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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国家开放大学教务管理系统为例，以减少数据资源获取的时间开销以及提高数据质量作为目标，提出了一

种基于本体ＫＮＮ的分布式缓存数据交换策略，用于解决分 布 式 系 统 在 不 同 节 点 之 间 进 行 数 据 交 换 时 产 生 的 性 能 优

化问题。仿真实验结果表明，该策略具有较为出色的优化访问性能，可以实现数据交换过程的进一步优 化，进 而 提 升

系统的整体性能，具有一定的实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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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许多大型信息系统的业务数据量随着业务的发展

呈现急剧增长的趋势，但是当前的网络带宽以及ＩＴ基础设施

的建设无法跟上，这导致在多个环节降低了系统的综合工作

效能，比如在数据交换 环 节，主 要 的 现 象 有：数 据 交 换 效 率 较

低，通信两端业务操作 速 度 缓 慢，出 现 通 信 安 全 等 问 题，数 据

交换的性能 成 为 了 影 响 系 统 整 体 性 能 的 主 要 瓶 颈 之 一。因

此，建立通用的、快速而 安 全 的、高 效 而 可 靠 的 数 据 交 换 机 制

是确保当前分布式系统之间有效集成和高效互操作的关键问

题。目前分布式缓存技术［１］已经广泛应用于大型信息系统的

建设中。本文以国家开 放 大 学 教 务 管 理 系 统 为 例，对 分 布 式

系统中数据交换和系统集成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以数据资

源获取的时间、开销成本以及数据质量作为目标，设计出基于

本体的ＫＮＮ（Ｋ最邻近结点算法）匹配算法，提出一种基于分

布式缓存技术的数据交换过程优化策略，使现有分布式系统

的集成和互操作等工作变得更加容易与高效，为分布式应用

系统中跨平台通信技术的应用提供了可参考的解决方案。

１　应用场景

国家开放大学 教 务 管 理 系 统 的 场 景 分 布 结 构 如 图１所

示。图中的节点分别代表了中央、地方和分校三级管理平台，

通过Ｉｎｔｅｒｎｅｔ实现互 连，每 个 节 点 上 都 部 署 了 各 自 的 业 务 系

统，各级平台中的数据既有独立性又有相关性。

图１　国家开放大学教务管理系统分布结构图

其中，中央平台的数据库不仅具有本平台自己的数据，同

时还是各省平台数据的全集；各省平台的数据库不仅具有本

平台自己的数据，同时还有一些全国电大公有的数据，是中央

平台数据库的子集。省平台和中央平台之间要进行频繁的数

据交换以完成特定的教务任务，例如每年各省都要将各自的

学生选课数据传输到中央，中央进行汇总，然后根据学生所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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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分制定收费信息再 下 发 到 各 省。在 这 个 过 程 中，系 统 中 各

平台之间的数据交换非常频繁，数据的交换量很大，且对数据

交换的实时性要求较 高。为 了 满 足 这 些 要 求，本 文 基 于 分 布

式缓存技术设计了数据交换方案。

２　分布式缓存数据交换方案的设计

分布式系统间的数据交换是指不同计算机应用系统之间

相互发送与传递有意义、有价值的数据［２］，其核心问题是通信

的方式和信息的标准 化。对 于 端 到 端 的 数 据 交 换 来 说，端 操

作的效率会直接影响数据交换的效率，如今以效率为首位的

现实世界中，涌现出很多提高端操作效率的技术，比如现在已

经在ＩＴ行业中得到广 泛 应 用 的 分 布 式 缓 存 技 术。分 布 式 缓

存由一个服务端实现管理和控制，有多个客户端节点存储数

据，可以进一步提高数 据 的 读 取 速 率。常 用 的 分 布 式 缓 存 策

略一般采用一致性哈 希 算 法 来 实 现［３］，确 定 数 据 的 存 储 和 读

取节点。以数据Ｄ和节点总个数Ｎ 为基础，通过一致性哈希

算法计算出数据Ｄ对应的哈希值（相当于门牌号），根据这 个

哈希值就可以找到对应的节点了。一致性哈希算法的好处在

于节点个数发生变化（减 少 或 增 加）时 无 需 重 新 计 算 哈 希 值，

可保证数据储存或读取时可以正确、快速地找到对应的节点。

２．１　方案设计

在教务管理系统中，通 常 会 用 到 数 据 库 服 务 器。由 于 数

据库服务器与业务服务器的距离较远，在系统运行的过程中，

数据库的访问通常会成为整个系统性能的瓶颈。数据库每次

和服务器之间的数据传输都需要将数据放在网络上进行序列

化与反序列化。在这个 过 程 中，网 络 数 据 交 换 的 代 价 是 不 能

忽略的，而且数据库很难像 Ｗｅｂ服务器或应用服务器那样通

过集群轻松地提高可伸缩性。因此需要利用分布式缓存技术

将应用程序与数据库的距离拉近，将大量的数据拉到应用程

序层，这样大部分的访 问 在 应 用 程 序 层 就 被 拦 截 掉 了。在 访

问经常使用的数据时，缓存技术能够呈数量级地减少潜在的

访问时间。这样的结果 不 仅 大 大 提 高 了 应 用 程 序 的 速 度，也

减轻了数据库服务器的负载，使数据库服务器将时间集中在

业务处理上，从而大大提高数据库服务器的访问性能。

该本方案中，系统采用主从式进行网络结构的构建，即网

络节点中存在一个主节点负责处理收到的请求并同时负责任

务的调度分配，从节点负责数据的交换，各个节点中应用分布

式缓存技术，将符合传输条件的所有数据一次性保存在缓存

服务器中［４］。这样，应用程序在需要数据的时候，所面对的是

缓存，方案如图２所示。

图２　基于分布式数据缓存技术的数据交换方案

　　一次数据交换的流程为：

１）客户向 Ｗｅｂ服务器发出数据交换请求。

２）Ｗｅｂ服务器将请求交与应用服务器处理（主节点）。

３）应用服务器根据用户所选择的传输条件查询缓存是否

有相应的数据，如果缓 存 未 命 中，则 从 数 据 库 服 务 器 中 获 取，

将数据存入缓存服务器中。

４）待数据获取完成 后，主 节 点 根 据 各 个 从 节 点 的 负 载 情

况进行任务分配。

５）被分配到任务的 从 节 点 根 据 任 务 标 识，从 缓 存 服 务 器

中取得数据。

６）从节点根据所使 用 的 传 输 技 术（比 如 Ｗｅｂ服 务 技 术）

将数据编码成本地格式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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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从节点通过Ｉｎｔｅｒｎｅｔ传输数据。

８）数据接收端应用服务器（主节点）负责接收每批数据。

９）接收端应用服务器根据从节点的负载情况进行任务分

配。

１０）被分配到任务的从节点对收到的数据进行解码。

１１）从节点将解码后 的 数 据 通 过 数 据 库 连 接 池 存 储 在 临

时表中。

１２）接着通过连接池调用存储过程。

１３）存储过程从临时表获取数据，然后完成数据的筛选和

入库操作。

１４）操作完成 后，通 过 主 节 点 向 发 送 方 发 送 传 输 成 功 标

识，发送方在收到传输成功标识后记录完成传输的批数，同时

自动传输下一批；如果 未 收 到 传 输 成 功 标 识，视 为 传 输 失 败，

记录失败断点，下次从断点处重传。

２．２　基于本体的ＫＮＮ匹配算法

该方案仍然存在数据 交 换 的 瓶 颈 问 题，主 要 压 力 来 自 于

主节点。如果网络出现 拥 塞 或 主 节 点 出 现 负 载 过 重 的 情 况，

就会使得从节点收到来自主节点的信息的速度变慢，在影响

整个数据交换的同时也使得从节点服务器ＣＰＵ闲置率较高，

同时会影响服务器处 理 其 他 用 户 的 请 求。因 此，本 文 结 合 本

体技术设计 基 于 ＫＮＮ的 匹 配 算 法［５］来 提 高 数 据 交 换 的 效

率。

首先，根据节点 的 信 息，比 如 节 点 名 称、节 点 标 识、ＩＰ地

址、ＭＡＣ地址、操作系统 版 本、业 务 索 引 信 息 等，利 用 本 体 技

术对这些信息进行组织并建立本体模型。模型的建立同样要

用到项目（数据交换请 求）本 身 的 语 义 信 息，各 种 应 用 环 境 中

的项目具有的属性不 尽 相 同。但 是，不 管 提 供 的 是 何 种 类 型

的属性，在将各类属性进行符号化之后，都可以用向量模型的

方式进行表示：

ｔｉ＝（ｆｉ１，ｆｉ２，ｆｉ３，…，ｆｉｎ） （１）

这样，在分布 式 环 境 下，可 以 有 效 地 组 织 缓 存 节 点 的 信

息，细化从节点的用户群体，可以提供更具有专指性的匹配和

检索服务，使得在分布式环境下数据交换的过程更加高效与

合理。本系统采用分布式本体集成框架下虚拟本体构建方法

进行节点本 体 信 息 的 构 建［６］，基 于 ＫＮＮ算 法 从 用 户（源 节

点）方面来预测目标用户（目 的 节 点）对 目 标 项 目（数 据 交 换）

的评分值。

首先利用节点间的整 体 相 似 性，选 择 与 目 标 节 点 相 似 性

最大的Ｋ个潜在节点 作 为 其 Ｋ－近 邻，然 后 根 据 这Ｋ 个 邻 居

节点对数据交换过程的评分来预测目的节点对数据交换请求

项目的评分：

ｒｕｉｊ＝ｒ
－
ｉ＋

∑
ｋ∈ＫＮＮ（ｉ）

Ｓｉｍｕ（ｉ，ｋ）×（ｒｋｊ－ｒ
－
ｋ）

∑
ｋ∈ＫＮＮ（ｉ）

Ｓｉｍｕ（ｉ，ｋ）
（２）

其中，ｒｕｉｊ表示采用基于 节 点 的 协 同 过 滤 得 到 的 节 点ｉ对 数 据

交换请求项目ｊ的预测评分值，Ｓｉｍｕ（ｉ，ｋ）表 示 节 点ｉ和 节 点

ｋ之间的整体相似性，ＫＮＮ（ｉ）表示节 点ｉ的Ｋ－近 邻 集，其 它

参数同前。融合了节点 本 体 语 义 信 息 的 协 同 过 滤 算 法，缓 和

了传统基于用户的协同过滤算法中的数据稀疏性问题。

其中，ｆ为表示数据交换请求项目ｉ的语义向量模型的ｊ
个属性，ｎ为数据 交 换 请 求 项 目 语 义 向 量 模 型 包 含 的 属 性 个

数。例如：在业务报送系 统 中，信 息 的 属 性 包 括 组 织 机 构、关

键词、人物、业务编号、责任者和时间等，形成数据交换的语义

向量。

最后，按照各数据交换 请 求 项 目 语 义 属 性 的 重 要 性 为 其

分配适当的权重，采用线性加权合并的方法计算数据交换请

求项目间的语义相似性：

Ｓｉｍｓｔ（ｉ，ｊ）＝
∑
ｎ

ｋ＝１
ｗｋ′×Ｓｉｍｋ′（ｉ，ｊ）

∑
ｎ

ｋ＝１
ｗｋ′

（３）

其中，Ｓｉｍｓｔ（ｉ，ｊ）表示数据交 换 请 求 项 目ｉ和ｊ在 语 义 内 容 上

的相似性，Ｓｉｍｋ′（ｉ，ｊ）表示项目ｉ和ｊ在第ｋ个属性上的相似

性，ｗｋ′为第ｋ个数据交换请求项目语义属性的重要性权重，ｎ
为数据交换请 求 项 目 语 义 向 量 模 型 中 包 含 的 语 义 属 性 的 个

数。

基于本体的ＫＮＮ匹配算法的流程如下。

Ｓｔｅｐ１　准 备 数 据，引 入 本 体 信 息（ＲＤＦ三 元 组）及 规 则，对 数 据 进 行

预处理。

Ｓｔｅｐ２　选用合适的数据结构存储训练数据和测试元组。

Ｓｔｅｐ３　设定一个本体间的初始关联程度，定义为ｋ。

Ｓｔｅｐ４　然后维护一个大小为ｋ的按距离由大到小的优先级队列，用

于存储最近邻训练元组。随机从训练元组中选取ｋ个元组作

为初始的最近邻元组，分 别 计 算 测 试 元 组 到 这ｋ个 元 组 的 距

离，将训练元组标号和距离存入优先级队列。

Ｓｔｅｐ５　遍历训练元组集，计算当前训练元组与测试元组的距离，将所

得距离Ｌ与优先级队列中的最大距离Ｌｍａｘ进行比较。若Ｌ≥

Ｌｍａｘ，则舍弃该元组，遍 历 下 一 个 元 组；若Ｌ＜Ｌｍａｘ，则 删 除 优

先级队列中最大距离 的 元 组，将 当 前 训 练 元 组 存 入 优 先 级 队

列。

Ｓｔｅｐ６　删除同一类别的元组，减少访问次数。

Ｓｔｅｐ７　遍历完毕，计算优先级队列中ｋ个元组的多数类，并将其作为

测试元组的类别。

Ｓｔｅｐ８　测试元组集测试完毕后，计算误差率，继续设定不同的ｋ值重

新进行训练，最后取误差率最小的ｋ值。

Ｓｔｅｐ９　找到最佳的匹配节点。

３　方案的实现及性能分析

３．１　方案的实现

方案中共有两种类型 的 节 点，分 别 为 承 担 主 控 功 能 的 管

理节点和负责数据交换的计算节点。在这两种类型的节点相

互协调工作时，各节点间涉及到通信的问题，同时管理节点在

进行任务分配时需要获得各从节点的状态，包括网络连接状

态、机器运行信息和 负 载 信 息 等。节 点 间 采 用ＪＧｒｏｕｐｓ进 行

通信。ＪＧｒｏｕｐｓ是一 个 用 于 建 立 可 靠 的 组 播 通 信 的 工 具 包。

以下是本文中应用ＪＧｒｏｕｐｓ进行通信的关键代码。

ＪＣｈａｎｎｅｌ　ｃｈａｎｎｅｌ＝ｎｅｗ　ＪＣｈａｎｎｅｌ（）；／／创建ｃｈａｎｎｅｌ

ＭｅｓｓａｇｅＤｉｓｐａｔｃｈｅｒ　ｄｉｓｐａｔｃｈｅｒ＝ｎｅｗ　ＭｅｓｓａｇｅＤｉｓｐａｔｃｈｅｒ（ｃｈａｎｎｅｌ，

ｎｕｌｌ，ｎｕｌｌ）

ｎｅｗ　ＲｅｑｕｅｓｔＨａｎｄｌｅｒ（）｛／／同步接收并处理消息

ｐｕｂｌｉｃ　Ｏｂｊｅｃｔ　ｈａｎｄｌｅ（Ｍｅｓｓａｇｅ　ｍｓｇ）｛

处理代码；

／／引入ＫＮＮ节点匹配算法

ｍａｔｃｈＫＮＮ（ｓｏｕｒｃｅＩＰ，ＴａｒｇｅｔＩＰ，ｃｈａｎｎｅｌ，ｓｅｅｓｉｏｎ）；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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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ｈａｎｎｅｌ．ｃｏｎｎｅｃｔ（"ＤａｔａＴｒａｎｓｆｅｒ"）；／／连接到名为ＤａｔａＴｒａｎｓｆｅｒ的集群

／／发送消息

ＲｓｐＬｉｓｔ　ｒｌ＝ｄｉｓｐａｔｃｈｅｒ．ｃａｓｔＭｅｓｓａｇｅ（ｎｕｌｌ，ｍｓｇ，ＧｒｏｕｐＲｅｑｕｅｓｔ．ＧＥＴ＿

ＮＯＮＥ，０）；

从节点发送的消息格式为：［本机ｉｐ　＆ 发 送 目 的 标 识 ＆
批数 ＆成功标识］，其 中 发 送 目 的 标 识 为１代 表 返 回 消 息，２
代表发送消息，成功标识为ｃ１代 表 发 送 成 功，ｃ２代 表 发 送 失

败，批数为数据交换的批号；主节点发送的消息格式为：［本机

ｉｐ　＆发送目的标识 ＆批数 ＆ 目的 从 机ｉｐ］，其 中，发 送 目 的

标识为ｚ１表示发送消息。

３．２　性能分析

数据交换客户端和服务器端的所有服务器均处于各自的

同一局域网 内。测 试 数 据 中 客 户 端 数 据 库 的 本 地 数 据 量 为

７８万条，服务器端 数 据 库 本 地 数 据 量 为６３０万 条，数 据 交 换

量为１６万条。

在局部网环境下，使用５台 服 务 器 搭 建 分 布 式 缓 存 测 试

环境，并通过 ＶＭＷＡＲＥ软 件 进 行 虚 拟 节 点 的 安 装 与 配 置，

各个虚拟节点采用桥接的模式通过服务器桥接到局域网环境

中。

实验分别采用３种方案：

方案１　原系统所采用的数据交换方案。

方案２　采用一致哈希算法分布式缓存方案。

方案３　采用基于 本 体 的ＫＮＮ算 法 改 进 的 分 布 式 缓 存

数据交换方案。

具体实验配置见表１。

表１　实验配置

实验 节点数 仿真次数

１　 １０　 １０
２　 １００　 １０

在两个实验中，３个 方 案 各 运 行１０次，每 次 的 数 据 都 经

过校验，确认传输完整且成功，然后计算每个方案数据交换的

实际时间的平 均 值。数 据 交 换 方 案 的 测 试 结 果 如 图３、图４
所示。

由图３、图４可知，在 节 点 数 较 少 的 情 况 下，方 案２与 方

案３相差不大，随着节点数的增多，方案３在用时方面略大于

方案２。排除网络 及 测 试 误 差 等 因 素 后，本 文 提 出 的 基 于 本

体ＫＮＮ的分布式缓存数据交换策略能够提升系统的数 据 交

换效能，具有一定的实用价值。

图３　实验１数据交换方案的测试结果

图４　实验２数据交换方案的测试结果

结束语　本文以国家 开 放 大 学 教 务 管 理 系 统 为 例，以 数

据资源获取的时间开销，以及数据质量作为目标，设计了基于

本体ＫＮＮ的分布式缓存数据交换策略能。仿真实 验 结 果 表

明，该策略可以进一步优化数据交换过程，进而提升系统的整

体性能，具有一定的实用价值。

参 考 文 献

［１］ 秦秀磊，张文博，魏峻，等．云计算环境下分布式缓存技术的现状

与挑战［Ｊ］．软件学报，２０１３，２４（１）：５０－６６
［２］ 罗军，陈席林，李文 生．高 效 Ｋｅｙ－Ｖａｌｕｅ持 久 化 缓 存 系 统 的 实 现

［Ｊ］．计算机工程，２０１４，４０（３）：３３－３８

［３］ 奉国和，吴敬学．ＫＮＮ分类算 法 改 进 研 究 进 展［Ｊ］．图 书 情 报 工

作，２０１２，５６（２１）：９７－１００

［４］ Ｍｉｎ　Ｊｕｎ－ｋｉ，Ｌｅｅ　Ｍ　Ｙ．ＤＩＣＥ：Ａｎ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Ｑｕｅｒｙ　Ｒｅｓｕｌｔ　Ｃａｃｈｅ

ｆｏｒ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　Ｓｔｏｒａｇｅ　Ｓｙｓｔｅｍ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０，２５（５）：９３３－９４４

［５］ 胡丽聪，徐雅静，徐惠民．基于 动 态 反 馈 的 一 致 性 哈 希 负 载 均 衡

算法［Ｊ］．微电子学与计算机，２０１２，２９（１）：１７７－１８０

［６］ 王立，邸瑞华．分布式本体集成框架下虚拟本体集合动态生成算

法［Ｊ］．计算机工程与设计，２０１０，３１（２４）：５１８３－５１８６

（上接第３０７页）
［１７］Ｅｆｅ　Ｋ．Ｔｈｅ　Ｃｒｏｓｓｅｄ　ｃｕｂｅ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　ｆｏｒ　ｐａｒａｌｌｅｌ　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

［Ｊ］．ＩＥＥＥ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Ｐａｒａｌｌｅｌ　ａｎｄ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　ｓｙｓｔｅｍｓ，

１９９８，３（５）：５１３－５２３
［１８］Ｈｗａｎｇ，Ｂｒｉｇｇｓ　Ｆ　Ａ．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Ｐａｒａｌｌｅｌ　ｐｒｏｃｅｓ－

ｓｉｎｇ［Ｍ］．ＭｃＧｒａｗＨｉｌｌ　Ｃｏｌｌｅｇｅ，１９８４
［１９］Ｈｓｕ　Ｌ　Ｈ，Ｌｉｎ　Ｃ　Ｋ．Ｇｒａｐｈ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Ｍ］．Ｎｅｗ　Ｙｏｒｋ：ＣＲＣ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９
［２０］Ｂｈｕｙａｎ　Ｌ　Ｎ，Ａｇｒａｗａｌ　Ｄ　Ｄ．Ｇｒｅｎｅｒａｌｉｚｅｄ　ｈｙｐｅｒｃｕｂｅ　ａｎｄ　ｈｙｐｅｒ－

ｂｕｓ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ｆｏｒ　ａ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ｎｅｔｗｏｒｋ［Ｊ］．ＩＥＥＥ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１９９４，３３（４）：３２３－３３３
［２１］师海忠．正则图连通圈：多种互连网络的统一模型［Ｃ］∥中国 运

筹学会第十届学术交流会论文集．北京，２０１０：２０２－２０８
［２２］师海忠，牛攀峰，马继勇，等．互连网络的向量图模型［Ｊ］．运筹学

学报，２０１１，１５（３）：１１５－１２３

［２３］师海忠，路建波．关于互连网络的几个猜想［Ｊ］．计算机工程与应

用，２００８，４４（３１）：１１２－１１５
［２４］师海忠．互 连 网 络 的 新 模 型：多 部 群 论 模 型［Ｊ］．计 算 机 科 学，

２０１３，４０（９）：２１－２４
［２５］师海忠．几类新的笛卡尔 乘 积 互 连 网 络［Ｊ］．计 算 机 科 学，２０１３，

４０（６Ａ）：２６５－２７０
［２６］Ｓｈｉ　Ｈａｉ－ｚｈｏｎｇ，Ｓｈｉ　Ｙｕｅ．Ａ　ｎｅｗ　ｍｏｄｅｌ　ｆｏｒ　ｉｎｔｅｒ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　ｎｅｔ－

ｗｏｒｋ：ｋ－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ｉｃａｌ　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ｒ－ｌａｙｅｒ　ｇｒａｐｈ　ｎｅｔｗｏｒｋ［ＯＬ］．ｈｔ－

ｔｐ：／／ｖｄｉｓｋ．ｗｅｉｂｏ．ｃｏｍ／ｓ／ｄｌｉＪｙｆｅｒ２－２ｌ
［２７］Ｓｈｉ　Ｈａｉ－ｚｈｏｎｇ，Ｓｈｉ　Ｙｕｅ．Ａ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ｉｃａｌ　ｒｉｎｇ　ｇｒｏｕｐ－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

ｍｏｄｅｌ　ｆｏｒ　ｉｎｔｅｒ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ＯＬ］．ｈｔｔｐ：／／ｖｄｉｓｋ．ｗｅｉｂｏ．

ｃｏｍ／ｓ／ｄｌｉｚＪｙｆｅＢＸ－２Ｊ
［２８］Ｓｈｉ　Ｈａｉ－ｚｈｏｎｇ，Ｙｕｅ　Ｓｈｉ．Ｃｅｌｌ－ｂｒｅａｄｉｎｇ　ｇｒａｐｈ　ｍｏｄｅｌ　ｆｏｒ　ｉｎｔｅｒｃｏｎ－

ｎｅｃｔｉｏｎ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ＯＬ］．ｈｔｔｐ：／／ｖｄｉｓｋ．ｗｅｉｂｏ．ｃｏｍ／ｓ／ｄｌｉｚＪｙ－

ｆｅｓｂ０５ｙ

·９１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