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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神经网络算法的大数据分析方法研究

方  芳
(天津国土资源和房屋职业学院，天津 300270)

摘  要：伴随着我国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我国已经步入了互联网信息时代。大数据作为互联网时代最为核心的

组成部分，具有比较广泛的应用价值。基于此，针对神经网络算法的应用缺陷，本文主要是对大数据和神经网络算法之

间的有机结合进行了设计，进而构建了一种安全高效的数据分析平台。神经网络算法具有广泛的理论基础，其中神经网

络结构模拟、网络通信模型、记忆模型、学习算法等都是比较重要的概念，这也就表明基于神经网络算法的大数据分析

具有良好的性能和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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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Big Data Analysis Method Based on Neural Network Algorithm

FANG F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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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With the continuous progres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China has entered the era of Internet information.As 
the core component of the Internet era,big data has a wide application value.Based on this,aiming at the application defects 
of neural network algorithm,this paper mainly designs the organic combination of big data and neural network algorithm,and 
then constructs a secure and efficient data analysis platform.Neural network algorithm has a wide range of theoretical 
basis,in which neural network structure simulation,network communication model,memory model,learning algorithm are 
all important concepts,which shows that big data analysis based on neural network algorithm has good performance and 
application prosp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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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Introduction)
大数据时代是一个全新的时代，其表现出诸多的新特

征，尤其是大数据分析方面，这为社会生产生活创造了巨大

的价值。大数据分析贯穿于信息创造的整个过程，存在于信

息创造的整个生命周期中。对于信息数据的应用，这主要可

以涉及五个方面，“数据准备、数据存储、数据运算、数据

分析、数据共享”，其中，数据分析是中坚环节，这也是数

据信息创造价值的主要体现。从我的工作经验出发，神经网

络算法在大数据分析中的作用比较突出。下面我就神经网络

算法的大数据分析方法展开全面研究，以供业内人士的借鉴

与参考。

2   大数据的相关概述(An overview of big data)
2.1   大数据的概念

大数据是基于互联网信息时代高度发展的产物，这也是

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大数据的概念于1997年诞生。一般来

讲，大数据就是指具有庞大体系的数据集合，这是单体数据

无法比较的。我们完全可以从大数据的四个主要特点入手，

对其基本概念进行全面的了解[1]。首先，海量化，这是大数据

最基本的特点，也就是说大数据不是部分数据的集合，而是

全样本所有数据的集合，具有整体代表性；其次，价值整合

性强，大数据是依靠整体数据而产生价值，仅仅依靠单条数

据并不能产生有效的利用价值，这也就表明大数据的个体数

据之间存在着比较强的关联性；再次，广泛性，所谓大数据

的广泛性主要是针对其来源而言，大数据具有多元化的来源

渠道、差异化的产生途径，并且大数据多是处于非结构化的

状态，这就使其无法轻易的进行分类、整合；最后，指数生

长性，这主要是指大数据所包含的数据量会随着产出而发生

指数的相关变化，其最大流量能够达到TB级[2]。

2.2   大数据分析核心技术支撑

2.2.1   数据平台

在大数据的技术支撑中，数据平台是最基础的部分，它

能够对相关的数据信息进行搜集、整合、储存等，并且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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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下一步的数据分析提供基础。我们在上文中已经提到，对

于大数据信息的收集需要立足于全样本数据容量，而不是局

部、部分的样本容量，这就会在一定程度上减少数据误差，

提高数据分析的精准度。同时，我们在完成数据收集环节

后，还要对数据进行相关的分类、标记，其中涉及标记的数

据都是具有比较特殊的特征，这也是其研究价值的体现[3,4]。

大数据存储于传统数据存储存在着较大差异，这也是推进数

据存储进程的重要途径。传统意义层面，我们主要是对原始

数据进行存储，这就必然会消耗比较多的资源，增加了数据

存储的成本，再就是不能够使复杂的数据清晰化。但是，大

数据平台就完全解决了这一缺陷，“只存储知识”就是其最

重要的特点，有效的提高了大数据平台的工作效率。

2.2.2   分析平台

分析平台是大数据分析中最为核心的环节，这也是数

据价值发挥的主要环节。数据分析平台具有其自身的特定任

务，主要是对相关大数据进行特定化的计算和分析。大数据

分析平台需要建立在计算平台上，这就会包括计算资源的建

设和分析算法的设计[5]。所谓计算资源的建设，就是在CPU方

面有所创新，实现从小型化的CPU逐向高性能CPU的转变，

最终能够有效促进大数据分析的推进。一般来讲，分布式计

算框架主要包括MapReduce、Parameter Server等技术。大

数据分析方法主要可以划分为两种类别，第一种是基于人工

经验而建立的分析模型，但是这种模式已经不符合时代发展

的要求，存在着比较多的应用缺陷，尤其是在人力资源、物

力资源的消耗方面，一直都是处于比较高的水平。同时，这

种分析模型的知识无法迁移，对数据有所限制。第二种是基

于人工智能的数据分析手段，其中神经网络算法就是最为核

心的技术，这种分析模型已经在实际生产中得到了广泛的应

用，为社会发展提供了强劲动力。

2.2.3   展示平台

在实际的工作过程中，我们在完成大数据分析环节之

后，大数据主要是以知识形态而存在，这就需要特定的展示

平台，为其推广提供基本条件。所以，展示平台的任务也就

是在完成大数据分析后的产品推广。再就是，大数据在经过

相对应的分析环节后，其主要是以直接知识和间接知识这两

种形态而存在。所谓大数据直接知识就是指数据知识的具象

化，这也是比较系统的分析结果，比如我们在对基因大数据

进行相关分析后，能够对特定的基因规律进行挖掘。那么，

所谓间接知识就是指可计算的分析模型，它完全可以应用到

数据知识的获取过程中，最为典型的就是“举一反三”，比

如我们在掌握一种技巧后，就可以将这种技巧进行分散化操

作，应用到更多的事物中[6]。总之，大数据展示平台就是要将

知识进行展示和传递，如何明确区分间接知识和直接知识，

并将其最为科学的展示给受众，这是大数据分析的重点。

3  神经网络算法的相关概述(An overview of neural
    network algorithm)
3.1   神经网络算法模型

顾名思义，神经网络算法就是与生物神经系统类似的模

型，这是一种模拟大脑分析机制的算法。但是，神经网络算

法仍然是以仿生计算的形态而存在，并没有达到生物神经的

高度发展性。基于现有的科学技术，神经网络算法涉及诸多

的研究方面，比如神经网络结构模拟、网络通信模型、记忆

模型、学习算法等。我们现有的神经网络算法模型主要有前

馈神经网络、回复式神经网络、时序记忆神经网络这三个部

分。这三种具体的算法模型都有其自身的特点，其中以前馈

神经网络最为高效，它具有比较良好的价值。同时，神经网

络算法模型最为鲜明的特征就是其自身的学习能力，它能够

在智能语音识别、生物医疗等行业中得到应用。前馈神经网

络分为多层结构，每层由多组神经元构成，信息沿着前馈层

输入，单向流动传输。 

3.2   无限深度神经网络
深度神经网络就是指具有层级限制，表现出一定层级深

度的前馈式神经网络，这种神经网络没有“时间参数”的限

制，比较适用于静态数据的相关处理工作。无限深度神经网

络就是着重凸显“无限深度”这一概念，就是指反馈结构的

回复式互联，这也就能够在动态数据的处理方面具有重要意

义。总之，神经网络算法在大数据分析方法中的应用需要充

分发挥其固有的特点，利用好无限深度神经网络的作用，为

其提供基本的技术支撑。

4  基于神经网络算法的大数据分析的应用实例
    (Application example of big data analysis based
     on neural network algorithm)
4.1   在计算机视觉中的实际应用

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深度学习已经成为计算

机视觉研究领域的标准配置，这也就成为当下人们的研究方

向。深度学习自然就离不开神经网络算法，传统意义层面的

计算机视觉研究主要是以图像特点为基本依据，并且将其与

人工设计进行差异化区分，其中，最为关键的部分就是边缘

化、颜色化、尺度不变化等。我们可以在这些不同的特征基

础上，实现对计算机视觉任务的划分，对于视觉图像方面，

我们可以尽可能的将其实现。同时，传统的计算机视觉需要

借助人工元素，所涉及的任务也是出于比较低端、直观的状

态，这也就不利于图像的全方位表达。而神经网络算法则是

对其进行了改进，它可以充分集合大量的数据信息，将海量

的图像进行集合，完全自动地进行图像特征的记忆。比如，

在2012年以前，我们主要是利用“特征+支持向量机”的图片

分类模式，在2012年后，卷积神经网络模型则成为计算机视

觉领域的关键支撑。同时，卷积神经网络模型已经在人脸识

别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这也就催生出了以深度学习为核心

的人脸识别算法模型。人脸识别在实际生活中有诸多的应用

场景，我们可以将其划分为三个层面，第一层面，1:1场景，

这广泛应用于火车站、机场的安检工作中，利用旅客的身份

证与其进行智能化比对；第二层面，1:N场景，公安部门在对

犯罪嫌疑人的锁定过程中，就会依据相关信息进行智能比对，

这就需要从大量的人群中进行筛选；第三层面，大数据分析场

景，这会在多个方面有所体现，比如表情分类等。总之，在神

经网络算法的大数据分析中，各层数据形成了不同的层次划

分，这就为数据分析提供了系统化的分析流程。 

4.2   在智能语音识别方面中的应用
总结一下智能语音识别的发展现状，dnn、rnn/lstm、

cnn是比较主流的发展方向，这也代表着智能语音识别的发展

趋势。智能语音识别是神经网络算法的第一个技术突破，这

也为神经网络算法在大数据分析中的应用提供条件。在神经

网络算法与语音识别结合之前，我们主要是利用声学的低层

特征，将高斯混合模型进行特征的相关提取，再就是利用隐马

尔可夫模型对序列进行转移，最后在形成成熟的建模状态[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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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多年的发展，神经网络算法与语音识别已经进行了有机

结合，实现了两者之间的完美契合，全面提升了语音识别文

字的正确率，为其实际应用奠定了基础。比如，灵云语音识

别系统在公检法领域的智能语音转写中得到了广泛应用。基

于灵云语音识别系统的识别准确率，灵云语音识别系统已经

在上海、山东、浙江、广东、江西、福建等省市的30余家法

院进行了应用，这便是神经网络算法在大数据分析中的良好

应用案例。在实际的审讯过程中，灵云智能庭审语音转写系

统能够将审判员、原被告等角色的发言进行实时转写，以文

字的形式实时展现到书记员的电脑上。书记员可对转写内容

进行实时校对、编辑，并具备丰富的功能。全面提升了法院

案件办理的效率和质量，为推动智能法院建设提供了条件。

4.3   在医学医疗领域中的应用
医学医疗领域一直是人工智能的研究前沿，这也是大

数据分析在其领域应用的重要基础。所以，为了进一步提升

医学医疗行业的发展，我们必须要加快推进神经网络算法在

其中的应用，全面改善现有的医疗环境。如何利用好大数据

充分解决医学医疗领域中的难题，提高现有的医疗水平，这

是我们需要关注的焦点。比如，2018年1月，外科研究中心

WEISS、UCL医疗影像计算中心、HIG等机构共同开源了

NiftyNet，这也就是指卷积神经网络的医疗影像分析平台，这

是对神经网络算法在医学医疗中的应用典例，并且其能够为

研究社区提供开放机制，最终能够保障临床能够适应新型的

医疗影像研究成果。NiftyNet具有其自身的优势，它不仅能

够辅助研究人员进行医疗方案的快速开发，还能够在语义分

割、图像回归等方面有所突破。

5  神经网络算法在大数据分析中的核心问题(Core
    problems of neural network algorithm in big
     data analysis)
5.1   数据展示

在大数据分析的过程中，我们必须要为其提供一个良好

的展示平台，也就是说，良好的数据展示平台将会对数据展

示提供关键支持。所以，我们所提到的第一个核心问题就是

数据的展示。我们都知道，数据原始空间是一个处于稠密状

态的空间，在其内部包含诸多的原始细节。尤其是对于各种

模态的数据而言，其存在状态更是复杂多变的，其中主要是

数据噪声和数据缺失这两个层面。学习理论中的Cover定理旧

引也是指这一方面的问题，数据在进行变换的过程中，一旦

处于高维空间的状态，其可分性自然就会演变成更为重要的

方面。但是，保证高维空间中的稀疏表达需要具有一定的技

术性，这也是提升数据空间结构协调性的重要方面，这是我

们在后期需要注重开发的方面[8]。

5.2   数据存储
在认知科学的研究领域，我们认为大脑主要是对知识进

行客观的记忆处理，而不能够对其进行存储。所以，神经网

络算法也是与之相一致的，其主要是对数据知识进行存储，

而不能够对原始数据进行存储。在此基础上，这就会涉及大

数据分析的第二个层面的问题，即数据的存储。但是，对于

神经网络算法的相关记忆机制、记忆形式都是处于未知状态

的，所以我们在这一方面也是需要重点研究的。一般来讲，

基于神经网络算法的大数据分析方法是将突触进行连接的，

最终会形成特定的网络记忆范式，这也就是大数据分析的大

致记忆过程。 

5.3   数据预测
数据预测则是大数据分析的第三个层面的核心问题，这

也就是对神经网络算法应用趋势的测定和展望。所以，在后

期的方法开发中，加强对认知计算原理的相关应用，进一步

开发基于神经网络算法的大数据预测，并且还要不断投入对

该研究方面的成本投入，从而为大数据分析提供最为系统的

软硬件支撑。

5.4   安全保障
互联网信息时代具有开放性，这自然会使大数据分析的

安全性受到威胁。所以，为了进一步提升神经网络在大数据

分析中的实际应用，我们必须要为其提供最为坚实的安全保

障，最终促进数据挖掘价值发挥[9]。基于此，我们需要从两

个方面着手，第一方面，我们要保障数据分析过程中的精准

化，为社会生产生活提供最为精准的服务；第二方面，我们

还要不断提升数据分析的安全性，确保神经网络数据挖掘能

够安全稳定的状态。

6   结论(Conclusion)
综上所述，基于神经网络算法的大数据分析是一项系统

工程，它会涉及诸多的研究方面，所以，我们必须要采取全

方位的发展策略，对其实际应用、算法模型、技术改进等进

行研究，最终能够推动大数据分析技术的发展和革新。本文

主要是对大数据和神经网络算法概述、实际应用案例、技术

改进要点等进行研究，为后期大数据分析方法的开发提供理

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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