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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神经网络系统实现文化信息资源共享① 
张海波，郭祖龙，董 超 
(四川大学 软件学院，成都 610065) 

摘 要：通过分析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的组成和影响因素，人工神经网络系统的主要功能及实现方法，分别构

建了信息资源收集整合和网络搭建的神经网络数值方程。分析研究了各种分级中心共享模式的特点，确立了以

省级为超级中心，以市级为附属中心的 优共享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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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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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Neural networks numerical equations of collecting/integrating and ntework founding were established 
respectively via analyzing the component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cultural information resources sharing project, 
main functions and implementation methods of artificial neural network. The features of various classified conter 
sharing modle were analyzed and researched respectively. The optimal sharing modle established in the paper is 
provincial scale as the super conters and city level as affiliated conters.  
Keywords: neural network; information resources; collecting/integrating; ntework founding; sharing mod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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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文化共享工程”是由文化部、财政部共同

发起并经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批准实施的

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其目的是利用现代高新技术

手段，将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积淀的各种类型的文化信

息资源精华以及贴近大众生活的现代社会文化信息资

源，进行数字化加工处理与整合，建成互联网上的中

华文化信息中心和网络中心，并通过覆盖全国所有省、

自治区、直辖市和大部分地(市)、县(市)以及部分乡镇、

街道(社区)的文化信息资源网络传输系统，实现优秀文

化信息在全国范围内的共建共享[1]。因此该工程必须

以强大的后台信息资源作为基础，经过收集、整合、

管理，继而进行整体网络的构建，为文化共享工程提

供强有力的保证。其中信息资源的收集整合以及网络

搭建是实现文化信息资源共享的关键。本文以神经网

络系统为基础，通过对信息资源的采集整合以及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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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建等共享模式的研究，确立 优共享模式，以期为

各省市的文化信息资源共享提供参考。 
 
1 神经网络与共享模式分析  
1.1 神经网络 

神经网络是由具有普适性神经元组成的广泛并行

互连的网络，能够模拟生物神经系统对真实世界物体

所作出的交互反应。 
神经元是组成神经网络的基本信息处理单元，具

有仿效生物神经细胞 基本的特性。神经元主要包括

细胞核、树突、轴突和突触，如图１所示。树突的作

用是向四方收集由其他神经元传来的信息，轴突的功

能是传出从细胞核送来的信息，每个神经元所产生和

传递的基本信息是兴奋或抑制。简单神经元网络结构

如图１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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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神经元组成示意图 
 

神经元的主要功能是信号的输入、综合处理和输

出，其输出信号的强度大小反映了该单元对相邻单元

影响的强弱。人工神经元之间通过相互连接形成网络，

构成人工神经网络。在人工神经网络中，改变信息处

理过程及其能力，就是修改网络权值的过程。   
图２为神经网络系统的工作原理示意图[2-4]。 

 
 
 
 
 
 

 
图 2 神经网络系统的工作原理示意图 

 
(注：w 为连接权，f 为激励函数，后同。) 

1.2 共享模式 
共享模式意在解决信息资源的采集整合以及网

络搭建的问题。因此，对共享模式进行研究，就是

对信息资源的采集整合以及网络搭建进行研究。其

中对于信息资源的采集整合，必须从国家整体进行

考虑，以 便捷的方式、 快的速度、 大的囊括

范围等出发，制定采集整合方案。如应考虑地理因

素造成的收集复杂度、信息资料的涵盖范围、收集

资料所耗费的财力、人力和时间等因素，以及递交

给上一级中心的方式，递交到哪一层就停止递交等。

对于网络的搭建问题，也应制定宏观策略，从国家

统筹调配进行实施。具体必须考虑信息存储方式的

难易程度、搭建整个网络所耗费的时间、人力和财

力，整个网络的维护难易程度以及信息资源的挖掘、

分析、发布、增值等过程因素。 
 

2 基于神经网络的共享模式 
2.1 信息资源采集整合的共享模式 

通过对神经网络系统和共享模式的分析可知，信

息资源采集整合和网络搭建共享模式须分别构建。以

下分别讨论。 
从共享模式的背景分析可知影响信息资源采集整

合的因素组成如图 3 所示。 
   
 
 
 
 
 
 

图 3 影响信息资源收集的因素组成图 
 

为建立信息资源收集整合的数学模型，设α1、α

2、α3、α4 和α5 分别表示地理因素造成的收集复杂

度、信息资源的覆盖度、信息资源收集费用、信息资

源收集时间和信息资源收集耗费的人力。 
基于上述假设，可得出信息资源收集整合影响因

素的神经网络结构图(图 4)： 
 
 
 
 
 
 

 
图 4 信息资源收集整合的神经网络结构图 

 
神经网络的公式化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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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网络搭建的共享模式 
从共享模式的背景分析可得出影响网络搭建的因

素组成如图 5 所示。 
 
 
 
 
 
 

 
图 5 影响网络搭建的影响因素组成图 

    
为建立网络搭建的数学模型，设β1、β2、β3、 

β4 和β5 分别表示信息资源存储的难易程度、搭建整

个网络所需时间、搭建整个网络的费用、整个网络的

维护难易程度和信息资源的挖掘、分析、发布、增值

的难易程度。 
   基于上述假设，可得出网络搭建影响因素的神经网

络图(图 6)。 
 
 
 
 
 
 
 

图 6 网络搭建的神经网络图 
 

神经网络的公式化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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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信息资源和网络搭建组合共享模式 
以①信息资源的采集整合和②网络搭建的神经网

络公式化为基础，在满足国家设定的几个层级中心，

如乡镇中心，县级中心，市级中心，省级中心，国家

中心等条件下，构建信息资源收集整合和网络搭建的

共享模式，如图 7 所示。 

 
 
 
 
 
 

图 7 信息资源收集整合和网络搭建共享模式 
 

该模型综合考虑了上述信息资源收集整合和网络

搭建的问题，各因素的权重需从实际数据中进行模拟

得到。 
为对各种因素进行优化，做如下假设： 
A1代表信息资源收集问题 
A2 代表网络搭建建设问题 
通过上述假设，得出如下数学模型： 

1 1 2Z min A Aϕ ϕ2= {  +  } 
其中，参数满足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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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模型综合考虑了两方面因素， 终转换成求

Z 的 小值。求得 小值之后，根据实际的情况制定

优的方案。 
 
3 优共享模式的研究与确立 

现分别以 6 种分级中心情况为例，研究 优共享

模式的方案制定决策。 
3.1 以乡镇为中心的 优共享模式特点分析 

以乡镇为中心进行信息资源的收集，且信息存储

在乡镇中心。文化共享工程通过访问众多乡镇中心的

服务器进行资源的获取，然后在网站上建立链接，供

读者进行阅览。 
该模式的特点是信息资源相当分散，每个服务器

上信息资源覆盖范围极小。全国信息资源分布情况模

拟如图 8 所示。 
 
 
 
 
 
 

图 8 乡镇信息资源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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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网络建设看，若建立全国的信息资源网络，

网络将连通每一个信息的分布点，建立一个数据仓

库，该仓库包含了所有的信息资源，每一个终端可

以进行这些资源的访问。该模式的网络建设极为困

难，存储方式的建设也非常困难，耗费的物力、人

力、财力相当大，信息资源的网络建设模拟如图 9

所示。 
   
 
 
 
 

图 9 乡镇信息资源网络建设图 
 

该共享模式的特点列于表 3。可见这种方式不适

合文化共享工程的共享模式，故需对其他的模式进行

特点的分析，寻求 优方案。 
表 3 乡镇资源收集特点分析表 

序号 特点 

1 信息资源的覆盖度小 

2 信息资源非常分散 

3 建立全国的数据资源网络极为困难 

4 建立网络耗费的人力、物力、财力非常大 

3.2 以县级、市级、省级为中心的 优共享模式特点

分析 
以县为中心进行资源收集，在全国范围内的资源

搜索点变少。县级中心统筹乡镇中心，将乡镇中心收

集的信息资源进行整理归类，然后存储在服务器上。

国家建立连接各个县级中心的网络搭建，建立一个大

的数据仓库，进行数据的存储，其特点见表 4。与以

乡镇为中心的模式相同，县级为中心仍不适合文化共

享工程的共享模式。同理，以市级或省级为中心进行

资源的收集，在全国范围内的资源搜索点更少。市级

中心将县、乡、镇中心收集来的信息资源进行统筹整

理归类；省级中心则统筹市级中心，将市级中心收集

来的信息资源进行整理归类。然后将信息资源存储在

服务器上，国家建立连接各市级或省级中心的网络搭

建，建立一个大的数据仓库，进行数据的存储，其特

点见表 4。可见市级中心已基本达到共享模式的要求，

但信息资源相对单调，网络建设仍有一些困难，仍不

是 优方案。以省级为中心的信息资源丰富，网络建

设容易。虽然耗费的人力以及物力比较大，但网络覆

盖面广， 接近 优方案。 
3.3 以国家级为中心的 优共享模式特点分析 

以国家为中心进行资源的收集，在全国范围内的

资源搜索点只有一个。国家级中心统筹各省级中心，

将省级中心收集的信息资源进行整理归类，然后存储

在服务器上，建立一个大的数据仓库，进行数据的存

储，其特点见表 4。 
表 4 各级中心信息资源收集特点分析表 

影响因素 县级 
中心 

市级 
中心 

省级 
中心 

国家级

中心 

信息资源的覆盖度 较小 较大 很广 非常广 

信息资源 单调 
分散 

较丰富 
较分散 

丰富 
集中 

很丰富 
很集中 

建立全国的数据资

源网络及存储方式 困难 有一定

困难 
有一定困

难 很困难 

建立网络耗费的 
人力、物力、财力 大 适中 较大 很大 

 
该模式的信息资源极为丰富，覆盖度 大。但是

网络建设及其困难，要求技术含量高，以及耗费的人

力以及物力极大，故已偏离 优共享模式。 
3.4 优共享模式方案的建立 

优共享模式方案的建立受 2 个主要因素约束：

(1)信息收集的难易程度和信息的覆盖度；(2)网络建设

的难易。比较各种模式特点可知：以乡镇或县级为中

心时，信息资源收集难度小，覆盖范围小，网络搭建

极为困难。以国家为中心时，信息资源非常丰富，但

是网络建设极为困难，收集信息资源的耗费相当大。

以上均不能作为 优共享模式。 
 

 
 
 
 
 
 

图 10 优共享模式信息资源分布图 
 
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发现只有在以市级为中心和

以省级为中心的时候，才能够 接近 优的共享模式，

但二者都存在一定问题。因此，将上述 2种中心的优 

(下转第 14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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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模型的可靠性。得出性能图形如图 4： 
 
 
 
 
 
 
 

图 4 性能分析图 
 

当某个服务提供者突然出现问题，不能正常响应

时，DRSR 模型和 DRRSR 模型具有很高的可靠性，可

以正常的通过测试，正确的响应请求者，只是 DRRSR
模型在响应时间上有些波动，这是由于模型对该消息

重新选择服务提供者所造成的。而 DRESR 模型响应

时间迅速上升，不能正常的给与响应。 
通过实验得知，当某个服务突然无法正常或正确

响应时，DRESR 模型不具有可靠性。而 DRSR 模型和

DRRSR 模型一直可以正确的响应请求者的请求，具有

较高的可靠性。 
 
5 结束语 

随着企业信息化建设的不断进行，传统的静态的 
 
(上接第 60 页) 

点结合起来，建立一个 优的共享模式如图 10 所示。

图中较大的圆代表省级中心，小圆代表市级中心。 
   
 
 
 
 
 

 
图 11 省级广域化，省内局域化的 优共享模式示意图 

 

该共享模式，充分结合了以市级为中心的信息资

源收集和以省级为中心的信息资源收集两种方案。该

共享模式以省级为超级中心，以市级为附属中心建立

的信息资源收集以及网络建设的共享模式。该种模式，

不仅信息资源的收集的所耗适中，而且信息资源相当

路由机制已经不能很好的满足企业的需求。本文摒弃

了以往只对模型的一方面特性进行研究的弊端，从整

体性能方面进行研究。提出了一个具备高效性和可靠

性的动态路由模型 DRRSR 模型；并从理论和实验测

试两方面，证明了 DRRSR 模型具有高效性和高可靠

性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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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富。同时，网络建设省级广域化，省内局域化，给

网络建设带来了极大的便利。图 11 为省级广域化，省

内局域化的 优共享模式示意图。 
 
4 结论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以省级为超级中心，以市级为

附属中心建立的共享模式能够 大限度的节省资源的秏

销， 大程度的提供便利，故为本研究的 优共享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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