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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信息时代的日趋发展，社会需求的日益深化和复杂化，电子档案管理显得日趋必要与迫切。 在综述国

内外电子档案深入分析电子档案管理的利弊及目前电子档案管理工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的基础上，提出应用云计

算解决数据安全问题及硬件设备问题等，并采用差分进化算法（differential evolution algorithm，DE）对云服务器进行

优化。 实验证明，差分进化算法能提高档案管理系统的工作效率，减少搜索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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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网络时代的 到来给人们 提供了一个 更加有效

的信息传播途径， 通过网络人们可以获得更多信

息。 这样的大好局面对于档案机构而言好比“久旱

逢甘雨”， 档案机构作为信息的提供与传播机构一

直以来只是作为一个信息的“储存器”而存在，其储

存的大量信息由于多种原因一直不能广为使用。 其

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档案信息的传播途径 过

于单一与繁琐，人们只能到档案馆才能浏览需要的

信息，这样就使很大一部分在地理上与档案馆较远

的用户不能够及时、有效、方便地使用馆内的信息

资源。 这种情况是对信息资源的极大浪费。 电子文

件与档案的产生、网络技术的发展与成熟为档案信

息的传播创造了更好的途径，这种传播方式消除了

用户与档案机构地理上的距离。

各类档案管理软件的开发与利用，以及社会对

档案资源的大量需求，使得电子档案及其管理成为

必然趋势。 所谓电子档案，即数字档案，通过计算机

磁盘等设备进行存储，并与纸质档案相对应，其来

源不只局限于纸质档案的数字化，还包括生成于计

算机环境、后经鉴定归档的原生性电子文件[1]。

云 计 算（Cloud Computing），是 一 种 基 于 互 联

网的计算方式，通过这种方式，共享的软硬件资源

和信息可以按需提供给计算机和其他设备 [2]。 作为

超大规模的商业化的分布式计算技术，云计算使得

用户可以通过现有的网络将所需的庞大的计算 处

理程序自动分拆成无数个较小的子程序，再交由多

部服务器所组成的更庞大的系统，经搜寻、计算、分

析后将处理结果回传给用户。 云计算具有以下好处[3]：

（1）安全方面。 云计算提供了最安全、最可靠的数据

存储中心，用户不用再担心数据丢失、病毒入侵等

麻烦。 （2）数据共享。 云计算可以轻松实现不同设备

间的数据与应用共享。 （3）方便。 云计算对用户端的

设备要求最低，使用起来很方便。 （4）云计算为用户

使用网络提供了无限可能。

DE 算法 [4] 是 Storn 和 Price 在 1995 年为求解

Chebyshev 多 项 式 提 出 的 一 种 启 发 式 随 机 搜 索 算

法。 因其原理简单，鲁棒性强，受控参数少等优点而

备受关注。 差分进化算法在有效地继承了遗传算法

优点的同时，又对其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改进，与遗

传算法不同，差分进化算法采用实数编码，其编码

和解码机制更简单易懂。

2 云计算在电子档案管理中的应用策略

档案资源是人类文明的重要载体，上述云计算

的特点和优势恰好契合了档案管理的理念和技 术

要求。 独立甚至孤立的档案存储管理单位就好比一

个个的用户终端，通过互联网技术将所有的存储和

服务站联成一个“档案云”[5-7]。

档案的最终目的就是提供利用。 电子档案较纸

质档案在提供利用方面更方便、更快捷。 但这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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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电子档案所应用的技术上，同时必须采取相应的

措施和满足必要的条件才能实现。 目前，电子档案

主要以以下方式提供利用：（1） 提供实物载体的拷

贝；（2）通过数字网络传输电子档案；（3）通过计算

机之间提供利用。 云计算在电子档案管理中的应用

模型示意图如图 1 所示。

档案管理中的信息孤岛模式，不但对本单位的

硬件要求较高， 同时在遭遇病毒攻击或其他破坏

时，系统瘫痪和数据丢失往往是不可挽回的。 通过

互联网和相关安全协议，将档案资源存储到“档案

云”中，当其中一台服务器发生故障或存在数据丢

失时，其他设备遵照安全协议，待该服务器恢复后

将原来的档案信息复制到该服务器中，从而提高了

档案信息资源的安全可靠性。

用户通过可视化的用户界面向服务 器提出档

案查询请求，服务器根据用户请求通过应用服务层

传递到云平台服务层， 云服务器通过数据整合、数

据检索等查询高校在云服务器上的数据信息，同时

将查询结果传递给用户，从而实现了对信息的快速

检索，提高档案资源的利用率，同时节省了查询时

间，对纸质档案起到了切实的保护。

3 仿真实验及分析

通过应用云计算，能够大幅提高档案馆 IT 工作

的效率，节约 IT 业务成本，更容易发挥档案馆的资

源优势。 随着“云”概念的深入及应用，越来越多的

软件服务和虚拟计算资源将放入“云”中，这样无疑

会增大对网络宽带的需求，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降

低了搜索速度。

DE 算法的基本思想是： 对随机初始化的种群

中的个体进行变异操作产生变异矢量，变异矢量与

目标矢量进行交叉操作产生试验矢量，通过“贪婪”

的选择操作，产生新一代种群。 其交叉、选择操作如

图 2 所示。

将“云”中 的 每 台 服 务 器 看 做 一 个 个 体 ，整 个

“云”看做一个种群，采用基本的 DE 算法对种群进

行全局搜索，每代搜索结束后，采用优化最优解机

制构建局部搜索策略的初始解，以达到改善候选解

的目的。

DE 算法的程序结构流程图如图 3 所示。

如何使得缩放因子 F 既能 有利于对解 空间的

开发又能利于种群的收敛，姜立强 [6]等对差分进化

算法缩放因子取值策略进行了研究，通过仿真实验

表明，F 随迭代次数的增加而逐渐减小有利于提高

算法的收敛速率。 本文依据此思想提出了自适应的

缩放因子，其公式如下：F=F0×2
其 中，F0 为 初 始 缩 放 因 子 的 值， 其 初 始 值 为

0.2；G 代表迭代次数；Gmax 表示最大迭代次数。 该自

适应缩放因子在算法开始的变异率为 F=2F0， 具有

较大的变异率，从而保证了种群的多样性；随着算

法进展，变异率逐渐降低，算法后期自适应缩放因

图 1 云计算在电子档案管理中的应用模型示意

图 3 DE 算法结构流程

图 2 DE 算法交叉、选择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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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预道岔铺前其前后引轨按需求量留足长度提

前一头与道岔焊联，另一头打眼。

5 结论

综述了换铺提速道岔预铺法的施工方法，通过分

析比较找出了适合于包兰线惠银段换铺提速道岔的施

工方法为预铺法， 论述了该方法施工的基本作业及施

工中应注意的问题，达到既安全又经济省力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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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的变异率接近 F0，从而有效保存了最优解。

为了对本文算法 MADE 的性能进行定性评价，

选择 2 个典型的 Benchmarks 函数，与 DE 算法进行

对比。 选择典型的 Benchmarks 函数： Griewank 函

数 、Rastrigin 函 数 。 测 试 函 数 相 关 描 述 见 表 1，
Benchmarks 函数理论最优值都为 0。 算法的运行环

境：Dell Vostro 1088 ,Windows XP, matlab R2010b。
其中 f1 函数的最大进化次数为 1000，种群规模

为 60；f2 函数的最大进化次数为 2000，种群规模为

100。 仿真结果如表 2 所示。
表 1 典型 Benchmaks 函数

从以上仿真结果分析可以看出， MADE 的寻

优能力和收敛速度比 DE 算法更好， 并且能找到最

优值。因此，可以将 DE 算法应用到云计算上以优化

云服务器的搜索的最优路径，从而提高云服务器的

工作效率。

4 结论

本文对目前电子档案管理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进行了分析， 针对电子档案管理中存在的数据安全

问题、硬件设备问题等提出了云计算的解决方法。并

采用最优化策略差分进化算法对信息的检索时间进

行优化， 即对云服务器进行优化已达到最短的搜索

时间，从而提高了系统的利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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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典型 Benchmarks 函数的仿真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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