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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ife can form cells from atoms, and then form various plants and animals from cells. This paper dis-
cusses their connection algorith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dividual formation. It has been analyzed 
that the overall formation is made up of individuals connected to each other. By adapting to the 
overall goal, we choose the interconnection mode of these connected individuals. These adjustment 
layers that connect the individual output value states are then added to optimize the operation of 
multiple targets. And by using the function as the connection individual, the function of the function 
construction is to connect the whole, to simply explain its operation process. Thus through the in-
terface model, the overall structure can be automatically formed and optimized through tra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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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生命可以从原子形成细胞，再从细胞形成各种动植物。本文就从个体形成整体的角度，讨论它们的连接

算法。经过分析为，整体的形成是通过相互连接的个体构成。通过适应整体的目标，来选择这些连接个

体的相互连接模式。之后加入这些连接个体输出值状态的调整层，来优化多个目标的运行。然后通过以

函数为连接个体，函数构建形成的功能为连接整体，来简单说明它的运行过程，从而通过接口模型可以

达到，自动形成整体的结构，并且可以通过训练来进行优化的目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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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连接整体说明 

接口的连接就如同积木凹凸槽相互连接，通过连接形成形态各异的整体。当然接口也是多种多样，可以

像钉子固定两块物体，胶水粘贴物体等，甚至输入和输出也可以看成是一种连接。而拥有输入和输出的连接

个体，可以形成输入和输出连通的整体。通过判断输入和输出的值是否都流经这些个体，来选择最短的连接

整体。之后再加入接口状态值，可以用 0，1，−1 分别表示接口状态的正确，错误和未执行，将这些接口状

态值理解为调整层。调整层调整选择出来的连接整体，让它适应多种输入和输出，优化连接个体的形成过程。 
通过输入和输出方式进行连接，最容易想到的是编程里面的各种方法函数。把一个函数看成是连接

的单体，把输入方法的参数作为输入的值，方法的返回值作为输出的值[1]。那么不同方法之间可以通过

值连通，间接地实现方法之间的连接。多个方法函数的相互连接形成整体，这个整体就是我们要完成某

一项任务的整体。形成整体的过程就像蚂蚁寻找食物一样，一开始先随机不重复路径地寻找，蚂蚁找到

食物后，就用信息素加强食物和巢穴之间的路径。对应着方法连接里面的，如果方法少的话就遍历一遍

方法的不同连接组合，如果方法多的话就提取一定量的随机不重复的组合[2]。之后保留输入和输出值流

经的方法，去掉其它没有都值流经的方法，就是想要的连接输入和输出的方法整体。 
随着输入和输出的增多，到达这些输入和输出的链路就会形成一个网络，类似于黏菌形成的食物网

络，或者城市里面的道路网络[3]。虽然这些网络可以到达每个点，但它并不具备单条链路那么明确的起

始和结果对应关系。比如你想要从一个起始点到达一个结果点，那么通过这个网络它可能会给出很多条

到达的方式。它并没有很明确地告诉你哪条是最优的。想要得到最优的路线，如果你单纯地用距离最短

的条件来判断，随着其它条件的加入这个判断也会失效，比如是否堵车，是否车辆通行等。因此每一种

连接个体形成的整体就需要加上很多各自的判断条件。 
要是把上面的判断条件看成是由很多基础判断条件形成的整体，那么通过这些基础判断条件形成的

判断整体，就可以拼接形成适应多个输入和输出的模式。也就是把判断条件的形成，也当成一个整体来

形成。按照这种思路，任意选择其中的一个输入点和输出点，在训练接口连接的同时也训练判断条件的

整体连接就可以实现最短链路的选择。但会出现问题，因为判断条件并不拥有类似于接口一样的可以相

互连接，因此需要把判断条件转换为公共的连接单元—数值的连接。用数字 1，−1，0 来表示判断条件的

正确，错误和未执行状态。然后定义 1，−1，0 组合或者相消的连接规则。这样就相当于所有的判断条件

都变成了 1，−1，0 状态链。而连接整体则以这个状态链为值，状态链的运行方法为基本连接单元。同理

可以把判断方法也用接口连接的方式来表示，并且参与到接口构建中。为了方便，把判断条件及 1，−1，
0 的状态值共同组成的层称为调整层。 

接下来就通过一个例子来说明调整层和形成层的相互作用。为了更加明确地表达，并且利于计算和

推导，把接口的连接转换为数字的运算。连接的方法就变成数字运算的方法，比如加，减，乘，除，求

平均等。值的连接就变成了数字的传递，起始的输入就是起始的数字，结果的输出就是运算的结果。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airr.2019.84024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林烨斌 
 

 

DOI: 10.12677/airr.2019.84024 221 人工智能与机器人研究 
 

2. 自动调用公式 

2.1. 例子 

我们用 excel 表格统计各种数据时，经常会用到公式来计算结果。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很好地使用公

式，选择什么区域，选择哪些方法等都会困扰初学的使用。如果用接口模型的话，就可以实现只要选择

起始区域的数据和结果区域的数据。它就可以直接调用库内的函数，通过连接形成公式整体来完成计算。

先来做个 excel 简单的例子：比如需要统计某个班级学生各门成绩的总和和平均值。现在拥有的数据是前

面几次已经统计完成的表格作为训练值。训练只提供学生各门的成绩，根据训练的结果自动求出结果。

如下图 1 所示： 
 

 
Figure 1. Data statistics 
图 1. 数据统计 

2.2. 形成层 

分析上面的例子，它存在着加法和求平均值两个运算方法。输入的数值为 math，Chinese，history，
extra，pass 这 5 种数据，并且存在 extra，pass 这 2 种干扰数据。输出的数值为求和的值。因此模型的接

口包含两个输入接口和一个输出接口的加法，两个输入接口和一个输出接口的求平均值。求平均值的输

入是两个数据，并且记录它的个数长度，然后根据长度和值计算平均值。如果数据不多，就直接遍历运

行。第一次运算，5 种数据两两组合再和加法组合，有 25 种组合。第二次运算，有 30 * 30 种组合。第

二次运算完成的时候，已经可以匹配到求和的结果了。之后通过选择起始的值和结果的值都流入的方法，

去掉其它的方法，得到到达这个结果的方法组合。求和运算完成后，求平均值的方法也作类似的运算。

把上面的运行模式成为形成层，可以简单概括为：拥有输入值并且调用方法库来形成结果值，通过接口

值筛选形成的方法整体[4]。如下图 2： 
 

 
Figure 2. Formation of a layer structure 
图 2. 形成层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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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运行一次获得它的形成整体，接下来几次运行优先调用方向对的整体。如果能够到达求和的结果，

就不作改变，如果没有到达求和的结果，就再次进行组合，并且把新的组合也进行记录。这样处理后就

可以得到这个输入和输出的运算方法组合。但组合的结果可能会比较混乱，求和与求平均值的结果混在

一起，甚至包括很多的分支，因此需要进一步优化。 

2.3. 调整层 

为了处理混乱的结果，先把每组数据的运算状态记录下来。用 1，−1，0 来表示每个公式数值的状态，

1 表示正确，−1 表示错误，0 表示没有运行。运行求和的时候争取使用了求和公式则记录值为 1。运行求

和的时候却运行了求平均的公式，则记录值为−1，0 表示没有被运行。为了获得更多可以相互区分的值，

这里也一同把数值的附带信息，如 math，Chinese 等的信息一同用 1，−1，0 来表示。这样每个同学的成

绩都运算一遍之后，方法组合里面的每个值就会形成各自的一长串的 1，−1，0 的状态链。 
查看这些状态链，从单个方法分析，如果把方法的输出状态链−1 变成 0，就是我们想要的正确的输出

结果。把这个修改后的状态链作为结果值，同时把方法输入值的状态链和它附带信息的状态链作为输入的

值，加上对这个状态链进行处理的规则，就可以构成一个连接模式。方法处理包括对状态链进行叠加(1 与

−1 为 1，1 与 1 为 1，0 与−1 为−1，0 与 1 为 1)，相消(1 与−1 为−1，1 与 1 为 1，0 与−1 为−1，0 与 1 为 0)
等方法来连接状态链。通过输入值的状态链和连接方法，形成与结果最匹配的值作为调整值，就是一个完

整的接口连接模型。结果匹配原则一般是可多不能少，需要包含结果状态链里面的每一个 1。这样提取出

最接近的值就是这个模型的调整方法。把上面这种状态链插入的运行模式称为调整层，概括他的运行过程

为：把判断信息转换为状态链，然后做跟形成层类似的方法构建和结果选择模式。如下图 3： 
 

 
Figure 3. Adjustment layer structure 
图 3. 调整层结构 
 

宏观分析，状态链的作用就是信息的拼凑。比如对拥有 math 的信息、拥有 Chinese 和拥有 history 的

信息进行拼凑，可以得出求和的状态链路。而平时运行的时候，只有同时出现求和的状态信息为 1 和分

项状态信息为 1 的时候才会运行。如果出现的是求平均值，那么就不会运行这个组合，而只会运行求平

均值相应的组合。其它的优化还包括先形成整体的分支，通过状态链的匹配程度来避免多余的分支。根

据最佳匹配，一些完全被包含的分支则会因为没有被运行过而被删除。根据上述的方法就可以把上面混

乱的方法整体，调整为根据起始输入和输出选择最佳模式。 
根据随机组合的方式可以说很糟糕。一个最简单的加法以及很少的几个输入数字就会产生 30 * 30 种

组合。因此需要对其进行优化，优化的方法就是在它上面加上一个调整层，通过调整层的参数选择来减

少这种组合数量。比如调整层可以添加“结果相减是否大于 0”，“结果值是否包含求和的值”的判断

https://doi.org/10.12677/airr.2019.84024


林烨斌 
 

 

DOI: 10.12677/airr.2019.84024 223 人工智能与机器人研究 
 

条件。并且把 30 * 30 个组合都做一次调用，调整层根据判断条件的状态拼接出最匹配的判断对应关系。

这样处理后，相当于使用是否出现求和的输入值和是否大于 0 来组合判断。符合这个判断后，再运行相

应的方法，从而减少很多的多余运算。 
这里加入调整层看起来有些唐突。但是因为形成接口的基本连接单元是不同的，每个连接单元可能

都有自己的判断条件。因此没有办法用一个统一的判断模式来管理这些不同连接单元的整体。比如“是

否等于运行的值”可以认为是比较统一的判断条件，但还是会包含很多各异的判断条件，比如“基于向

量的方法”，判断条件也可能是“方向是否正确”，仅仅用值判断准确性也会降低很多。因此这里把判

断条件，也形成相同的构建模式，通过基础的判断条件，来形成适应个体的判断条件整体。 

2.4. 形成整体的调用和嵌套 

上来例子连接形成的“加法运算”或“平均运算”，也可以嵌入调整层。相当于加法或平均值运算

与它的调整层一起构成了一个简单的接口模型。而这个“加法的接口模型”又被整个模型调用。也就是

他们之间也可以相互调用，通过形成层和调整层形成接口模型。这个方法的输入和输出就是起始值和结

束值。通过值的连接可以跟别的接口模型一起调用形成更大的接口模型。同时小的方法也可也嵌入调整

层来形成小的接口模型。 
通过接口模型构建形成的方法相对于普通函数方法的优点有以下几点：1) 构建形成的方法可以在使

用的过程中让自己更加适应当前模式的运算。比如上面的构建后的加法运算，一直在运算求和环境下使

用，就不会运算超过结果和的组合。而如果在其它环境，也可以再次根据新环境来形成新的接口模式。

2) 他们可以根据初始数据和结果数据直接构建函数方法，不用人为地去掌握这些方法并且人为去调用。 
接口模型对数字的运算，并不是因为它本身拥有简化运算过程，或者是模拟各种函数的效果。它优

化的方法是使用各种现成的函数，组合连接形成实现运算结果的整体方法，并且通过调整层来进行优化

过程。可以说它是通过使用现有函数和相应配套规则，来达到对数字进行运算的目的。这种通过输入和

输出组合的接口连接模式，可以运用在未知函数的构建，甚至可以用在物质合成等领域[5]。 

3. 总结  

从个体形成到整体的优化算法，通过以接口单元为基础，构建形成整体。并且流经这些接口单元的

值作为选择的值，保留正确的值的接口连接。之后根据接口值运行的判断状态，并且把这些判断状态也

作为基础的连接单元，来形成判断整体。形成的判断整体可以对多个目标和多个分支的运行，进行最优

化的处理。通过以函数为单元，根据训练数据形成相应的函数功能整体，来说明它的运行模式。这样处

理后就形成了以基础连接单元，形成适应结果条件的连接整体，说明了个体形成整体采用的方法和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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