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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云计算的大数据自动分类处理系统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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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现代网络技术不断进步，系统数据量也在逐渐增多；传统的大数据自动分类处理系统已经无法满足现阶段用户需求，其

软件与硬件的设计都比较单一，存在能源消耗大、分类速度慢、处理时间长、内存占用率高等问题，为此，提出基于云计算的大数据自

动分类处理系统的设计；首先设计系统硬件结构，主要包括数据采集器、数据处理器以及数据自动存储模块，并详细的介绍了各硬件结

构；然后利用时域特征提取数据的算法对频域特征数据进行提取，从而实现数据自动分类处理系统的软件设计；最后对两种系统性能进

行对比实验；实验结果证明，基于云计算的大数据自动分类处理系统的资源不仅占用率低，内存消耗小，而且数据库内存较大；该系统

不但可以提高数据自动分类精准度，还能加快数据分类速度，从而使系统拥有更好的分类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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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近几年随着网络技术的不断进步，各种系统中的数据量也

在逐渐地增多，但是面对丰富的数据资源却让使用者很困惑，

大量的数据呈现无序、分散的状态，从而增加了使用者对数据

信息利用的难度［１３］。传统的大数据自动分类处理系统的结构

具有单一性，其能源的消耗、分类的速度、处理的时间、内存

的占用率都不能满足当下大量数据分类的需求［４５］。随着时间

的流逝，大量数据逐渐形成了特殊的特征趋势，传统大数据自

动分类处理系统的不稳定性很难对数据进行自动的分类，因

此，能否设计出优于传统大数据自动分类处理的系统，是数据

自动分类领域应该重点关注的内容［６７］。

文献 ［８］中提出了一种基于关联规则的大数据自动分类

处理系统的设计，该系统具体的数据挖掘过程是：利用迭代来

获取数据的全部项集，其支持的力度高于既定阈值的力度即

可，通过对项集的频繁搜索即可获得符合使用者的最优规则，

并依据数据挖掘的关联规则对大数据进行自动的分类处理。但

是该设计方法受到系统硬件条件的制约，运行的效果较差，能

源消耗较多。文献 ［９］中提出了一种基于向量的数据自动分

类处理系统的设计，该系统设计的风险较小，不会受到数据维

数的影响。其设计的过程中，分类的数据将置于两种数据样本

之间距离较远的位置，并经过高维空间的变化，低维线性存在

的不可分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从而实现大数据的自动化分

类，但是该系统的设计会严重造成数据分类的单一性，性能效

果不佳。文献 ［１０］中提出了一种基于信息互动的大数据特征

提取系统的设计，该系统以信息互动为准则，对数据特征进行

分类与对比，并利用迭代算法对系统的软件进行设计，进而对

数据进行准确的分类。虽然该系统的准确率较高，但是资源的

占用率较少以及稳定的性能较低。

针对上述存在的问题，我提出了基于云计算的大数据自动

分类处理系统的设计。首先设计了系统的硬件结构，主要有数

据采集器、数据处理器以及数据自动存储模块，并详细的介绍

了各硬件的结构；然后利用时域特征提取数据的算法对频域特

征数据进行提取，从而实现数据自动分类处理的软件设计；最

后对两种系统性能设计了对比实验。实验结果证明，基于云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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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的大数据自动分类处理系统的设计不但提高了分类的精准

度，而且降低了能源的消耗，其系统应用将会有更广阔的

前景。

１　系统硬件设计

大数据自动分类处理系统的硬件是基于云计算设计的，云

计算是在网络相关服务的程序下，对资源提供动态的易扩展的

方式，并根据使用者的需求，将大数据进行分布式的配置，并

以ＳＯＡ组件模型的体系为基础，增加云计算的兼容性，从而

提高大数据自动分类处理的稳定性。系统硬件的设计框图如图

１所示。

图１　系统硬件的设计框图

１１　数据采集器的设计

数据采集器的设计主要包括钛网的管制的芯片以及单片

机，通过云计算的接口向大数据自动处理器传送采集到的数

据。数据采集器的电源产生的是５Ｖ的电压，并经过单片机的

引脚传送到单片机上方的电压调节器中，为单片机上方的工作

提供３Ｖ的电压。再将单片机上方的３Ｖ电压通过引脚传送到

其它剩余所需３Ｖ电源的器件中供其使用。单片机经过传送的

信息与引脚传送电压结束后与其它的单片机进行信息之间的交

换。基于云计算的网络信号经过电路调整后，使用ｐ２５的引脚

传送到单片机上方的Ａ／Ｄ转换器当中，并通过Ａ／Ｄ转换器将

网络信号转换成数据，从而实现了基于云计算环境下的大数据

的采集。

１２　数据处理器设计

基于云环境下的数据处理器主要用于对采集到的大数据进

行处理。处理器主要选用的是某网络公司生产的ＩＸＰ２４００的

处理器，采用共享效率高的数据线程以及微引擎的数据信号对

收集到的数据进行处理。通过控制处理器对采集到的数据进行

处理，这个过程是可完全编程的，处理器工作的模式也可以利

用编程来实现。

１３　数据自动存储模块的设计

数据的存储模块采用的是Ｃ８０５１Ｆ系列的单片机来完成数

据的存储。Ｃ８０５１Ｆ系列的单片机集合成了完全混合的ｓｏｃ芯片，

其内置的ＦＬＡＳＨ存储的程序具备较大的存储空间。Ｃ８０５１Ｆ系

列的单片机与ＡＴ４５ＤＢ８０的硬件工作原理如图２所示。

由图２可知，将Ｃ８０５１Ｆ系列的单片机Ｐ０．２、Ｐ０．３、Ｐ０．４引

脚采 用 设 置 开 关 为 ＭＯＳＩ的 信 号 主 线，每 条 主 线 都 与

ＡＴ４５ＤＢ８０的硬件的始终进行串联并将信号输出。将 Ｐ３．０、

Ｐ３．１、Ｐ３．２和 ＡＴ４５ＤＢ８０的硬件中的芯片连接，并进行复位。

Ｃ８０５１Ｆ系列的单片机采用的是存储器瞬间开启的一次性数据

储存，其过程是：先将串行外设接口的表示进行清除，然后再

向数据的自动储存器中输入字节，如果检测出的串行外设接口

由ＡＴ４５ＤＢ８０硬件组成，那么一次的数据自动储存结束。

图２　单片机与硬件工作原理图

２　系统软件设计

基于云计算的大数据自动分类处理系统的软件设计需要对

大数据进行特征提取，然后进行分类处理。虽然大数据的特性

在数据处理的时候较为复杂，但是对于自动分类处理的软件设

计过程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其过程为：首先将数据进行人工的

分类，来获取数据的样本，然后为了消除多余数据之间存在的

可能性的矛盾对样本进行聚类，并对系统选取特征性的数据，

最后对性能改进型评估，以便性能的改善。

２１　基于时域特征提取数据算法的设计

时域的特征主要包括瞬时能量、平均方值的大小以及过零

率以及高过零的帧数比。瞬时能量的单位为帧，对于大多的数

据提取方法来说，一般参照瞬时能量每帧的点幅数值狕的平方

以及同一时间段的大数据增减的能量值犈 ，公式为：

犈＝∑
犐－１

犻＝０

狕２（犻） （１）

　　由公式 （１）可以看出瞬时的能量均方根值 （犚犕犛）的表

示式为：

犚犕犛＝
犈

槡犐 （２）

　　其中：犻为帧数；犐为参照的点数。

大数据的特征可分为语音数据与文字数据，都可以通过帧

数的大小呈现出来，因此瞬时能量的表达式能够准确的将语音

数据的特征通过上述的公式准确的提取出来。

过零率犙的含义是能够在特定的时间内将大数据的正负

幅度值的变化次数迅速的计算出来，其表示式为：

犙＝
１

２犣－２ ∑
犐－１

犻＝０

狘ｓｇｎ［犣（犻）］－ｓｇｎ［犣（犻－１）］｛ ｝狘 （３）

　　公式 （３）中，ｓｇｎ表示的是特定的参数；若数据的变量

大于等于０时，特定的参数ｓｇｎ的数值为１；若数据的变量小

于０时，特定的参数ｓｇｎ的数值为－１。

高过零是在一定的时间内，其过零率的瞬时能量的数值超

过其他平均数值的帧数的比 （犎犣犆犚犚），其表达式为：

犎犣犆犚犚 ＝
１

２犐∑
犐－１

犐＝０

［１＋ｓｇｎ（犙（犻））－１．５犪狏犙］ （４）

　　公式 （４）中：犪狏犙代表的是过零率的平均数值；犙（犻）表示

的是帧数为犻时的过零率。

大数据中语音信号的数据往往呈现的是交替形式的出现，

这就导致了过零率的波动呈上升趋势，高过零的帧数过大；而

文字信号的数据波动的情况并不明显，高过零的帧数较小。根

据上述的内容可以对大数据的特征进行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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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基于频域特征数据提取的设计

频域特征主要运用的是线性预测和梅尔频率倒谱系数计算

方法的数据提取，该方法能够对频率产生的瞬时能量进行数据

的辅助提取。

梅尔频率倒谱系数是针对等距划分频带数据提取特征应用

的一种计算方法，该方法拥有较高的抵抗干扰的能力，因此，

常将该计算方法作为数据特征提取的主要手段之一。如果想要

获取梅尔频率倒谱系数，需要对大数据的软件进行加重、帧数

分类、添窗等设计，这时获取到的帧数时域信号用 犠（犻）表

示。帧数的时域信号进行经过傅里叶的转变之后即可获取到离

散的频谱，并用犠（犽）来表示，那么表达离散频谱的公式为：

犠（犽）＝∑
犐－１

犻＝０

犠（犻）犲
－２π犻犽
犐 ，０≤犽≤犐 （５）

式中，犽为傅里叶变换点数；犲为频率。

利用犠（犽）能够计算出离散频率的数值，即为犠２（犽），此

时的输出数据的能量为：

犈′＝犾狀 ∑
犐－１

犻＝０

狘狑（犻）狘２犎（犽［ ］） ，０≤犽≤犕 （６）

　　其中：犎 为处理后的输出数据的能量值；犕 为处理的次

数。根据数据分类处理的顺序，可得到梅尔频率倒谱系数计算

的表达式为：

犜（犻）＝∑
犐

犻＝０

犈′ｃｏｓ
π犻（犿－４）

犕
，０≤犽≤犕 （７）

公式 （７）中，犿 为数据处理的顺序。由此可得出线性预测系

数的表达式为：

犜′（犽）＝∑
犿

犻＝１

α犻犜′（犽－１），犽＝０，１，…，犿 （８）

公式 （８）中，犿为线性预测数据的阶段；犜′（犽）为第犽个序列

实数的组合；犻为自然数。通过上述的内容，可完成系统软件

的设计。

３　实验结果与分析

为了验证大数据自动分类处理系统设计的有效性进行了实

验，其中数据来自于网络知识库，系统是由３台计算机组成，

其中系统的硬件配置有：ＩｎｔｅｌＤｕａｌ－ｃｏｒｅ２．６ＧＨｚ型号的处

理器、１６ＧＢ的内存大小。

３１　参数的设置

将实验的数据进行编号，分别为：犜０、犜１、犜２、犜３、

犜４、犜５、犜６；数据的种类分别为：经济学数据、农业经济数

据、贸易经济数据、世界经济数据、工业经济数据、交通运输

经济数据；数据的大小分别为：１６８６、１７８９、１８９３、１５９５、

１５３７、１６７８。

３２　数据的分析

根据上述的参数，分别对传统的大数据自动分类处理系统

与基于云计算的大数据自动分类处理系统的稳定性进行了

分析。

由表１可知：传统的大数据自动分类处理系统在六次的实

验中，其数据分类的准确率随着实验次数的增多，数据分类的

准确率和数据分类的预测值变高，而系统数据的召回率始终维

持在９１％左右。

由表２可知：基于云计算的大数据自动分类处理系统在六

次的实验中，其数据分类的准确率随着实验次数的增多，数据

分类的准确率和数据分类的预测值变高，而系统数据的召回率

则高达９９％。

表１　传统的大数据自动分类处理系统

实验序号
数据分类的

准确率／％

系统数据的

召回率／％

数据分类的

预测值

犜０ ９０．３４ ９０．２８ ９０．２８

犜１ ９１．１２ ９０．９６ ９０．５７

犜２ ９１．３４ ９１．３５ ９１．６９

犜３ ９２．２８ ９１．４７ ９２．７８

犜４ ９２．５６ ９１．３４ ９３．２９

犜５ ９３．１３ ９２．５６ ９３．８３

犜６ ９４．５２ ９１．１５ ９４．１２

表２　基于云计算的大数据自动分类处理系统

实验序号
数据分类的

准确率／％

系统数据的

召回率／％

数据分类的

预测值

犜０ ９１．１７ ９２．３４ ９２．１５

犜１ ９２．５４ ９４．１３ ９２．５４

犜２ ９３．５２ ９６．３５ ９３．６９

犜３ ９４．７４ ９７．２０ ９４．７２

犜４ ９５．５６ ９８．３４ ９５．８９

犜５ ９６１３ ９８．５２ ９６．３８

犜６ ９７．５２ ９９．０５ ９７．８９

３３　实验结果

由上述的实验过程可以分析出大数据自动分类实质上就是

一个映射的过程，根据数据特征的提取可以充分的体现出基于

云计算的大数据自动分类处理的准确程度。一般情况下采用数

据分类的准确率与系统数据的召回率这两个指标作为对系统评

估的判断。由上述实验内容中的表１与表２可以看出，采用基

于云计算的大数据自动分类处理系统对各种数据进行了分类，

并得到数据分类的准确率与召回率的优势都明显高于传统的大

数据自动分类处理系统。

为了进一步验证基于云计算的大数据自动分类处理系统设

计的有效性，对ＣＰＵ的占用率与内存占用率的情况进行对比。

表３　两种系统的资源占用率的对比结果

系统设计的流程

传统的大数据自动

分类处理系统

基于云计算的大数据

自动分类处理系统

ＣＰＵ的

占用率

内存占

用率

ＣＰＵ的

占用率

内存占

用率

大数据的收集 ８０ ４８ ６９ ３５

数据特征的提取 ６２ ３５ ５８ ２０

数据的自动分类 ６３ ４０ ５８ ３０

由表３可知：基于云计算的大数据自动分类处理系统的

ＣＰＵ的占用率结果的范围为：５８％～６９％，内存占用率的范

围为：２０％～３５％；而传统的大数据自动分类处理系统的

ＣＰＵ的占用率结果的范围为：６２％～８０％，内存占用率的范

围为：３５％～４８％。

传统的大数据自动分类处理系统与基于云计算的大数据自

动分类处理系统在内存的损耗与分类的速度上也大不相同，如

图３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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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试验依据，以确保定型试验质量。三是建立健全规章制

度，将有关机关部门和使用、保障、论证、试验、研制承担单

位的职责、分工以试验管理文件明确，并下发执行，同时研究

确定工作程序［９］。

５２　确定一体化试验质量管理

参照设计定型试验的相关文件、标准，对纳入一体化试验

总体规划的试验项目进行质量管理。一是在试验进场前，被试

品通过必要的试验，能够证明一体化试验的被试品关键技术问

题已经解决，主要战术技术指标能够达到规定要求。二是被试

品技术状态已确定，经订购方认可，被试品技术状态更改及其

评审、验证和确认的完整记录。三是试验实施过程严格执行试

验大纲、技术准备操作程序、试后处理方案等，特殊过程和关

键过程控制符合要求，运行的质量管理文件应符合ＧＪＢ１４５２Ａ

－２００４ 《大型试验质量管理要求》等设计定型试验的相关文件

和标准规定。

６　结束语

针对现代水中兵器试验鉴定发展需求，通过分析水中兵器

试验现状，提出一体化试验需求和构想，探讨一体化试验多源

信息融合的基本方法，提出一体化试验管理要求，为解决一体

化试验总体设计问题提供一种解决方案。一体化试验探索是当

前武器装备试验转型发展的重要课题，一体化试验模式需要从

装备牵引、理论研究和工程实践３个层面同时推进，所涵盖试

验组织、管理、技术、保障等各方面内容，有待进一步深人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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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两种系统能耗与速度的对比结果

由图３可以看出，基于云计算的大数据自动分类处理系统

的内存消耗明显高于传统的方法，其分类的时间比传统的方法

节省很多。

由此可得出实验结论为：基于云计算的大数据自动分类处

理系统的资源占用率低，内存消耗较小，且数据库的内存较

大，该设计方法不仅提高了数据自动分类的准确度，还加快了

数据分类的速度，具有较好的分类性能。

４　结束语

基于云计算的大数据自动分类处理系统的设计与传统的大

数据自动分类处理系统相比具有良好的稳定性，其资源的占用

率也比较低，分类的速度较快。数据自动处理后的显示端是用

户直接应用的端口，该端口的任务就是对大数据进行收集与获

取结果进行显示并标注分类。

对系统进行硬件设计就是为大数据提供自动分类处理数

据的平台，并将数据的特征进行分类处理，将处理的结果传

送给逻辑层的处理端。而系统的软件设计就是为了实现数据

自动分类处理更加的准确，为此使用了时域特征提取数据的

算法，利用该算法对频域特征数据进行提取。基于云计算的

大数据自动分类处理系统的设计不但提高了分类的精准度，

而且降低了能源的消耗，为我国未来的数据处理方式提供了

强有力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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