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镝要 ：对云计算环境下的大数据进行准确分流能够提高云计算的服务质量 。 传统的数据分流方法无法避免云计算环境下大

数据复杂性和高动态变化性带来的影响 ，降低了数据分流的准确率 。 提出
一

种改进 Ｋ 均值聚类算法的数据分流方法 。 对数

据进行特征提取 ，在此过程 中通过降维处理加快了特征提取的速度 ；利用 Ｋ 均值算法进行数据特征 聚类 ，
在特征聚类的过程

中不断调整数据特征的聚类中心 ，最终得到准确的数据分流结果 。 仿真结果表明
，
利用改进箅法能够提高云计算环境下的

大数据分流 的准确率 ，
提高 了数据分流效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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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引言计算领域一个难点
，
引起了重视

［
６ ］

。

随着网络技术的迅猛发展 ，云计算技术应运而生 ［

１

］

。 云业界很多学者针对云计算下大数据分流的问题 ，
已经提

计算是对互联网络的比喻性说法 ， 云计算的核心是互联网络出 了一些数据分流方法 ［

１
１

。 目前 ， 云计算环境下大数据的分

中大量的计算资源 、存储资源和应用软件资源通过互联网络流方法主要包括基于支持向量机算法的数据分流方法 、基于

汇聚起来
［

２
］

， 形成巨大的计算能力 、存储能力和服务能力 ，
用聚类算法的数据分流方法和基于决策树算法的数据分流算

户 根据需要从网络中获取响应的资源
［
３
１

。 在云计算环境下 ， 法 。 其中最常用 的是基于支持向 量机算法 的数据分流方

存在着规模庞大的数据 ，
对云计算环境下大数据进行合理分 法

［
８

］

。 由 于云计算环境下大数据的分流方法在提高云计算

流能够提髙用户获得资源的效率
⑷

，使客户感受到更好的云 服务质量方面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 ，
因此该课题拥有极为广

计算服务质量 。 云计算环境下 的大数据中往往包含有大量 阔 的发展前景 ，
并成为很多学者重点研究的课题

［９ ］

。

，
ｉｐｍｉｇ糊微算絲断云將職ｔ大麵分流的过程

进行数据
气
流 ［

５
］

，
会降低客户获取云计算资源 的效率。

〖 中 ，需要对每
一紐嫌行分类

， 由 于云计算环境下的数据
此 ’ 如何对云计算环境下大数据进行合理分流 ’

已帛成为＝
具有高度的复雑和动态变化性 使得传统的分类方法

无法对其进行准确分类 ， 降低了数据分流的准确性 ，
降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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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５ＫＪＤ５２０００５ ）客户获得云计算资源的效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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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针对上述传统算法的缺陷 ，提出一种基于改进 Ｋ 均值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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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算法的数据分流方法 。 对数据进行特征提取 ，在此过程中量
；

通过降维处理加快了特征提取的速度 ； 利用 Ｋ 均值算法进行３
） 提取样本数据的特征信息 ，并通过支持 向量机从高维

数据特征聚类 ，在特征聚类的过程中不断调整数据特征的聚空间向低维空间进行映射 ，将非线性分流问题转化为线性分

类中心 ，
最终得到准确的数据分流结果 。 仿真实验表明 了改流问题

，并降低维度 ；

进算法体现在数据分流方面的优势 。４ ） 将获取的样本数据特征作为支持向量机的训练样本

进行训练 ；

２ 数据分流的有关原理５ ） 设置有 Ｗ 个支持向量机的数据分流器乂 ，
；＝Ｉ

，

２
，

利用支持向量机算法能够对云计算环境下的大数据进
…Ｗ

， 将数据分流问题转换为两种类型 ，

一

种类 型是正样本 ，

行合理分流 ， 其核心思想是
，
首先构建大数据的最优分类平另

一

种类型是负样本 ，数据分流器的输出分别为 ＋１
，
－

１
；

面
，然后将待分流的大数据从髙维空 间映射到低维空 间 ， 实６ ） 将数据样本的训练样本集利用支持向量机进行学 习 ，

现非线性分类问题到线性分类问题的变换 ，
最后利用核函数并进行相关参数的优化 ， 获得数据分流模型 ；

对数据分流问题的线性问题进行求解 ， 最终实现云计算环境 ７ ） 将毎
一

条数据输人到 ｙｖ个分流器中 ，若／ 输出值为 ＋

下大数据的分流 。 具体方法如下所述 ：１
，则该条数据可以被归于第 ｉ 类 ； 若同时有多个分流器的输

设置大数据样本集合为 ｅ 圮
，／ ；出值都为 ＋１

，则需要利用欧氏距离法计算该条数据与各个

ｅ１

１
，
－

１
！ 为数据分流的标识号 ，

数据分流的线性判别函数分流器之间 的距离 ，
然后将其划分为与之距离值最小的分流

能够描述为 ：器之中 。 假设全部的数据分流器的输出值都为 －

１
， 则可认

ｆ｛
ｘ

）＝ｗ ■ｘ＋ｂ （
１ ）为本次分流错误 ， 分流结束 。

将数据分流 问题进行归一化处理
，

能够得到下述公式 ：根据上面 阐述的方法 ， 构建大数据的最优分类平面 ， 利

ｗ ｘ＋ｂ＝± １（ ２ ）用支持向量机将非线性分流问题变换为线性分流问题 ，
最后

上述的数据分流 问题能够用一个存在约束条件的非线利用核函数对数据分流问题的线性问题进行求解
，
最终实现

性规划问题进行表达 ：云计算环境下大数据的分流 。

ｙ｛
｛ ｗ

ｍ

Ｘ
ｉ ）＋６

＞
０（

３ ）

对上述公式进行运算可以得到数据分流问题的 取〇诉 对３基于协作分流算法的大数据分流方法原理

偶 函数如下所述 ：传统的大数据分流方法需要对每一条数据进行分类 ，
无

Ｍ
■ ■

 ｒ，ｖ１

Ｖ法适应云计算环境下的 数据具有髙度的复杂性和动态变化
Ｍａｘ ｉｍｉｚｅｗ

｛ ａ ）＝＞ｏ ｔ
ｉ
－

＼ 
ａ

ｉ

ａ
ｉｙＪ ｉ

ｘ
ｉ

ｘ
ｉ（

４
）

＾２＾性的特点 ， 造成数据分流的 准确性降低 。 为此 ， 提出
一

种基

公式 （ ４ ） 的约束条件能够描述为 ：于改进 尺均值聚类算法的数据分流方法。

ｉ ａ
ｉｙｉ

＝ ０
，
ａ＾ ０

，

ｉ＝ｌ
，

２
，

－

，

ｎ⑴３ ． ｉ提取数据特征

＾对数据进行准确分流的过程中
，关键 的步骤是提取数据

通过阿
＇

ｅ对偶函数能够使支持向量机应用到非线性的
的特征 并将数据特征构成特征集合 。 设置数据的特征数 目

大数据分流问题中
：

对于非线性的大数据分流
＾
题 ，需要通

为 ？
， 数据睡 目 为 ｐ 。 糊这两个参数能够构建数据的雛

过核函数絲粧＿转化为带有醜条細二細数 ， 其
贿 ，其形式为 ＝数撕賴阵 中的每

一个

＾＾元素都能够描述数据的一个特征参数 ， 每一列的元素都能够

ＭａｘｉｍｉｚｅＱ ｛
ａ

）
＝

＾ 

ａ
，

－


，＾ ）（ ６ ） 描述数据特征的分量 ，

则有 ：

ＪＴ？＾ ｉＴ ｉ

这样能够获得大数据的最优分流函数 ：￣％

ｇ（
ｘ

）＝ｓｇｎ （
（Ｊｘ ） ）＝ｓｇｎ ｜＋ ６

｜ （ ７ ）Ｃ
ｎｆ

￣

 ：：： ：（ ８

假设需要云计算环境下的大ｉ据有 ／Ｖ
，
可以记为 丨ＨＵ ，Ｑ

… Ｃ
ｎ ｐ

－

…

， ，
大数据分流的问题实质上是一个多 目 标分类 的 问上述数据特征矩阵具有较高的维度 ，

这就使得数据特征

题
，而支持向量机能够通过建立二分类模型实现对大数据的提取的过程中具有复杂的运算过程 ，

导致数据特征提取的准

准确分类 ，
因此需要将多个二分类的支持向量机进行组合构确性降低 ，

因此
，
需要对其进行降维处理 ，其公式如下所述 ：

建多 目标分流模型 ，实现大数据的多 目标分类 ，
这样可以 降Ｃ

？Ｘｆ
＝

％？
？（ ９ ）

低运算量
，
同时

，
若要增加分流任务 ，

只需加入一个新的两分其中 力 为数据的全部特征数 目
，Ｐ 为

一个数据的特征分量 。

类支持向量机 。上述降维处理的过程需要满足下述条件 ：

云计算环境下的大数据分流的实现过程如下所述 ：７

１

＝
，

ｓ ２ ， ｆｉ， ）Ｓｍｉ ｎ （
ｎ

，ｐ ）（
１ ０ ）

１ ） 采集云计算环境下待分类的样本数据 ；其中 ，￣ 是数据特征提取过程中的与数据有关的系数 。

２ ） 对样本数据进行归一化处理 ，
降低数据分类的运算数据特征矩阵能够利用下述公式进行简化处理 ：

— ２９３
—



ｃ＝
４
ｐ ｗ ｓ据特征聚类中心

ｌ

＿

ｋ＇

Ｗ
内５ ） 通过运算获得数据分流的误差方差 ，

若数据分流的误
若 Ｚ— ，

则通过运算能够得到 Ｃ
，
的值 ，

即数据的 差方差的值足够小 ，
则结束数据分流 ，

此时获得准确的数据

恃征矩阵 。分流结果 ；否则 ， ？
＋１－＞

９ ，并返回 到过程 （ ２ ） ， 继续进行数
根据上面阐述的方法

，
对云计算环境下的数据进行降维据分流 。

处理 ，提取数据的特征 ，
为数据的准确分流提供 了准确的数根据上面阐述的方法 ， 提取云计算环境下的数据特征 ，

据基础 。构成数据特征集合
，
利用 Ａ： 均值聚类算法进行聚类 ， 在迭代

３＿ ２ 数据分流的实现处理的过程中不断更新聚类中心 ，
很好的适应了云计算环境

尺 均值聚类算法是一种有效的数据分流方法 ，
利用它能 下数据动态变化的特点 ，获得准确的数据分流结果 。

够对云计算环境下的大数据进行准确分流 。 具体方法是 ，
对

数据特征进行准确分类 ， 将数据分为不 同的类别 ， 实现了 云４算法实验结果 比较与分析
计算环境Ｔ大麵醜确條 。 Ｓ种龍分流施

，
辟冑为了紐改翻：触云ｉｔ算柳Ｔ大麵分流方麵

单可靠 、效率高 、
准确性髙的特点 ，

因此在数据分流方面得到有＆性 ，
Ｈｇ ｉＳ彳〒

一＆＃胃
广泛的应用 。４ ． １ 实验环境设置

糊仿真软件编写了云计算环境下的大数据分流的仿
需要首先得到数据的初始聚类中心 ，

在数据分流的过程中 对 真平台 ，糊传统算法与改进算法进行数据分流方面的性能
聚类中心进行更新 ’

适应云计算环境下数据具有高度的动￥比较 。 数据分流仿真实验用的计算机的硬件配置为 ，
ＣＴＯ 为

变化的特点 。 具体的数据分流方法如下所述 ：ＡＭＤＰｆｅｅｎｏｍ／／Ｘ４９１ ０
， 内 存为 ４ＧＧＧＲ３１３３ ３， 硬 盘为

设置云计算环境下数据特征构成的聚类 中心的数据为
５００Ｇ＆

， 操作系统为 ＷＷｃｍ； ７
，传统的分流算法采用的是支持

。数据特征的数 目为 ？ ，在 ｐ 个数据特征中选取 ／ 个特征作为 向量机的分流方法。 在数据分流仿真实验的过程中 ， 忽略了

初始的 聚类中心 ，每个聚类中心代表一类数据 。 通过运算能 数据传输过程中可能存在的丢包错误 。 为 了证明改进算法

够翻其它 Ｐ
－

 Ｚ个数据特征到初始聚类中心的距离 ，
并将这 在数据分流方面的有效性 ， 仿真实验首先对用户获取云计算

些数据特征分配到最近的聚类中心中 ，
这样就实现了全部数 资源的网络延迟进行 比较 ，仿真实验的参数设置能够用下表

据特征的分配 。１ 进行描述 ：

利用下述公式能够将数据特征划分为 Ｌ个不同的类别 ：
’

Ｉ Ｉ ｌ ｒ
－

ｒＴ ｌ

２

 （
１２ ）


表 １ 实验参数设置


—

…叫参数设置值

其中
，ｙ为数据特征￥为待分流数据特征集合 Ａ 均值化处理ｍｍｉ

的结果 ，
／

■

为数据特征误差的方差之和 。 通常情况下 ，
Ｆ 的值胃Ｍ０ＫＭ

越小
，
表明数据特征聚类的效果越好 ， 这也表明数据分流 的
＾数据特征数目３７ 个

效果越理想 。

根据上述施 ，
雛転计算环境Ｔ贿騰征齡为

１
０

乙个不同类别 ，
？
：
（

＿
／

＝１
，
２

，

…

，

ｉ
） ， 聚类中心 能够描述数据

１００ｔｅ／ Ｓ

特征构成的集合 ７
｝

，数据特征集合能够用 ＝ ｜Ｆ 丨 描述 。 设
数麟型


５

Ｊ^

置任意两个数据特征 Ｋ和 Ｚ
，则这两个数据特征之间 的欧氏

距离为 ｅ （ｒ ，
ｚ

） 。待分流的 ５ 种数据类型分别为政治 、经济 、文化 、体育和

通过迭代处理 ， 能够对云计算环境下的大数据进行准确宗教 ，数据的训练样本和测试样本能够用下表进行描述 ：

分流
，具体的分流过程如下所述 ：

１ ） 设置云计算环境下 的数据的初始聚类 中心为 ｒｏ
，

＝表 ２ 数据分流实验 中的样本数据

ｉ
ｏ

，
］ ，对数据特征进行聚类处理 ， 能够将其划分为 Ｚ个聚类中＾训练＃本测试样本

心
，该运算过程需要满足下述条件 ：＾＾



Ａ ＝
１

’Ｕ（ １ ３ ）经济２万０． ３
万

文化１ ５ 万〇 ２万
２ ） 对数据特征进行迭代处理获得新的数据特征 集合

^

ｍ体育２ 万 １ 万

３ ） 若 ｇ
＝
〇

， 则数据特征聚类中心为 ｒｏ。 ；宗教


０５ 万

４
） 对数据特征聚类 中心进行迭代运算 ，能够得到新的数

—

２９４
—



数据分流的准确性能够衡量不 同算法在数据分流方面的效率 ，最终延迟了 数据发送 的时间 。 而改进算法 由于能在

的性能
，
其公式如下所述 ：数据特征提取的过程 中有效降低数据特征的维数

，
删除 了大

ｙ‘量冗余的特征信息 ，
提 高了数据特征提取的效率 ，加快 了数

ｒ．＋ ｙｆ据分流的速度
，
这 也提高 了数据分流 的准确性 。 因此 ， 与传

其中 ，ｙ
，
为数据分流的准确性 ，心为数据分流的错误性 。 统算法相 比

，
改进算法在数据分流的过程中 ，

能够极大的提

高数据分流的准确性和效率
，
在云计算环境下 的大数据分流

４ ． ２ 实验结果 比较及分析方面相对传统算法具有明显的优越性 。

利用传统算法 和改进算法进行云计算环境下 的大数据

分流实验 ，不 同算法 的数据分流准确率能够用下表 ３ 进行描５

针对传统算法的缺陷 ，提出
一

种基于改进 Ｋ 均值 聚类算

法的数据分流方法 。 对数据进行特征提取 ，利用 Ｋ 均值算法



表 ３ 挪雜龍躺綱 率
进行数据特征聚类 ，在特征聚类的过程中不断调整数据特征

类别


传统算法


改舰法
－

的聚类中心 ， 获得准确 的数据分流效果 。 仿真实验表明
，
在

政治９０ ． ５ ％９８ ． ７ ％云计算环境下大数据分流方面 ，
改进算法相对传统算法具有

经济８ ９ ． ８％９９ ． ６％明显的优势 。 取得 了令人满意 的效果 。

文化９２ ． ４％９７ ． ５％

体育８ ７ ． ４％９８ ． ３ ％参考文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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