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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大数据技术的计算机网络应用软件开发方法设计

裴丽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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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增加计算机网络应用软件在开发过程中每秒处理请求的数量，本文引入计算机技术中的大数据技术以开展对计算

机网络应用软件开发的设计研究。 通过单任务与多任务应用结构化设计、计算机网络应用软件面向对象设计、软件内部构件

选择与组成，设计一种全新的软件开发方式。 实验结果表明，本文设计的计算机网络应用软件开发方式的每秒处理请求数量

得到明显提升，能够有效提高软件的开发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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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　 言

当前，现代技术的发展使得计算机已经与人们

的日常生活、工作和学习有着更加密切的联系。 随

着这种依赖程度的不断加深，人们在使用计算机时

已经不再只是局限于简单的计算机操作，以及由其

提供的各类功能。 针对这一问题，计算机网络应用

软件的研发人员根据人们的需要，陆续开发出功能

更多且更加全面的计算机网络应用软件，并逐步实

现了对其现有功能的进一步拓展，从而满足人们对

应用软件的功能需求［１］。 但由于软件开发是一项

综合性较强的工作，传统思路和设计流程开发的软

件在后期使用中会出现诸多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影

响着计算机网络应用软件的质量和运行效率，同时

也会对用户造成极大的困扰。 针对这一问题，相关

领域研究人员开展了深入的研究，并逐渐将对软件

的开发作为研究重点，提出了规范性、易维护性等开

发原则。 但就当前总体情况而言，针对计算机硬件

方面的研究与设计力度明显高于软件方面。 所以，

相应的对硬件的投入力度更大，这一问题的存在对

于计算机软件在市场当中的地位就会造成极大影

响。 综上所述可知，这些问题则使得当前计算机网

络应用软件的设计难度得到进一步提升。 为了增加

计算机网络应用软件在开发过程中每秒处理请求的

数量，提升软件开发效率，本文在引入大数据技术的

基础上对计算机网络应用软件开发进行研究。

１　 基于大数据技术的计算机网络应用软件

开发设计

１．１　 单任务与多任务应用结构化设计

为了确保开发的计算机网络应用软件可以在应

用中达到既定效果，需要在开展相关研究前，对计算

机程序中的应用软件进行单任务与并发任务的结构

化同步设计［２］。 此过程中，可以认为应用软件中的

程序是一个嵌入在逻辑端的外设程序，此程序可以

根据前端事件的特点与需求，进行主循环模式的优

化，并根据结构化事件的处理顺序，在主循环模块中

进行程序段的设计，通过此种方式进行软件结构的



循环，不仅可以确保开发的应用软件具有操作便捷、
结构简单等优势，同时也可以保证应用软件具有资

源占用率低、运行效率高等优势［３］。
为了达到上述预设的要求，可在开展相关设计

前，对应用软件处理的优先级进行抢占，即当前端存

在一个紧急处理程序或事件时，需要进行事件模块

的调用，设置 α 为控制指令编程系数， β 为数据信息

定义项， ϕ为控制指令译码向量， Ａ表示事件模块的

调用需求值，可得到事件模块调用函数为：

Ｃ ＝ β

ϕ２ ＋ Ａ２
（１）

　 　 若事件模块调用函数取值大于 １，则可以进行

事件模块调用，并在发生调用行为的同时，执行下一

次循环，以此种方式，确保单任务在程序中执行的循

环性［４］。 同时，在进行程序执行顺序的处理时，考
虑到前端用于支撑程序的硬件设备可能存在缺陷。
因此，可直接参照单片机运行模式，进行程序控制，
并在控制程序时，调用一个单信号任务处理事件，将
此事件表示为 ＤＳＰ，则 ＤＳＰ 的执行框架为：Ｗｈｉｌｅ
（启动继续执行指令）｛调用应用软件中的事件处理

程序 １，调用应用软件中的事件处理程序 ２，……，调
用应用软件中的事件处理程序 ｎ｝。 按照上述方式，
进行单个计算机网络应用软件中单任务的执行。 在

完成对应用软件中单任务执行的研究与结构化设计

后，应明确大部分软件中的任务均为多任务同步发

送产生。 因此，需要参照上述流程，进行应用软件中

的多任务执行结构化设计。 与上文表述相同的是，
在执行多任务前，应先进行任务结构的划分，再根据

执行的指令要求，进行模块任务的融合。 与上述内

容不同的是，执行并发任务的流程如图 １ 所示。

将耦合性较强的执行任务分配到相同的任务模块中

事件耦合性分析

并发任务的调度

并发任务程序分配到多个任务处理模块

图 １　 并发任务执行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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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图 １ 可知，在执行并发任务时，不可在一个主

循环程序中实施，而是要根据任务量与执行任务的

指向，将并发任务程序分配到多个任务处理模块中，
在实时环境中，通过 ＲＴＯＳ 的协调化处理，实现对并

发任务的调度。 在掌握多任务结构化原理后，将通

过对不同模块之间交互关系的分析与处理，进行事

件耦合性的分析，将耦合性较强的执行任务分配到

相同的任务模块中［５］。 在此过程中应注意的是，所
有待执行任务在优先级排序时，应保持任务渠道与

程序之间的通信，通过对原语言的同步，减轻程序开

发人员的负担，但有所区别的是，单结构化的设计对

于硬件资源的要求相对较低，而多结构化的设计对

于硬件资源的要求较高，因此，需要根据前端支撑硬

件的赋存情况，选择是否需要增设辅助硬件的方式，
进行并发任务的执行。 综上所述，通过对单任务与

多任务执行的并行分析，掌握不同任务在传输中的

关系，将此作为依据，进行结构化层级关系的梳理，
软件开发架构层级划分如图 ２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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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软件开发架构层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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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此种方式，便可以实现对不同类型任务应

用的结构化设计。
１．２　 基于大数据技术的计算机网络应用软件面向

对象设计

在明确计算机网络应用软件的单任务和多任务

以及相应的结构化设计后，为了确保应用软件在日

后使用过程中能够更加贴合使用用户的需要，还需

要引入大数据技术，对计算机网络应用软件所面向

的对象进行设计。 同时，在设计过程中，考虑到软件

的扩展性和维护性，将数据与数据之间的封装处理

操作转向在对象实体当中完成［６］。 由于处于边界

的数据无法实现对内部数据的访问，并且操作十分

困难，因此引入大数据技术，为对象之间的信息传递

提供连接，从而实现 ２ 个软件用户的间接访问。 同

时，引入大数据技术后，计算机网络应用软件面向对

象的选择能够更加贴合人们的思考方式，使得问题

空间与解空间的描述更加准确，即便在不了解内部

细节的情况下，也能够对软件开发的多态、重载等开

发操作提供支撑条件。 通过上述方式的软件开发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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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在后期实际应用中具备更强的重用性。 此外，
在这一阶段，还可结合大数据技术中的对象挖掘技

术实现对不同软件用户特征的挖掘。 将挖掘对象每

一类别下的对应特征出现概率进行统计，可引入如

下公式：

Ｔ ＝ ∑
ｎ

ｉ ＝ １
λ ｉ·

１
ｎ

（２）

　 　 其中， Ｔ 表示挖掘对象每一个对应特征出现的

概率； λ ｉ 表示挖掘对象的特征属性数据； ｎ 表示计

算机软件当中所有特征属性数据个数。
根据上述公式，确定每一类别下对应特征出现

的概率，将出现概率最多的特征相对应的挖掘对象

作为软件开发过程中的面向对象。 并在确定面向对

象后，通过软件建模、详细设计等步骤实现对面向对

象的具体描述［７］。 同时，在这一过程中，也可使用

ＭＳＣ 对用户实例进行建模。 模型中分为 ４ 个模块，
分别为：应用模块、面向对象运行支撑模块、ＰＴＯＳ
对象化封装模块和 ＲＴＯＳ 模块。 通过各个模块之间

的相互配合，以此来对计算机网络应用软件静态和

动态行为做出描述。 随后研究还发现，通过模型中

后 ２ 种模块的引入还能够进一步提高计算机网络应

用软件的内存空间占用，从而有效降低其运行效率。
在面向对象设计阶段，根据建模得出的结果选择应

用软件的体系结构，并对高级对象进行细化，描述对

象之间的通信关系，并确定被动对象，从而实现对计

算机网络应用软件面向对象的设计。
１．３　 软件内部构件选择与组成

在完成上述设计后，下面将对计算机网络应用

软件开发中的软件内部构件组成与选择进行研究。
为了确保内部构件满足计算机网络应用软件的开发

需求，需要在研究中引进“生产线”理念，明确规划后

的构建模型与完善的软件体系结构对于软件开发的

重要性，因此，要在开发中进行程序架构的设计与维

护，即对软件进行“粗粒度”的维护。 目前，市场上比

较经典的软件架构包括顺向逻辑软件、复用软件，后
者是现在较为常用的软件体系结构。 在复用软件结

构中，可以将每个体系构成作为一个对接口，通过此

接口与外部的交互，进行服务信息的请求，相比常规

的黑盒式服务软件，此种构架模式具有更强的独立性

与抽象性，可以满足不同终端用户对于软件功能的个

性化需求。 综合上述分析，对软件构件模型与软件体

系结构进行描述，结构示意图如图 ３ 所示。

代码构件

领域实现领域设计领域分析

可复用构建

现存系统

领域需要
领域涉及模型领域分析

构件库

领域工程

图 ３　 构件模型与软件体系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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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图 ３ 给出的结构进行软件体系结构的设

计，在设计过程中应注意的是，不同的构件与软件适

配存在唯一性，即设计的软件只能在预设的空间中

应用，一旦发生前端硬件的拓展，极有可能存在软件

不适配的问题。 因此，也可以将此构件模式称之为

“构件－架构”模式。 为了确保软件功能的完善性，
可在进一步的设计中，引进高阶抽象理念、即 Ａｇｅｎｔ
理念，基于此理念将不同层次上的构件体系进行连

接，可以确保基础架构与模型架构在应用中保持同

步性。 在进行应用程序交付时，可通过对用户需求

的集中分析，进行不同领域中构件代码的编译，并在

编译后，将所有与之相关的构件导入一个标准的构

件库中，确保代码格式标准后，即可实现对计算机网

络应用软件的交付。 此外，可在交付前，根据软件开

发需求，进行应用软件的试运行与调试，确保软件功

能无误后，即可执行交付。 综上所述，完成基于大数

据技术的软件开发设计。

２　 对比实验

本文在结合大数据技术的基础上，提出一种全

新的软件开发方式，其界面如图 ４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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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软件开发界面

Ｆｉｇ． ４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

　 　 为了进一步验证设计方法在实际中的应用效

果，选择将本文方法与传统的基于安全技术的开发

方式进行实验对比，实验对象为：同一计算机应用功

能需求软件的开发。 为了方便论述，将本文方法设

置为实验组，将文献［５］方法作为对照组，做了如下

对比实验：
为了实现对 ２ 种软件开发方式的验证，选择将

开发时的运行效率作为评价指标，针对实验组与对

照组在实验过程中每秒处理的请求数量作为评价量

化结果。 为了确保实验结果的客观性，２ 种开发方

式下所需的开发条件均相同。 选择将某一软件的开

发程序编写作为实验用例，分别利用实验组和对照

组这 ２ 种开发方式对该实验用例进行开发。 在该实

验用例中，包含了对项目内容的配置、对视图的渲染

以及文件缓冲和程序创建等内容。 在实验过程中，
引入黑盒测试模式，在确保 ２ 种开发方式正常运行

的情况下，对 ５ 种不同操作任务下每秒处理的请求

数量进行记录。 其中，操作任务分别为：直接对开发

程序编写文件进行访问（任务 １）；直接对视图模块

进行访问（任务 ２）；对模块、操作和参数进行访问

（任务 ３）；正常模式下对软件参数进行设置（任务

４）；对多组参数同时设置（任务 ５）。 在实验组与对

照组均完成上述 ５ 个操作任务后，将实验结果进行

记录，并绘制成表 １。
表 １　 实验组与对照组实验结果对比表

Ｔａｂ． １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ｇｒｏｕｐ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ｇｒｏｕｐ

操作任务
实验组每秒处理请求

数量 ／ （个·ｓ－１）

对照组每秒处理

请求数量 ／ （个·ｓ－１）

任务 １ １ ５２６ ６２５

任务 ２ １ ５２３ ７２４

任务 ３ １ ０５９ ４３２

任务 ４ １ ６２５ ４３５

任务 ５ １ ４２５ ２３８

　 　 从表 １ 得出的实验数据可以看出，在完成 ５ 项

操作任务后，实验组每秒处理请求的数量明显多于

对照组，同时在实验过程中发现，实验组总共完成的

请求超过 １０ ０００ 个，而对照组总共完成的请求小于

２ ５００ 个，对照组软件开发明显不具备优势条件。 因

此，通过本文上述实验得出的结果能够证明，在确保

最终计算机网络应用软件的开发质量均符合标准的

情况下，引入大数据技术后可以提升软件开发的运

行效率，并且能够充分满足开发者的设计需要，为计

算机网络应用软件在市场当中的竞争实力提升提供

条件。

３　 结束语

本文在引入大数据技术后，从 ３ 个方面对计算

机网络应用软件的开发进行了详细的设计，并在传

统软件开发方式应用效果的基础上，增加了每秒处

理请求数量，从而使得软件开发的效率得到了进一

步提升。 在今后的研究当中，还将进一步细化计算

机网络应用软件的类别，针对嵌入式软件的开发和

应用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从而确保开发的软件中

的各个构件和运行功能能够满足软件使用用户的需

要，以期为提升软件开发效率提供一定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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