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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网络现
点构成

,

这

仅会减少网

可能快地对
间和空间上

短时间 内生
和根源

。

然

原始数据约

的推理方法

基于示例的推理方法 基于规则的方法 专家系统方法 以及人工神经

网络方法 等
,

并 已分别应用 于一些实际的网管系统 侧
。

但这些方法各有不足

方法采用简单的监测和分析方式往往难于应付复杂情况 方法是一种基于知识的推理
方式

,

但在解决复杂问题时呈现 明显不足 推理系统制定决策是根据以 往的经验和示

例
,

其缺点是强烈地局限于本领域应用而不存在一种通用的 系统实际上是一类
专家系统方法

,

用一组规则表示其局域知识
,

如其它 方法一样
,

其不足之处是缺乏学 习

能力 包含大量相互连接的简单处理单元及节点
,

采用简单的输入输出方式
,

实现并
行分布式处理

,

完成所希望解决的计算任务
。

具有通过改变连接强度或结构来适应特
殊环境条件的能力

,

克服了一般串行计算所带来的瓶颈问题 对一些复杂问题
,

当没有合适
的算法或算法太慢条件下

,

被公认为是最好的一种工具
。

迄今研究和应用最多的是多层前向神经网络 算法是应用最广泛的神经网络训练算
法

,

但 算法存在两个突出弱点
,

即收敛速度慢和易于收敛到局部最小 这是由于在
算法中

,

网络权值依赖于准则函数的一阶导数信息来进行修正
,

当求解空间存在多个局部极
小点时

,

一旦随机产生的初始权值设置不当便会陷入局部收敛而无法逸出 即使初始权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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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把优 良信息传到下一代的某一个串中 使该串具有优于父辈的性能 故交又概率应取得较
大

,

一般取为 。 住
,

③变异
,

它保证了 的全局搜索
,

为了减小运算的随机性
,

变

异概率应取得小一些
,

一般取为
。

训练神经网络权值
设多层前向神经网络模型训练样本数为 尸

,

当前学 习样本为
,

则节点 的净输入为

‘, ,

艺毗
。 , 一 口,

式中 , 为前一层节点 乞的输出
,

哄
、 为 网络连接权值

, , 表示节点 的闺值
。

变换函数

取为 函数
,

则节点 的输出表示为

。 ,
九 了 。一 “ ‘ ,

定义训练 网络权值的误差函数为

艺 ‘ , 一 , ,

了

式中 与, 为节点 的理想输 出
, , 是它的实际输出

,

在 尸 个训练样本集 内
,

总的误差表

示为
二 生

。 二 工
尸 名‘ 曰 尸 艺艺 ‘ , 一 。,

·



期 王新苗等 基于改进遗传神经网络模型的通信网络故障识别和告警相关性分析方法

卷含层

图

输出层

一

算法染色体编码机制

评价函教 采用误差平方测度进行适应度评价
,

形式如下

贵艺艺 场 一 口川 尸

艺艺 ‘·, 一 。 ‘
·

矛

一一方

初始化群体 算法中
,

常采用 区间 一 ,

产生初始权值
,

但这里
,

由于遗传算

法不具备调整权值的能力
,

因而为了在群体中产生尽可能多的可行解
,

且避免 由于神经网络

权值初始值过小而使算法收敛速度太慢
,

本文采用在区间 卜
,

上产生随机数确定群体的

初始值
。

,

遗传操作算子 目前 和 只
几

白勺值基本上是由经验取得
,

对不同的 问题需经反复

实验确定 为了解决以上问题
,

文献 提出
“

自适应
”

的概念以描述可变化的变异率
。

该方

法中
,

若寻优运算的任何一步误差速率不呈线性下降 则 氏
,

相应增大 否则 几
,

减小
,

莫



式中 艺相应于当前操作步骤
,

依赖于神经网络的规模

若算法第一步结束时没有找到问题的可行解
,

则确定第一隐含层的次最优解
,

且在以后

的染色体进化中
,

串的这一部分不再参与评价和操作
。

因此
,

在第二步和 以 后各步中
,

算法

需要考虑的染色体串的部分越来越少
。

在最后一步中
,

只有一层 输出层 参与运算
,

如果

在这个过程中的任何一点找到可行解
,

则算法结束
。

仿真实验

我们采用
一

算法
、

算法
、

算法
、

算法分别对有一个输入层
、

一个隐含层
、

一个输出层的三层神经网络权值进行训练
,

并将结果进行分析 比较
。

实验参数如下

遗传算法参数 我们选初始解群规模为
,

交叉概率为
,

变异概率为
,

参数值为
。

反向传播参数 采用文献 使用的参数
,

学习速率为
,

冲量速率

为
。

样本数据 实验中采用文献 讨论的 实验网络的告警样本数据
,

三层前 向神

经网络包括 个输入节点
,

个隐含层节点和 个输出节点
。

告警样本数据经转换变成如

表 所示的遗传神经网络可辨识的输入输出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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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值训练 实验结果如图 所示 由图可见 用 训练神经网络 收敛速度和质量明显
优于 算法

,

这体现 犷 算法本质的并行性和全局性 而在训练初期
,

可以 很快
地使运算收敛到一近似解

,

但由于遗传算法不可避免的 局部搜索能力较弱
,

在训练后期
,

收
敛速度急剧下降 而 算法和 算法相 比较

,

收敛速度和精度又进一步提高
,

这是
由于 采用可变 和 只

八 ,

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算法学习 的 自适应性和搜索能力

实验 算法与
一

算法的 比较 本文所做的第二个实验是分析比较
算法与

一

算法的性能 实验结果如图 所示
。

正如我们预期的那样
,

采用
一

算法训练神经网络
,

训练质量和收敛速度都优于 算法 这是由于
一

算法依据
下一代解的性能是否优于前一代而 自适应地改变 和 几

,

避免在进化过程中丢失大量优
良个体

,

扩大了解空间的搜索范围
,

从而加快算法的寻优过程 在神经网络学 习过程中
,

逐
次标识每步运算中的次最优解使得算法随着优化步骤增加而运算次数按级数减少

,

提高了

的局部搜索能力且使算法学习效率大大提高

结 论

本文提出 了一种基于改进遗传神经网络模型的通信网络故障检测和告警相关性分析方
法

。

仿真实验表 明
,

这种方法可克服一般告警相关性分析方法的局限
,

不仅简单有效
,

而且

在网络学 习和训练效率上也高于传统的 学习算法
,

标准遗传算法 和一般的 自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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