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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由于复杂属性环境下的大数据挖掘工作需要涉及到对大数据的分析#清理#转换和集成等一系列操作$导致以往提

出的复杂属性环境下大数据挖掘方法无法同时拥有较强的准确性#稳定性和实用性$故提出复杂属性环境下=3, \̂分布式大

数据挖掘方法% 所提方法利用=3, \̂数据库的物理分散逻辑$在复杂属性环境下构建 =3, \̂数据库$给出挖掘条件$对数据

库中大数据的特征#位置#方向和长度属性的关联性进行分布式挖掘$经由挖掘公式给出挖掘结果% 利用挖掘聚类公式对大

数据的特征#位置#方向和长度属性的关联性挖掘结果进行聚类$获取所提方法的最终挖掘结果% 经实验分析可知$所提方法

在挖掘工作中具有较强的准确性#稳定性和实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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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网络资源利用率的不断提高$各行

各业对大数据挖掘的重视程度也越发增强$尤其在

复杂属性环境下$大数据的各类特征参数较多$影响

了使用者对大数据的利用程度$为此$人们需要利用

数据库对大数据进行合理规划和有效挖掘)!!'*

' 科

研组织曾提出过一些复杂属性环境下大数据挖掘方

法$但由于复杂属性环境下的挖掘工作需要涉及到

数据的分析(清理(转换和集成等一系列操作$导致

以往提出的方法无法在挖掘工作中同时拥有较强的

准确性(稳定性和实用性$对此类方法的研究工作仍

在紧张地进行当中)?!(*

'

在复杂属性环境下大数据挖掘方法中$数据库

的选择格外重要$性能良好的数据库能够挖掘出更

为准确和稳定的大数据$如文献)"*提出复杂属性

环境下]dB>,大数据挖掘方法$由于]dB>, 数据

库的稳定性虽强但灵活性很差$为研究工作带来了

一定的难处$使得此方法无法拥有较强的挖掘准确

性$且只适用于数据量较小的挖掘工作%文献))*提

出基于标签技术的复杂属性环境下分布式大数据挖

掘方法$这一方法利用 W\F@数据库将复杂属性环

境下的大数据聚合成 'd立体图像$并采用分布式

理念提高方法实用性$但其挖掘准确性和稳定性仍

需提高%文献)$*提出复杂属性环境下 >S, \̂大数

据挖掘方法$此方法重点研究了复杂属性环境下

>S, \̂数据库的大数据查询功能$以精准的查询

工作为挖掘准确性和稳定性提供保障' 但由于查

询工作过于繁杂$导致此方法的实用性不强%文献

)!&*提出基于贝叶斯模型的复杂属性环境下大数

据挖掘方法$贝叶斯模型对复杂属性环境下的大

数据进行分类$再将其导入 ]dB>, 数据库$在一

定程度上解决了 ]dB>, 数据库不灵活性给挖掘

工作带来的不好影响' 但此方法的实用性仍

不强'

根据对以上的复杂属性环境下大数据挖掘方法

进行分析$提出复杂属性环境下=3, \̂分布式大数

据挖掘方法' 经实验分析可知$所提方法具有较强

的挖掘准确性(稳定性和实用性'

!"复杂属性环境下M/BNO分布式大

数据挖掘描

!'!"M/BNO分布式大数据挖掘概述

=3, \̂是一种根据物理分散逻辑进行数据规

划的分布式数据库$可较好地增强挖掘方法的准确

性(稳定性和实用性' =3, \̂数据库拥有灵活性

佳(实用性强(价格低廉和高效等优点$可对复杂属

性环境下的大数据进行分布式挖掘'



在复杂属性环境中$大数据的属性有四种$分别

是特征(位置(方向和长度' 大数据属性关联度是大

数据在=3, \̂数据库的挖掘聚类依据$对大数据属

性关联度的准确运算$是挖掘工作对大数据进行分

析(清理和转换工作的具体实现步骤' 为此$所提复

杂属性环境下 =3, \̂分布式大数据挖掘方法先对

大数据的特征(位置(方向和长度属性的关联度进行

挖掘$再对各属性的关联度进行聚类$便可获取最终

的挖掘结果'

!'#"复杂属性环境下M/BNO数据库的挖掘条件

在复杂属性环境下 =3, \̂分布式大数据挖掘

方法中$为了缩减 =3, \̂数据库运行内存(提高挖

掘方法的稳定性$应对复杂属性环境下的大数据进

行矩阵变换'

假设J

9

是复杂属性环境下 =3, \̂数据库中大

数据中第9行的单排矩阵$ R

98

是第8列(第9行的大数

据$且8+!$%$'$/$%' 如果矩阵中每行共有%个

大数据$则!

9

可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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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大数据数量共有 & 个$用 1表示矩阵的转

置变换$则复杂属性环境下=3, \̂数据库中大数据

的总矩阵!可表示为

!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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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对总矩阵 !中集合 K的大数据 ,进行挖

掘$设其单属性的关联度为 18%"K$L#"L是与 K相

对应的集合$用 .表示 L中的大数据#$挖掘出的样

本用1表示$则1符合应下列各项条件&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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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PBQ表示条件发生的频率$

'

代表所允许

的最大挖掘误差$

%

为该误差的发生几率'

#"复杂属性环境下M/BNO分布式大

数据挖掘方法研究

#'!"M/BNO分布式大数据特征关联度挖掘

为了更好地增强所提挖掘方法的准确性和实用

性$应事先对大数据特征关联度的挖掘工作进行约

束$约束内容需要根据=3, \̂数据库中给出的挖掘

条件式"'#进行确定$约束内容应具有保证挖掘工

作运算量小(挖掘效果强的作用'

用ST&'8RB&SB"K

-

L# 表示特征集合K中涵盖特

征集合L的几率$ST&'8RB&SB"L

-

K# 与上述相反$根

据式"'#的条件$对式"%#进行挖掘$则大数据特征

关联度18%"K$L# 的挖掘结果可表示为

18%"K$L# +I.0)ST&'8RB&SB"K

-

L#$

ST&'8RB&SB"L

-

K#* "?#

由于ST&'8RB&SB"K

-

L#和ST&'8RB&SB"L

-

K# 的

取值范围为)&$!*$那么$大数据特征关联度18%"K$

L#的取值范围也为)&$!*' 当18%"K$L# +&时$表

示复杂属性环境下大数据间的特征相互独立$此时

不需要进行大数据挖掘聚类'

#'#"M/BNO分布式大数据位置关联度挖掘

对复杂属性环境下大数据位置关联度的挖掘结

果$可通过求取大数据传输通道的质心获取$将大数

据集合K和L传输通道的质心设为S

!

和S

%

$两质心

间的距离为7S

!

S

%

7$用图 ! 描述大数据位置关联度

的挖掘原理'

图 !#大数据位置关联度挖掘原理图

T.5<!#B.587O7I.0.0543-7O.30 :/47O/8 D:.0-.D4/8.75:7I

由图 ! 可知$大数据位置关联度的挖掘结果等

同于两质心间片段聚类 "K$L#'为了求取两质心间

片段聚类$需要将传输通道进行分段处理$求取每段

质心$再对求取结果进行聚类$则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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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BNO分布式大数据方向关联度挖掘

复杂属性环境下的大数据方向关联度是指大数

据集合 K和 L传输方向间的角度 "1

!

$1

%

# $其余弦

值可表示为

-3L"1

!

$1

%

# +

1

!

1

%

1

!

1

%

"(#

由式"(#可知$大数据集合K和L传输方向间的

角度"1

!

$1

%

# 越大$-3L"1

!

$1

%

# 值越小$当"1

!

$1

%

# 超

出 !)&o后$-3L"1

!

$1

%

# 值为负数' 为了避免大数据

位置关联度挖掘结果对大数据方向关联度挖掘结果

产生影响$所提复杂属性环境下=3, \̂分布式大数

据挖掘方法使用 )! --3L"1

!

$1

%

#* 的正弦值表示方

法$取代传统 )! --3L

%

"1

!

$1

%

#* 的正弦值表示方法$

令大数据方向关联度被精准挖掘出来'

基于上述方法$将大数据方向关联度的挖掘结

果设为18%"R812# $对大数据集合K和L传输方向的

&?% 科#学#技#术#与#工#程 !" 卷



平均值 CU*"

1

!

1

%

# 进行加成运算$则有&

18%"R812# +CU*"

1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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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BNO分布式大数据长度关联度挖掘

复杂属性环境下的大数据长度关联度的挖掘工

作$是对大数据位置关联度挖掘原理图的异向思维

运算$也是对大数据位置关联度挖掘结果的加成运

算$其实质是对图 ! 中两个大数据集合 K和 L传输

通道的长度进行求取的过程'大数据长度关联度的

挖掘结果18%"DB&*2V# 可表示为

18%"DB&*2V# +"K$L#

K-L

I7["K$L#

")#

#'L"M/BNO分布式大数据挖掘聚类

将式"*#(式"(#(式""#(式")#根据式"'#给出

的挖掘样本1条件进行聚类$确定最终的复杂属性

环境下大数据挖掘结果' 用?表示挖掘样本1的挖

掘频率$那么$ ?

1

即可代表大数据挖掘聚类$也是所

提方法的挖掘结果$其运算公式为

?

1

+

?

9

?

I7[

45

#

#

1

"$#

式"$#中$ ?

9

代表大数据特征(位置(方向和长度属

性同时出现的几率$ ?

I7[

代表大数据特征(位置(方

向和长度属性关联度中的最大值% #代表未进行挖

掘工作前的大数据样本总数量$ #

1

代表挖掘出的大

数据特征(位置(方向和长度属性关联度样本的总

数量'

("实验分析

('!"实验现场

为了准确分析本文所提方法挖掘工作的准确

性(稳定性和实用性$实验对三台相同的数据挖掘设

备进行了初始化$并在复杂属性环境下给予三台设

备相同的初始大数据矩阵$每个矩阵中含有的四种

属性的待挖掘样本数量均为 !& 个$共计 ?& 个' 使

用本文方法(基于标签技术的分布式挖掘方法以及

>S, \̂挖掘方法对初始大数据矩阵进行挖掘' 实

验现场如图 % 所示'

实验进行 !%& I.0$在实验进行到 (& I.0 时向

初始大数据矩阵中加入平移(转动和收缩三种干扰

因素'

('#"实验数据处理标准

本次实验对所提方法挖掘工作的准确性(稳定

性和实用性进行分析$对于方法的准确性$实验将三

种方法对复杂属性环境下大数据的挖掘结果与实验

给定的初始大数据矩阵的待挖掘样本参数进行对

比$根据式"!&#求取方法的准确性 W '

图 %#实验现场图

T.5<%#12//[D/:.I/0OL.O/I7D

W +

?

1

-

!&

J

J

"!&&E "!&#

对于方法的稳定性"稳定性标准有两个$分别

是最低抗干扰强度 >.0 和标准抗干扰强度 >/70$

>.0和>/70的值越大$方法的稳定性越高#和实用

性!

9

"!

9

的实质是干扰下的方法平均挖掘误差$该

值越小$方法的实用性就越高#$分别用式"!!#和

式"!%#求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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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代表单次抗干扰强度% 6是大数据挖掘聚类

的次数% SDW"J# 和SDW"J

!

# 分别代表初始大数据矩

阵的待挖掘聚类结果和加入干扰后大数据矩阵的待

挖掘聚类结果'

('("实验结果分析

根据式"!%#对三种方法实验结果进行计算$挖

掘准确性对比情况用表 ! 描述'

由表 ! 中的数据可知&在三种方法中$基于标签

技术的分布式挖掘方法的挖掘准确性最低$均不高

于 $&E$挖掘准确性的平均值为 )?<**E$仅在对大

数据挖掘准确性要求不高的复杂属性环境下具有一

表 !"本文方法与其他方法准确性对比表

*+,-.!"?==:2+=D =/01+2.9E378/78.20.78/94

78340.78/97+,-.

大数据属性

挖掘准确性 W È

本文

方法

基于标签技术的

分布式挖掘方法

>S, \̂

挖掘方法

特征 $)<'$ )"<(* $%<*!

位置 $)<&& )!<%' $(<*&

方向 $)<&( )(<&! $(<%!

长度 $)<"? )'<%$ $*<%?

!?%

$ 期 梅#毅$等&复杂属性环境下=3, \̂分布式大数据挖掘方法研究



定的利用价值%>S, \̂挖掘方法的准确性较为平

庸$挖掘准确性的平均值为 $*<!%E%本文方法的挖

掘准确性均高于 $)E$其平均值高达 $)<'&E$可见

本文方法在挖掘工作中几乎不存在错误挖掘的情

况$可证明本文方法的挖掘工作具有较强的准确性'

实验向初始大数据矩阵中加入平移(转动和收

缩三种干扰因素后$根据式"!#计算出三种方法的

稳定性数据$用表 %(表 ' 描述'

表 #"本文方法与其他方法稳定性最小值对比表

*+,-.#"B7+,3-37D 78.03530:0=/572+477+,-.

0.78/9E378/78.20.78/94

干扰因素

>.0

本文

方法

基于标签技术的

分布式挖掘方法

>S, \̂

挖掘方法

平移 &<!' & &

转动 &<?& &<!) &<%%

收缩 &<') &<!! &<!'

表 ("本文方法与其他方法稳定性标准值对比表

*+,-.("B7+,3-37D 47+59+29=/01+234/5

0.78/9E378/78.20.78/94

干扰因素

>/70

本文

方法

基于标签技术的

分布式挖掘方法

>S, \̂

挖掘方法

平移 &<%* & &

转动 &<($ &<?! &<*'

收缩 &<"? &<') &<*"

##由表 %(表 ' 可知&基于标签技术的分布式挖掘

方法以及>S, \̂挖掘方法均无法抵御复杂属性环

境下大数据矩阵中的平移干扰$且两种方法对转动

和收缩干扰的抵御能力也远低于本文方法' 对比来

看$本文方法在挖掘工作中具有较强的稳定性'

根据式"!?#计算出三种方法的实用性数据$用

表 ? 描述'

表 )"本文方法与其他方法实用性对比表

*+,-.)"F.78/912+=73=+-=/01+234/5E378/78.20.78/94

参数
本文

方法

基于标签技术的

分布式挖掘方法

>S, \̂

挖掘方法

!

9

& !<% '<(

##由表 ? 中的数据可知$三种方法的实用性由低

到高的排列次序依次为&>S, \̂挖掘方法(基于标

签技术的分布式挖掘方法和本文方法' 本文方法的

!

9

值为 &$说明复杂属性环境下的干扰因素虽然对

本文方法单属性的大数据挖掘结果存在一些微小影

响$但对挖掘聚类几乎无影响$证明本文方法具有较

强的实用性'

)"结论

本文根据对以往提出的复杂属性环境下大数据

挖掘方法进行分析$确定出数据库的合理选择对挖

掘方法的重要性$为此$本文提出复杂属性环境下

=3, \̂分布式大数据挖掘方法' =3, \̂是一种根

据物理分散逻辑进行数据规划的分布式数据库$拥

有灵活性佳(实用性强(价格低廉和高效等优点$可

增强挖掘方法的准确性(稳定性和实用性' 实验通

过对比方式对本文方法的准确性(稳定性和实用性

进行分析' 实验结果可非常直观地证明$本文方法

的挖掘工作具有较强的准确性(稳定性和实用性$在

复杂属性环境下的大数据挖掘工作中本文方法非常

合理且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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