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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存储中心多源文本主题融合模型研究

谌裕勇

（广东工业大学 华立学院， 广州 ５１１３２５）

摘　 要： 为了提高云存储中心多源文本主题信息资源的开发能力和调度能力，提高云存储中心多源文本主题检索效率，提出

一种基于关联规则挖掘的云存储中心多源文本主题融合模型。 构建云存储中心多源文本主题分布大数据模型，采用相空间

重构方法进行大数据的特征分布式重建和融合聚类处理，提取云存储中心多源文本主题信息的关联规则特征量，采用相关性

检测技术进行信息集成滤波，结合模糊聚类方法进行云存储中心多源文本主题特征分类处理，根据分类结果实现信息融合。
仿真结果表明，采用该方法进行云存储中心多源文本主题信息融合的特征分类性较好，提高了云存储中心进行数据检索的准

确率，数据召回性和检索效率等性能指标表现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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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　 言

随着云存储和云计算技术的快速发展，对云存

储中心多源文本主题信息开发成为未来云存储和数

据库建设的关键技术。 随着数据资源规模的不断扩

大，大量的云存储资源分布在云集成数据库系统中，
通过云组合服务和大数据管理的模式，实现云存储

资源共享，为了提高云存储系统的数据调度性能，需
要对云存储中心多源文本主题进行融合处理，结合

多媒体集成学习方法进行资源信息优化调度，提高

主题信息资源的检索能力［１］。 云存储中心多源文

本主题信息表现为一组大数据，采用关联规则挖掘

方法进行云存储中心多源文本主题资源信息整合，
促进云存储中心多源文本主题信息检索效率的提

升。
传统方法中，对云存储中心多源文本主题融合

研究采用层次数据聚类方法，结合资源的聚类处理

技术［２］，提取云存储中心多源文本主题信息的规则

性关联特征量，采用向量量化编码方法实现计算资

源的融合调度，取得了较好的调度效果［３］。 文献

［４］中，提出一种基于混合差分并行调度的云存储

中心多源文本主题资源信息的整合算法，首先构建

云存储环境下多媒体集成学习资源信息分布的数据

结构和网格结构模型，采用资源信息流的样本聚类

分析方法进行云存储环境下资源信息的属性归类处

理，提高资源整合能力，但该方法计算开销较大，对
云存储中心多源文本主题融合的实时性不好。 针对

上述问题，本文提出一种基于关联规则挖掘的云存

储中心多源文本主题融合模型。 首先构建云存储中

心多源文本主题分布大数据模型，采用相空间重构

方法进行大数据的特征分布式重建和融合聚类处

理，提取云存储中心多源文本主题信息的关联规则

特征量，然后采用相关性检测技术进行信息集成滤

波，结合模糊聚类方法进行云存储中心多源文本主



题特征分类处理，根据分类结果实现信息融合。 最

后进行仿真实验分析，展示了本文方法在提高云存

储中心多源文本主题融合能力方面的优越性能。

１　 云存储中心多源文本主题信息采样及特征分析

１．１　 云存储中心多源文本主题信息资源采样

为了实现云存储中心多源文本主题融合模型的

优化设计，采用统计分析方法进行云存储中心多源

文本主题信息资源采集，对采集的云存储中心多源

文本主题信息资源进行信息重构，构建云存储中心

多源文本主题信息资源的特征信息流，采用线性回

归分析模型和网格划分技术构建云存储中心多源文

本主题信息资源的分布式结构模型［ ５］，用 ｘｎ－ｉ 表示

云存储中心多源文本主题信息资源属性集的模糊分

布自相关量， ηｎ－ｊ 表示云存储中心多源文本主题信

息资源属性特征向量的有限分布集，则云存储中心

多源文本主题信息资源信息流重组模型表示为：

ｘｎ ＝ ａ０ ＋ ∑
ＭＡＲ

ｉ ＝ １
ａｉｘｎ－ｉ ＋ ∑

ＭＭＡ

ｊ ＝ ０
ｂ ｊηｎ－ｊ， （１）

　 　 其中， ａ０ 为统计数据的采样幅值， ｂ ｊ 为云存储

中心多源文本主题信息资源的最优关联规则分布属

性。 采用分段样本统计分析方法进行云存储中心多

源文本主题信息资源的联合关联互信息特征分

析［６］，云存储中心多源文本主题信息资源的标量时

间序列为 ｘ（ ｔ），ｔ ＝ ０，１，…，ｎ － １， 结合模糊信息特

征分析方法，采用相关的数据分析和信息采集技术，
分析反映主体资源信息的相关性指标，得到主题信

息分布的有限集合为：
Ｘ ＝ ｛ｘ１，ｘ２，…，ｘｎ｝ ⊂ Ｒｓ， （２）

　 　 结合融合数据聚类模型，得到云存储中心多源

文本主题信息资源的关联相关性特征提取结果为：

Ｃ（ ｌ） ＝ ∑
ｋ

ｊ ＝ １
∑
ｎｊ

ｋ ＝ １
（‖ｘ ｊ

ｋ － Ａ ｊ（Ｌ）‖） ２， （３）

　 　 在大数据处理环境下，云存储中心汇聚了大量

的多源信息资源［７］，在模糊聚类中心，得到云存储

中心多源文本主题特征的二元语义特征映射描述

为：
θ：Ｓ → Ｓ × ［ － ０．５，０．５］， （４）
θ（ ｓｉ） ＝ （ ｓｉ，０），ｓｉ ∈ Ｓ． （５）

　 　 设实数 β ∈ ［０，Ｔ］ 为相似度， 将关联指标参量

加载到信息处理模块，采用关联规则挖掘方法［８］，
实现信息采样和特征提取。
１．２　 相空间重构与特征提取

构建云存储中心多源文本主题分布大数据模

型，采用相空间重构方法进行大数据的特征分布式

重建，当多源文本主题信息分布聚类中心的相对距

离满足 ‖Ｃ（ ｌ） － Ｃ（ ｌ － １）‖ ﹤ ξ， 得到云存储中心

多源文本主题信息资源的聚类迭代式为：

Ａ ｊ（Ｌ ＋ １） ＝ １
ｎ ｊ
∑

ｋ

ｉ ＝ １
Ｘ ｊ

ｉ 　 ｊ ＝ １，２，．．．，ｋ， （６）

　 　 设 ｓｋ，ａｋ( ) 和 （ ｓｌ，ａｌ） 为云存储中心多源文本

主题信息资源融合节点之间的模糊贴近度矢量，采
用相空间重构方法进行特征重组［９］，相空间重构模

型为：

ｍａｘ Ｚ ＝ ∑
ｍ

ｉ ＝ １
∑
ｍ

ｊ ＝ １
ｘｉｊｃｉｊ， （７）

ｓｔ ＝ ∑
ｍ

ｊ ＝ １
ｘｉｊ， （８）

ｓｔ ＝ ∑
ｍ

ｉ ＝ １
ｘｉｊ， （９）

ｘｉｊ ＝ １， （１０）
ｓｔ ＝ ０，ｏｒ，１， （１１）

　 　 其中， ｘｉｊ ＝ １ 表示云存储中心多源文本主题信

息资源融合的回归系数，提取云存储中心多源文本

主题信息的关联规则特征量，得到云存储中心多源

文本主题信息资源属性分类评估约束因子为：

ｉｎｄ Ｐ( ) ＝ ｘ，ｙ( ) ∈ Ｕ２ ｜ ａ ｘ( ) ＝ ａ ｙ( ) ，
∀ａ ∈ Ｐ{ } ，（１２）

　 　 计算云存储中心多源文本主题信息资源的模糊

关联度特征，得到信息融合的检测统计分析模型表

达式为：
ＴＴＤ ＝ ａ１ｘ１ ＋ ａ２ｘ２ ＋ … ＋ ａｋｘｋ ＋ δ， （１３）

　 　 其中， ＴＴＤ 表示关联规则集，在数据融合的相

空间中，得到云存储中心多源文本主题信息大数据

挖掘后输出为：

Ｘｐ ｕ( ) ＝ ｓｃ（ ｔ）ｅｊ２πｆ０ｔ ＝
１
Ｔ
ｒｅｃｔ（ ｔ

Ｔ
）ｅｊ２π（ ｆ０ｔ ＋Ｋｔ２） ／ ２ ．

（１４）
　 　 其中， ｓｃ（ ｔ） 表示多源文本主题信息的并行调度

集，由此提取云存储中心多源文本主题信息的关联

规则特征量，根据特征提取结果进行信息融合聚类

处理。

２　 云存储中心多源文本主题融合模型优化

２．１　 关联规则挖掘模型

在上述构建了云存储中心多源文本主题分布大

数据模型和采用相空间重构方法进行大数据的特征

分布式重建处理的基础上，进行云存储中心多源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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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融合模型的优化设计，本文提出一种基于关联规

则挖掘的云存储中心多源文本主题融合模型，提取云

存储中心多源文本主题信息的关联规则特征量，采用

多特征的静态拟合方法进行信息流重组［１０］，则资源

分布集合的优先级属性可以表示为 Ｐ（ｎｉ）＝ ｛ｐｋ ｜ ｐｒｋｊ
＝ １，ｋ ＝ １，２，…，ｍ｝ 。 采用并行调度的关联规则挖

掘方法进行云存储中心多源文本主题大数据挖掘，得
到资源信息流的分组关系为：

Ｑｗ ＝ ∑ ｋ∈Ｒｗ
Ｆｗ

ｋ ， ｗ ∈ Ｗ， （１５）

Ｖａ ＝ ∑ ｗ∈Ｗ∑ ｋ∈Ｒｗ
δｗａｋＦｗ

ｋ ， ａ ∈ Ａ， （１６）

Ｆｗ
ｋ ≥ ０， ｋ ∈ Ｒｗ，ｗ ∈ Ｗ， （１７）

　 　 采用多元信息融合方法，进行云存储中心多源

文本主题信息流的自适应分配，得到资源信息流为：
ｆｌｏｗｋ ＝ ｛ｎ１，ｎ２，…，ｎｑ｝，ｑ ∈ Ｎ， （１８）

　 　 其中， ｑ 表示多个节点重组下的云存储中心多

源文本主题信息流集合， ｎｑ 表示负载，云存储中心

多源文本主题信息关联规则挖掘输出为：

ｕｉ ＝
１
Ｎ∑

Ｎ

ｉ ＝ １
ｕｉ ＝

１
ＭＮ∑

Ｍ

ｍ ＝ １
∑
Ｎ

ｉ ＝ １
ｘｍｉ ． （１９）

　 　 根据关联规则挖掘结果采用分组样本回归分析

方法进行主题信息融合。
２．２　 信息融合滤波

给定云存储中心多源文本主题信息资源融合的

相关因子，分别是 ａ１，ａ２，…，ａｋ， 在云存储中心多源

文本主题信息资源分布结构模型下，以 β 为边界条

件，得到云存储中心多源文本主题信息资源融合的

拓展外延 Ｍβ：
Ｍβ ＝ ｛ｘ ｘ∈Ｍ， ｆ（ｘ）∩Ｙ ／ Ｙ ≥β，０≤α≤β≤１｝，

（２０）

　 　 采用 Ｕ（ ｔ） ＝ ∑
Ｍ∈Ｅ

Ｐ［Ｍ］ 表示云存储中心多源文

本主题信息资源融合主体的信任度属性状态集合，
Ａｓｔ ⊆ Ｐ × Ｔ， 构建云存储中心多源文本主题信息资

源模糊指派调度集合，采用相关性检测技术进行信

息集成滤波，结合模糊聚类方法进行云存储中心多

源文本主题特征分类处理，Ｃ 均值聚类模型为：

Ｌξ ＝
ｆ（ｘ） － ｙ － ξ， ｆ（ｘ） － ｙ ≥ ξ，

０， 　 　 　 　 　 　 ｆ（ｘ） － ｙ ＜ ξ．{ （２１）

　 　 由此得到资源融合的模糊函数为：

ｆ（ｘ） ＝ ∑
ｌ

ｉ ＝ １
（ａｉ ＋ ａ∗

ｉ ）ｋ（ｘ － ｘｉ） ＋ ｂ （２２）

　 　 计算云存储中心多源文本主题信息资源的模糊

关联度特征，采用 Ｃ 均值聚类方法进行大数据融合

处理，优化的模型可表达为：

ｍｉｎ Ｆ ＝ Ｒ２ ＋ Ａ∑
ｉ
ξｉ

ｓ．ｔ．： ‖ϕ（ｘｉ） － ｏ‖２ ≤ Ｒ２ ＋ ξｉ ａｎｄ ξｉ ⩾ ０，ｉ ＝ １，
２，．．．， （２３）

ｍａｘ∑
ｉ
αｉＫ（ｘｉ，ｘｉ） － ∑

ｉ
∑

ｊ
αｉα ｊＫ（ｘｉ，ｘ ｊ）

ｓ．ｔ．： ∑
ｉ
αｉ ＝ １ ａｎｄ ０ ≤ αｉ ≤ Ａ，ｉ ＝ １，２，．．．， （２４）

　 　 由于 ∑
ｉ
αｉ ＝ １，Ｋ（ｘｉ，ｘｉ） ＝ １， 云存储中心多源

文本主题特征分类的优化模型为：

ｍａｘ（１ － ∑
ｉ
∑

ｊ
αｉα ｊＫ（ｘｉ，ｘ ｊ））

ｓ．ｔ．： ∑
ｉ
αｉ ＝ １ ａｎｄ ０ ≤ αｉ ≤ Ａ， ｉ ＝ １，２，．．．． ． （２５）

　 　 其中， Ｋ（ｘｉ，ｘ ｊ） ＝ ｅ
－‖ｘｉ－ｘｊ‖

２

２σ２ ，σ 值越小，收敛性越

好，可见，设计的资源融合模型是稳健收敛的。

３　 仿真实验分析

为了测试本文方法在实现云存储中心多源文本

主题融合和检索中的应用性能，进行仿真实验，实验

中分析软件为 Ｅｘｃｅｌ ２００７ 和 ＳＰＳＳ１９．０，相关参数为：
Ｑ ＝ ２００， ｃ１ ＝ ３０， ｃ２ ＝ １０， ｃｒ ＝ ２， μ１ ＝ μ２ ＝ ０．０１， ρ１

＝ ρ２ ＝ ０．０１， δ ＝ ０．８，云存储中心多源文本主题分布

的相关性统计分析结果见表 １。

表 １　 云存储中心多源文本主题分布的相关性统计分析结果

Ｔａｂ． １　 Ｔｈｅ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ｍｕｌｔｉ－ｓｏｕｒｃｅ

ｔｅｘｔ ｔｏｐｉｃ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ｌｏｕｄ ｓｔｏｒａｇｅ ｃｅｎｔｅｒ

相关系数 ｘ１ ｘ２ ｘ３ ｘ４ ｘ５ ｘ６

ｘ１ １ ０．４３２ ０．６５４ ０．４５６ ０．６５４ ０．４６４

ｘ２ ０．４３２ １ ０．２３２ ０．４７８ ０．４５４ ０．３３３

ｘ３ ０．３２３ ０．３３４ １ ０．５９８ ０．４４３ ０．５２４

ｘ４ ０．４４５ ０．６５４ ０．２２１ １ ０．６２２ ０．５６４

ｘ５ ０．５８７ ０．３２１ ０．２４３ ０．４５４ １ ０．５６４

ｘ６ ０．５２１ ０．３４３ ０．８３４ ０．４３２ ０．６３４ １

　 　 根据表 １ 的云存储中心多源文本主题分布相关

性检测结果进行关联规则挖掘，得到挖掘结果如图

１ 所示。
　 　 分析图 １ 得知，本文方法能准确挖掘云存储中

心多源文本主题信息关联规则项，从而提高信息融

合能力，测试不同方法进行文本主题信息融合处理

后的召回率，得到对比结果如图 ２ 所示。 分析图 ２
得知，采用本文方法进行云存储中心多源文本主题

信息融合的特征分类性较好，提高了云存储中心进

行数据检索的准确率，数据召回性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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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云存储中心多源文本主题信息关联规则挖掘结果

Ｆｉｇ． １ 　 Ｍｉｎｉｎｇ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ｍｕｌｔｉ － ｓｏｕｒｃｅ ｔｅｘｔ ｔｏｐｉｃ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ｒｕｌｅｓ ｉｎ ｃｌｏｕｄ ｓｔｏｒａｇｅ ｃｅｎｔ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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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召回率对比

Ｆｉｇ． ２　 Ｒｅｃａｌｌ ｒａｔｅ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４　 结束语

结合多媒体集成学习方法进行资源信息优化调

度，提高主题信息资源的检索能力，本文提出一种基

于关联规则挖掘的云存储中心多源文本主题融合模

型。 构建云存储中心多源文本主题分布大数据模

型，采用相空间重构方法进行大数据的特征分布式

重建和融合聚类处理，提取云存储中心多源文本主

题信息的关联规则特征量，采用相关性检测技术进

行信息集成滤波，结合模糊聚类方法进行云存储中

心多源文本主题特征分类处理，根据分类结果实现

信息融合。 研究得知，采用本文方法进行云存储中

心多源文本主题信息融合的特征分类性较好，提高

了云存储中心进行数据检索的准确率，数据召回率

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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