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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重点探讨深度计算评估模型的算法设计原理，从模型构建与程序开发两方面做出研究，结合大数据

学习特征，探讨计算评估模型建立的主体方向。并以具体算法应用为例，对设计构建内容进行整理，帮助提升大数据环

境下的信息资源更新获取效率，为深度计算评估模型算法应用提供技术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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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algorithm design principle of the depth computation and evaluation model,and 
studies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computation evaluation model and program development,and discusses the main direction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depth computation evaluation model combining with big data feature learning.Taking the application 
of the specific algorithm as an example,the paper explores the content of design and construction,and helps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parameter acquisition in the big data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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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Introduction)
大数据分析环境下，计算机软件程序所面对的信息处理

任务量较大，数据处理面向信息更新所开展，但在一些软件

使用中也需要对历史参数进行保留，用于接下来的软件自我

检测维护。实现参数自我保留功能，需要在原有的历史数据

模型基础上，对数据进行更新计算，增量性数据分析计算模

型是当前比较常用的一种方法[1]。应用增量深度计算模型，

能够在原有数据库基础上自动构建出新的数据库，并对内部

信息进行编码补充，这一系列任务均在网络环境中自动完

成。同时增量式数据处理模型也能够适应大数据网络环境下

的信息获取特征，在资源获取，以及请求对接方面更具有实

效性，更新后的数据资源库，在信息自动获取方面并不会产

生冲突，而是能够以一种融合的方法共同存在处在应用软件

中。当程序软件使用中需要对历史数据与更新后的数据进行

调动时，内部数据库则会自动做出匹配，将所需数据通过传

输局要发送至程序控制中心，常规状态下历史数据与更新后

的数据是相互独立保存的，由此可见该用方法具有极强的信

息审核时效性，应用在大数据分析环境下对模型自动更新，

以及数据信息自动检索都有极大的帮助。

2  大数据特征学习中的增量式计算模型基础构建
    (The basic construction of incremental computation
     model in big data feature learning)
2.1   增量式计算评估模型中的参数更新

大数据特征学习环境下开展深度计算评估模型建立，首

先需要对参数更新部分进行设计。增量式计算评估模型中，

采用历史信息保留同时更新新的数据资源模式，在此基础上

所开展的参数更新部分模型设计，需要先对历史保存功能进

行构建[2]。历史数据与更新数据应该存储在两个独立的数据库

中，增量式计算评估模式运行中威保障最高计算速度，数据

库划分结构也要尽可能的简便，通过这种方法来降低检索任

务量。自动编码机的第一层通过编码函数f将输入层数据Ｘ映

射到隐藏层特征h：

h=f(x)=sf(w
(1)x+b(1))

计算公式中Sf为一个非线性激活函数，常用的激活函数为

Sigmoid函数，即f(z)＝1/(1+e-z)。第二层通过解码画数将隐

藏层特征h映射到网络的实际输出z:

z=g(h)=Sg(w
(2)h+b(2))

大数据环境下，信息更新可以自动完成，在网络环境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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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计算所需要的参数资源，通过大数据运算方法来将其融

合到评估模型的结构层次中。大数据处理中结构更新如图1

所示。

 

图1 大数据处理中的信息结构更新模式

Fig.1 Information structure update mode in big

          data processing

参数自动更新可以理解为是一种学习能力，为提升深度

计算评估效率，在模型构建中采用特征提取的方法来对参数

进行更新[3]。在系统结构内部会自动整理出所需要更新部分信

息的特征，与网络环境下所获取的数据信息进行对比，特征

保持一致后则会自动更新检索，这一方法不仅能够快速定位

所需要更新的范围，也能提升更新后的数据精准度。实现数

据更新环境下的网络资源与内部数据库之间的高度融合。

2.2   增量式计算评估模型中的结构更新
结构更新需要在网络平台下自动检索更新补丁，对原有

结构中存在的漏洞进行修补，增量式深度计算评估模式中对

于结构的更新，是基于环境威胁分析基础上所构建的。对应

用软件程序所处运行环境中存在的风险做出评估，将风险类

型与内部结构做出对比，从而判断出当前结构是否能够满足

大数据环境下的信息更新要求。一旦结构中存在风险隐患，

则会作为接下来补丁检索更新的依据，通过风险控制来实现

结构构建。对于深度计算模型的每一层而言，假设输入层和

隐藏层分别具有I1·I2·…·In和J1·J2·…·JN的计算特征。

当同一系统结构多次使用，可能会出现数据分析计算速度下

降的问题，此时必须要进行自动结构检索更新，更新设计后

的结构能够适应数据深度挖掘需求，原有结构中所存在的数

据计算分析速度下降问题也将得到解决。增量式深度数据计

算评估模型中，同样采用保留技术结构同时更新组成方法的

模式，为避免冗余结构影响到系统运行速度，在自动更新检

索中也会对冗余部分进行删除处理，确保完成自动更新后的

软件结构形式是最优化合理的。

2.3   实现增量更新的计算模型构建
数据更新与结构更新实现后需要对深度计算评估模型

进行构建，实现深度计算功能的模型构建中主要从两方面进

行。首先是预训练，预训练是对结构，以及参数更新算法的

确定，确定所需要保留的基本信息，在此基础上来对每个模

块中所要更新的内容进行自动编码，形成增量式的高阶编码

更新形式。

1/[(1-p1-p2-p3)+p1/t1+p2/t2+p3/t3]=W

其中，W等于综合算法大数据分析模型结果、基础模型，以

及所需要更新的各个结构层次均得到确定后，深度评估计算

模型建立也能在此基础上高效开展。其次是微调，微调则是

针对基础训练模拟中所存在的漏洞部分进行调整，将计算模

型调整成为最适合大数据分析特征的形式，通过这种方法才

能够在网络环境下高校获取信息，将其更新并进入到自动对

接环节中[4]。微调过程中会对数据进行标签确定，每一项参数

均独立的编号，这样便不会影响到最终的深度计算分析、数

据微调，以及标签调整对最终参数获取都有极大的影响。深

度计算分析模型设计中还需要将数据资源整合，在结构内实

现数据模型对比堆叠，从而实现分析模块向总设计系统中的

融合。参数更新是一个比较笼统的概念，微调则是对最终数

据获取精准度的保障，微调是在预训练基础上所开展的，两项

功能连续开展可以将深度评估计算消耗的时间降至最低。

3   深度计算评估模型算法设计中的数据安全控制措
    施(Data security control measures in the design
   of the depth computation evaluation model
      algorithm)
3.1   同态加密设计构建

由于大数据特征学习环境下所进行的深度计算评估，建

立在网络环境下开展，因此在更新参数，以及结构期间也可

能会产生一部分网络安全威胁。如果在参数更新过程中对于

带有风险的数据不能有效隔离控制，可能会影响到深度计算

评估过程中的安全性，造成数据丢失或者计算评估软件瘫痪

等问题。为预防网络风险，在开展数据深度计算评估任务期

间，会进行同态加密结构构建设计，随着参数更新实时对数

据进行加密保护，确保所下载更新的信息在安全性上可以达

到防护标准。大数据这种，采用了DDPCM一维压缩，压缩比

为8∶1，压缩标志2b01;Tile2压缩失败采用原始格式存储，

压缩标志2b00;Tile3采用了DDPCM的自适应压缩压缩比

为5.3∶1，压缩标志2b10;Tile4采用了DO压缩格式存储，

压缩比为4∶1，数据按照这一比例压缩，进入到更高效的状

态中。同态加密设计体现出数据更新的时效性，能够随着参

数信息产生零间隔进行加密，经过加密，以及风险预防控制

的信息进入到深度计算环节内，也能够更高效地进行数据转

换，安全加密结构如图2所示。

 

图2 安全加密结构

Fig.2 Secure encryption structure

通过安全加密结构避免风险隐患造成分析运算系统瘫

痪的问题，大数据特征学习环境下首先需要保障数据更新时

间，因此同态加密设计中应该重点从同等时间内提升安全性

层面来进行。大数据分析与传统控制方法在最终目的上是一

致，但深度计算分析过程却有很大区别，开展同态加密设计

中需要体现出这一不同，能够面向不同数据分析环境来开展

基础功能层构建。

3.2   同态加密算法应用
由于大数据特征学习环境下所进行的深度计算评估建

立在网络环境下开展，因此在更新参数和结构期间也可能会

产生一部分网络安全威胁，选择适合高阶反向传播算法的同

态加密方案，由于高阶反向传播算法在求解深度计算模型过

程中，需要同时用到多次连乘操作和多次连续加法操作，因

此必须选择全同态方案对高阶反向传播算法进行加密。如果

在参数更新过程中对于带有风险的数据不能有效隔离控制，

可能会影响到深度计算评估过程中的安全性，造成数据丢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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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计算评估软件瘫痪等问题。为预防网络风险，在开展数

据深度计算评估任务期间，会进行同态加密结构构建设计，

随着参数更新实时对数据进行加密保护，确保所下载更新的

信息在安全性上可以达到防护标准。在对数据进行压缩时，

按照8×8的Tile进行压缩，原始数据8×8×32bit=2048bit，

DDPCM的压缩后数据:32+32+32+61×2=218bit，由于外

部DDＲ存储器带宽一般是2的整数幂，设计上采用128bit总

线传输，所以DDPCM的压缩后数据占用的实际带宽需求为

256bit，实际的DDPCM压缩率为8∶1。同态加密设计体现

出数据更新的时效性，能够随着参数信息产生零间隔进行加

密，经过加密和风险预防控制的信息进入到深度计算环节

内，也能够更高效地进行数据转换。从而避免风险隐患造成

分析运算系统瘫痪的问题，大数据特征学习环境下数据更新

时间是首先需要保障的，因此同态加密设计中应该重点从同

等时间内提升安全性层面来进行。大数据分析与传统控制方

法在最终目的上是一致，但深度计算分析过程却有很大区

别，开展同态加密设计中需要体现出这一不同，能够面向不

同数据分析环境来开展基础功能层构建。

3.3   基于同态加密的计算评估算法设计
同态加密与深度计算评估算法相结合，所构建的基础

模型不仅具有大数据环境下学习能力，也能够实现模型与数

据间的融合，提升深度计算评估软件的适应能力。随着深度

计算评估任务进行来开展同态加密，对数据的评估和分析是

在双重指标引导下共同进行的，尤其是在加密过程中对数据

深度挖掘速度的提升，充分运用模糊数据处理模式来提升

速度。可以采用一种高级安全的反向传播算法模式来构建模

型，反向传播对数据安全审核是双重进行的，单向传播并且

进入到控制系统内发现存在风险威胁时，会将就威胁的信息

再次返回到获取模块中进行风险评估判断，确保绝对安全后

信息处理任务才能够得以进行。高阶反向传播算法包括连续

加法和连续乘法操作，因此需要采用全同态加密算法对数据

进行加密，保证云端在密文上操作的正确性。确定大数据学

习特征下参数风险来源，结构和数据自动更新检索设计中也

能进行规避，开展更为高效的数据分析处理任务。计算评估

算法的软件程序汇编与硬件结构组成需要保持一致，通过这

种方法来达到强化效果，从而确保最终的管理控制任务能够

安全高效开展。

3.4   云端数据高效获取模型
云端数据获取能够扩大大数据计算评估模型中信息更新

的范围，云端信息处理量十分大，自动更新检索期间需要保

证在单位时间内数据处理任务量，可以与云端获取量保持一

致。提出云端安全深度计算模型，将加密后的数据安全的推

送到云端，利用云端强大的计算能力，通过安全高阶反向传

播算法在密文上进行操作，高效训练深度计算模型的参数。

云端大数据获取和分析检索任务进行过程中，通过优化信息

数据获取模式来提升资源可靠性。在设计基础模型和软件程

序中，采用双系统程序设计方法来完成，通过这种方法来提

升软件使用功能稳定性，能够同时在不同环境下对数据进行

检索和更新获取。云端环境中分析是面对海量数据资源所进

行的，基于特征进行数据资源提取时，也可以首先判断数据

特征获取范围，确定宏观或许范围后，再进行围观的特征调

整，从而达到大数据信息资源获取效率提升目标，云端环境

下深度计算评估结构构建如图3所示。

 

图3 大数据运算环境下安全评估结构

Fig.3 Safety assessment structure in big data operation

       environment

采用安全加法操作计算原理来进行结构优化，只对通过

系统安全验证的参数进行叠加处理，这样才能够保证最终的

安全处理速度。安全加法计算所建立的模型对于安全性与风

险性区分十分明确，但在面向加法操作过程中开展的数据来

源确定分析，还需要对网络数据获取环境进一步确定。只有

了解环境中所存在的信息安全威胁，开展基础模型建立中，

对于结构安全确定才能更加合理。将加密后的数据推送到云

端，云端在密文上执行安全高阶反向传播算法，训练深度计

算模型参数，获得参数的密文，然后将密文发送回客户端。

计算方法应用时，也可以根据所叠加的基础结构特征来进行数

据安全检索，体现出环境信息安全威胁在结构中的优化控制。

4   结论(Conclusion)
深度学习模型在大数据特征学习方面依然存在许多关

键的科学问题。本文围绕着大数据的本质特征，深入研究了

面向大数据特征学习的深度计算模型，提出了一系列针对大

数据特征学习的深度计算模型算法。深度学习工作在向量空

间，仅适合学习单一类型数据的特征，无法有效的学习异构

数据的特征。如何扩展深度学习模型，有效挖掘异构数据的

特征，是面向大数据特征学习首要解决的科学问题。针对大

数据的异构性，研究了基于张量数据的深度计算模型，从而

实现如何将深度学习模型从向量空间扩展到张量空间，设计

面向异构数据特征学习的深度计算模型，学习异构数据的特

征。设计张量空间中的反向传播算法，训练深度计算模型的

参数。研究张量空间的距离度量方式，将张量距离引入深

度计算模型的误差函数，捕捉异构数据在张量空间的分布特

征。理论分析表明深度学习模型是深度计算模型的特例，深

度计算模型则是深度学习模型在高阶空间的扩展与泛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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