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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相似度和可信度的模糊自适应 ]/J服务选择

尹琦&

摘要

提出了一种基于模糊方法并考虑用

户评价属性!相似度和可信度"的 C4.

选择算法&从 C4. 服务质量数据来源角

度对服务质量的属性进行了分类和计

算'对非功能质量属性&使用模糊控制的

度量方法&将非功能属性值转换成 % k&

之间的实数值'使用反馈相似度和可信

度相结合的方法&将最终的推荐权值推

荐给用户'该方法的提出有助于提高

C4.服务选择结果的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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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F,3*)+0531),

""近年来&互联网上出现了大量的C4.服务&在这些服务中具有相

同或相近功能的C4.服务是很多的&但提供的服务质量却不尽相同'

服务请求者在进行服务选择时&不仅要考虑满足服务的功能性需求&

同时还要考虑服务所能满足的非功能需求'现有的 dZZF框架只是定

义了与通信协议无关性的标准&并没有提供一个成熟的 C4. 服务架

构&导致用户从dZZF获得候选服务之后根本无法对其进行过滤和选

择'本文在文献+&79,的基础上&设计了一种基于模糊控制支持 n)A

的C4.服务模型框架&并提出了考虑服务质量相似度和可信度的模

糊自适应选择的算法'

?>模糊控制支持 "̂5的]/J服务模型框架
;(4. 24*W154S)+4Q(13E n)A 5),23*P1,32.P24+ ), V0NNX5),3*)Q

?Z?> 模糊控制支持 "̂5的]/J服务模型框架

模糊控制支持n)A的C4.服务模型框架如图 & 所示'

图 &"模糊控制支持n)A的C4.服务模型框架

@1T'&"A3*0530*4+1PT*PS)V(4. 24*W154(13E n)A .P24+ ), V0NNX5),3*)Q



""""?Z@>模型框架中各组件的描述

&" dZZF<4U)213)*X'提供服务注册和发现功能&

帮助用户发现服务&支持带n)A约束的服务描述'

!" @0NNXZ125)W4*X'在d24*?*)(24*中加入@0NNX

Z125)W4*X接口&用以实现用户的 n)A 非功能约束值

的简单输入'

9" @0NNXI),3*)Q<4U)213)*X'该组件用于实现模

糊控制专家系统语义定义%模糊控制规则的定义%用

户服务过滤组件等功能'

#" ;T4,3A4*W4*'对服务提供者的n)A报告和服

务请求的n)A需求进行量化'在n)A ;T4,3中又包含

有*n)A F,34*U*434*!n)A解释组件"&主要对n)A需求

进行量化&然后根据 n)A 约束条件从 dZZF中心查

找服务并反馈给n)A ;T4,3-n)A GWPQ0P3)*!n)A 评价

组件"&跟n)A ;T4,3进行交互产生一组满足 n)A 约

束条件的信息-n)A =),13)*!n)A 监管组件"&将反馈

的信息和服务请求者提供的 n)A 进行对比&对 C4.

的信誉度进行动态评估和调整&并将 n)A 量化的结

果反馈给服务请求者'

@>考虑 "̂5属性相似度和可信度的模糊自

适应]/J服务选择算法
C4. 24*W15424Q4531), .P24+ ), V0NNXP+PU31), 5),7

21+4*1,T21S1QP*13XP,+ *4Q1P.1Q13X

""在C4. n)A服务选择中&服务请求者在进行服

务选择时&不仅要考虑满足服务的功能性需求&同时

还要考虑服务所能满足的非功能性需求&即服务质

量需求'衡量 C4. 提供的服务质量的优劣主要表现

在非功能性属性上&如吞吐量%可靠性%可用性%准确

性%平均响应时间等'考虑n)A数据相似度和可信度

的模糊自适应 C4. 服务选择算法能够从 C4. 发现

的角度解决用户的n)A需求&动态选择%绑定并调用

最恰当的用户需求服务'

@Z?> "̂5非功能服务属性值的度量方法

在C4.的服务选择模型中&大多数服务请求者

对服务选择都不能够精确地描述非功能属性&常常

会以模糊的语言来表述&例如服务的响应时间&会被

描述成短%一般或长&而不能给出具体的属性值'对

于这类非功能性属性&本文使用模糊控制专家量化

系统&将用户的非功能属性描述转换成精确的实

数值'

!'&'&"非功能性属性的模糊量化

在本设计中主要考虑 6 个非功能服务属性*服

务的可用性 !;WP1QP.1Q13X&简称 ;"%服务的可靠性

!<4Q1P.1Q13X&简称<"%服务响应时间!<42U),+ K1S4&

简称 <K&单位为 S2"%服务执行时间 !G-45031),

K1S4&简称 GK& 单位为 S2" 以及网络吞吐率

!KE)0T3E)03D03&简称KD&单位为 Y.M2"'通过模糊控

制算法输出控制量为n)A@1331,TZ4T*44!评估后的服

务质量满意度&简称@"'6 个非功能属性的模糊集合

及n)A@1331,T分别写成模糊子集为

"

"

.Q)(&S4+10S&E1TE/&其论域为"

"

+%&&,-

:

"

.Q)(&S4+10S&E1TE/&其论域为:

"

+%&&,-

:I

"

.2E)*3&S4+10S&Q),T/&其论域为:I

"

+%&6%%,-

9I

"

.2E)*3&S4+10S&Q),T/&其论域为9I

"

+%&6%%,-

IK

"

.Q)(&S4+10S&E1TE/&其论域为IK

"

+%&#%:J,-

\

"

.Q)(&S4+10S&E1TE/&其论域为\

"

+%&&,'

!'&'!" 模糊控制规则的形成

采用二维模糊控制规则*

FV;WP1QP.1Q13X12"P,+ <4Q1P.1Q13X12:P,+ <47

2U),+ K1S412:IP,+ G-45031), K1S4129IP,+

KE)0T3E)03D0312IK3E4, n)A@1331,T12\'

经过一次模糊推理后&系统就将用户的 n)A 服

务质量非功能属性值转化成了 d24*n)A@1331,TZ47

T*44属性值&然后通过 dZZF中心查找最接近 d24*

n)A@1331,TZ4T*44属性值的服务提供者的 C4. A4*W7

154@1331,TZ4T*44属性值&再根据如下的模糊控制规

则形成最终的 n)A =P35E1,TZ4T*44属性值&同时将

该值反馈给n)A认证代理'

/&%&-分别写成模糊子集为

/

"

.Q)(&S4+10S&E1TE/&其论域为/

"

+%&&,-

%

"

.Q)(&S4+10S&E1TE/&其论域为%

"

+%&&,-

-

"

.Q)(&S4+10S&E1TE/&其论域为-

"

+%&&,'

""采用二维模糊控制规则*

FVd24*n)A@1331,TZ4T*4412/P,+ C4. A4*W154

@1331,TZ4T*4412%3E4, n)A =P35E1,TZ4T*4412-'

!'&'9"模糊变量归一化处理

由于模糊控制系统中模糊变量的输入与输出数

据都使用 9 个模糊语言变量描述&因此需要对模糊

变量进行归一化处理&将以上的非功能属性值转化

成 % k& 间的实数集'处理方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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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服务选择的精确性度量算法

服务选择的精确性度量主要是考虑当前的服务

请求者与已存在的服务请求者对使用过的相同的

C4.服务数据可信程度&以提高当前服务请求者的

服务选择的精确性'当前&大多数 dZZF系统提供的

n)A数据都是对所有服务请求者反馈质量属性值取

平均值&这种使用平均值的方法虽然在一定程度上

反映了n)A属性的客观性&但并没有反映出服务请

求者的个性化的要求'例如&服务请求者在访问C4.

时&不同的服务请求者反馈的响应时间&要受到自身

所处的位置和所使用的网络条件的影响&从而使不

同的服务请求者反馈的响应时间数据有较大差别&

因此在n)A属性值计算中直接对服务请求者反馈的

质量属性值取平均值是不合适的'为此本文引入'反

馈相似度(和'可信度(作为不同反馈值的权重&以

它们的加权作为最终的质量属性值'

!'!'&"反馈相似度的计算

反馈相似度是指两个服务请求者对使用过的相

同的C4.非功能服务所反馈的质量属性值相似的

程度'对于相同的服务请求&不同的用户给出的评价

值是不一样的'设有如下的二维数组如表 & 所示&给

定 6 个评价值范围 & k6&如果 024*!,"与 024*!>"都

给出 6&那么它们的相似度值为 &&说明用户 024*!,"

与用户 024*!>"对 C4. 服务满意度一致-若 024*!,"

给出 6&而 024*!>"给出 #&那么它们的相似度值被定

义为 %]$&说明用户 024*!,"与用户 024*!>"对C4.服

务满意度有差异&根据以上的设计思路&反馈相似度

有计算如下*

B

,&>

O

%

(

VO&

B

,&>

(

P !!"

其中* B

,&>

为对 (个C4.服务属性的平均相似度值-

B

,&>

为 024*!,"&024*!>"对第 V个 C4. 服务属性的相

似度评价值-(为C4.服务属性个数'

表 ?>-0/$!)"与-0/$!*" 的相似度数组

KP.Q4&"d24*V44+.P5Y 21S1QP*13XP**PX

B

,&>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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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9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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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可信度的计算

可信度是指每次C4.服务调用后&该C4. 服务

的一些非功能质量属性值由服务请求者反馈给服务

选择代理&例如满意度%平均相应时间等&这些反馈

数据常常受到服务使用者自身因素!例如所处的环

境%主观想法等"的影响&因此不同的服务请求者反

馈的质量属性值具有不同的可信性'下面给出公式

!9"来表示用户 024*!>"的可信度&用以真实地反映

所有用户对C4.属性的可信性&这样可以更好地避

免异常值!宽容%苛刻%以及虚假的评价"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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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

6

SRJ

>&V

R

1

!9"

其中* J

>&V

O;

V

S

$

V

表示 024*!>" 的个性化非功能服

务属性的评价值-;

V

表示对第 V个 C4. 非功能服务

属性的评价值-

$

V

表示所有使用者对第 V个 C4. 非

功能服务属性的平均评价值-1为 024*!>"使用的所

有C4.非功能服务属性的个数-6为固定值&本文选

取6_&]6'表 ! 给出了取不同的6值和 J 值得到不

同的可信度值'从表中可以看到当 6_&]6 时&其可

信度值最高'

表 @>不同的#值和 B值得到不同的可信度值

KP.Q4!"<4Q1P.1Q13XWPQ0425PQ50QP34+ .X+1VV4*4,36P,+ J WPQ042

J

I

6_&]6 6_!]% 6_!]6

%]& %]:J% %]:99 %]:&!

%]! %]:!! %]$8& %]$99

%]9 %]$$6 %]$&! %]$99

%]# %]$6% %]86$ %]J:9

&]% %]JJ8 %]6%% %]#%%

!]% %]!## %]!6% %]&J%

9]% %]!:J %]&!6 %]%J#

#]% %]&:$ %]%J9 %]%!J

!'!'9"客观服务质量的推荐权值的计算

当获得了反馈相似度值和可信度值以后&可以

根据公式!#"给出推荐的质量属性权值&然后反馈给

n)A认证代理'该推荐权值的大小反映了提供服务

质量的准确性高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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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

为 024*!>" 对C4.非功能服务属性的评价值

!参照表 & 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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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模糊控制支持 "̂5的]/J服务选择的实

现流程
<4PQ1NP31), )V(4.24*W15424Q4531), .P24+),V0NNXP+PU31),

""首先&用户通过 d24*?*)(24*的 @0NNXZ125)W4*X

接口提请非功能性 C4. 服务请求&该接口实现用户

的n)A非功能约束值的简单输入&然后根据模糊控

制规则将其转化成d24*n)A@1331,TZ4T*44'

其次&从dZZF<4U)213)*X中获得已存在的候选

服务 C4. A4*W154@1331,TZ4T*44&将 d24*n)A@1331,T

Z4T*44C4.%A4*W154@1331,TZ4T*44反馈到@0NNXI),7

3*)Q<4U)213)*X中&根据模糊控制规则产生 n)A =P357

E1,TZ4T*44&通过模糊变量的归一化处理将 n)A

=P35E1,TZ4T*44非功能属性值通过公式!&"转换成

% k& 之间的实数值'

最后&将n)A =P35E1,TZ4T*44的实数值&代入到

式!!"与式!9"&再将计算结果代入到式!#"中&就得

出了服务代理需要推荐的最终权值'推荐的最终权

值越高就说明服务选择准确性越高'

B>结束语
I),5Q0+1,T*4SP*Y2

""本文对基于n)A的C4. 服务选择进行了讨论&

提出了一种考虑属性相似度和可信度的模糊自适应

C4.服务选择模型'根据模糊控制原理对用户非功

能属性功能性需求进行过滤和选择&确保了用户的

满意度&同时考虑反馈相似度和可信度提高了用户

服务选择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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