%综
"X$

和
"X"

所述&完

成了多核环境下内存数据的并发调度%

B

!

仿真实验结果与分析

为了证明基于
T31@N

的多核环境下内存数据并发调度方法

的整体有效性&需要进行一次仿真实验%在
S97T9:

的环境

下搭建内存数据并发调度实验仿真平台%实验数据取自于网络

数据调度研究所的
$#

台计算机&利用本文所提方法对
$#

台计

算机中的内存数据进行并发调度&由此观察基于
T31@N

的多核

环境下内存数据并发调度方法的整体性能%表
$

为文献 )

'

*

所提方法(文献 )

)

*所提方法和文献 )

$#

*所提方法与本文

所提方法&在数据量 !万个"相同时&内存数据库中的数据清

洗时间 !

I

"的对比%

表
$

!

不同方法下数据清洗时间对比

内存数据调度方法 数据清洗所用时间,
I

S

E

=eT (#

=,b "'

网络编码
"#

T31@N '

分析表
$

可知&文献 )

'

*(文献 )

)

*和文献 )

$#

*与本

文所提方法在数据清洗所占时间上差距很大&在相同的数据

下&本文所提方法数据清洗时间明显低于文献所提方法&这种

主要是因为本文方法在进行数据清洗时&为了使内存数据清洗

时间尽量减少&采用
.9L7

算法对内存数据进行清洗&清洗过

程中首先对影响并发调度的数据进行清洗&然后对内存数据库

中的相似或重复的数据进行清洗&所以从根本上大大减少了数

据清洗时间&证明了本文所提方法的有效性%表
"

是利用本文

方法对内存数据进行特征选取时&数据量 !万个"与数据特征

选取时间 !

I

"的关系描述%

表
"

!

数据量与数据特征选取时间关系

内存数据量,万个 数据特征选择时间,
I

&## (

$### &

$&## %

"### '

"&## )

通过表
"

可知&数据特征选择时间虽然随着内存数据量的

增加也在不断增加&但是数据量的提高并没有对数据特征选择

时间产生很大影响&在数据量为
$&##

万个时数据特征选择时

间开始按照
$I

的速度增加&说明了利用启发式算法进行数据

特征选取为数据并发调度节省了时间&证明了本文所提方法的

整体有效性&可实践性和兼容性较强%为了说明本文所提方法

的整体性能和可行性&

3

代表数据清洗阈值&观察该阈值取值

范围对数据清洗效率 !

V

"的影响&图
$

为数据清洗阈值对数

据清洗效率 !

V

"影响的描述%

图
$

!

数据清洗阈值对数据清洗效率的影响

由图
$

可知&数据清洗阈值
3

的取值范围对数据清洗效率

的高低有很大影响&数据清洗阈值在
#X*+4#X*&

时&数据清

洗效率相对较高&相比之下&当数据清洗参数为
#X*%

时&虽

然数据清洗量在
"###

万个之前数据清洗效率曲线呈上升趋势&

但数据清洗效率曲线后半段呈下滑趋势&明显低于阈值在

#X*+4#X*&

时的数据清洗效率&进一步证明了本文所提方法

的良好有效性%图
"

是内存数据并发调度参数
@

取值范围对数

据调度误差率 !

V

"的影响%

分析图
"

可知&数据调度误差率的曲线呈不断波动的趋

势&但当内存数据并发调度参数
@

取值范围在
#X#+

(

#X#&

间

时&数据调度误差率明显处于最低&因为在数据调度的最优路

径选择时&对内存数据并发调度的最优路径属性权重信息集合

进行了计算&而在计算中&调度参数
@

对调度的误差率有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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