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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书介绍了数字纪念代币(DMC)，这是⼀种创新的区块链协议，通过结合通证化
技术、⼈⼯智能和实物资产整合，创建永久性数字纪念物。DMC代表了社会如何保存

记忆和纪念重要事件或个⼈⽅式的范式转变，利⽤了分布式账本技术的不可篡改特性。

该协议实施了⼀种创新的共识机制，称为记忆权益证明(Memory-Proof-of-Stake, MPoS)，
以及⼀种双通证经济模型，为⽹络参与者创造可持续的激励机制。本⽂详细概述了

DMC⽣态系统的技术架构、经济模型、治理结构和实际应⽤。通过整合先进的 AI代
理系统⽤于记忆管理和验证，DMC建⽴了⼀个健壮的框架，⽤于创建、维护和与数字

纪念物互动，将区块链表示与实体纪念品和历史意义连接起来。在当前数字化转型的

时代，DMC不仅提供了⼀种技术解决⽅案，更代表了⼀种⽂化和社会实践的⾰新，赋

予⼈类记忆以新的存在形式和永恒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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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在⼈类⽂明的⻓河中，记忆和纪念⼀直扮演着不可替代的⻆⾊。从最初的⼝⽿相传，到⽯碑铭

⽂、纸质档案，再到现代的数字数据库，⼈类不断寻求更持久、更可靠的⽅式来保存珍贵的记

忆。然⽽，随着数字时代的迅猛发展，传统的记忆保存⽅法⾯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数据易失

性、集中存储的脆弱性、真实性难以验证，以及随着技术演进⽽导致的格式过时等问题。 

数字纪念代币(DMC)的诞⽣，正是为了应对这些挑战，利⽤区块链技术的不可篡改账本、密码
学安全和分布式共识机制，创建⼀个去中⼼化的纪念协议，彻底改变我们保存和传承记忆的⽅

式。DMC不仅是⼀种技术创新，更是⼀种⽂化和社会实践的⾰新，它使纪念物在数字时代获
得了新的存在形式和意义。 

1.1 项⽬背景与愿景 

在当今社会，数字化已经深刻改变了⼈们的⽣活⽅式。照⽚存储在云端，通讯通过数字媒介，

甚⾄个⼈⾝份也越来越多地通过数字⽅式呈现。然⽽，这种数字化转型也带来了新的挑战：数

据可能因为服务商关闭⽽丢失，中⼼化存储⾯临⿊客攻击和系统故障的⻛险，数字内容可被轻

易篡改⽽难以辨别真伪。 

DMC的愿景是创建⼀个永恒的数字纪念⽣态系统，在这个系统中： 

• 重要记忆可以永久保存，不受技术更迭和商业机构存续的限制 

• 数字纪念物的真实性和来源可以通过密码学证明被验证 

• 实体纪念品可以与其数字表示安全地链接，形成跨越物理与数字世界的纪念体验 

• 个⼈和社区可以⾃主控制他们的集体记忆，不依赖于单⼀实体 

1.2 核⼼技术融合 

DMC的核⼼创新在于整合三个关键技术领域： 

1. 基于区块链的不可篡改记录保存 

区块链技术为 DMC提供了⼀个分布式、不可篡改的记录系统，确保⼀旦纪念数据被记录，就
⽆法被删除或篡改。通过将传统区块链与有向⽆环图(DAG)结构相结合，DMC优化了数据存
储，实现了⾼吞吐量和永久性的平衡。此外，DMC还采⽤了创新的共识机制——记忆权益证
明(MPoS)，这种机制专为纪念资产的验证和保存⽽设计，确保⽹络参与者有动⼒维护记录的
完整性和永久性。 

2. ⼈⼯智能代理 

DMC集成了专⻔设计的 AI代理系统，这些系统执⾏纪念资产的管理、验证和上下⽂丰富等关
键功能。这些 AI代理不仅能够验证纪念物的真实性，还能提供历史背景、⽂化联系和相关信
息，丰富纪念体验。AI 代理通过多模态分析（⽂本、图像、⾳频等）识别虚假或篡改的内容，
确保纪念资产的真实性。此外，它们还能根据⽤户偏好和历史交互，提供个性化的纪念体验。 



3. 实物资产(RWA)通证化 

DMC建⽴了⼀个强⼤的桥接系统，将实体纪念品与其数字表示连接起来。通过多种识别⽅法
（如加密标签、⽣物特征指纹、空间锚定等），DMC确保实体物品与数字代币之间的可验证链
接。这种连接使得实体纪念品的所有权、真实性和历史可以在区块链上被永久记录和验证，同

时通过数字表示扩展了实体物品的功能和价值。 

这三种技术的融合创造了⼀个前所未有的数字纪念⽣态系统，它不仅解决了传统记忆保存⽅法

的局限性，还开辟了全新的可能性，使记忆能够跨越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永久保存和传承。 

1.3 服务对象与社会价值 

DMC协议设计为服务多种利益相关者，满⾜不同的纪念需求： 

• 个⼈⽤户可以为逝去的亲⼈创建永久数字纪念物，包含照⽚、视频、故事和个⼈意义

的物品，这些内容将被永久保存，不受平台变更或技术更迭的影响。 

• ⽂化机构（如博物馆、档案馆、图书馆）可以将珍贵的⽂物和历史记录以数字形式保

存和分享，通过区块链确保其真实性和永久性，同时通过 AI丰富其背景和意义。 

• 社区组织可以记录集体记忆和重要事件，如社区历史、重⼤⾃然灾害、社会运动等，

创建⼀个由社区共同维护的历史档案。 

• 研究⼈员可以访问具有可验证来源的历史记录，这些记录的真实性和完整性由区块链

保证，为学术研究提供可靠的数据源。 

• 企业实体可以保存其发展历程、重要⾥程碑和创新成就，构建企业⽂化和品牌认同的

数字基础。 

DMC的社会价值远超出技术创新的范畴。通过创建⼀个去中⼼化的记忆保存基础设施，DMC
有助于： 

• ⽂化遗产保护：防⽌珍贵的⽂化记忆因技术过时、⾃然灾害或⼈为破坏⽽丢失 

• 历史真实性：通过不可篡改的记录和多⽅验证，抵制历史修正主义和虚假信息 

• 集体记忆形成：促进社区成员共同参与记忆的创建和保存，增强社区认同感 

• 跨代沟通：建⽴⼀座桥梁，使未来世代能够真实了解当前和过去的历史、⽂化和个⼈

故事 

• 数字主权：赋予个⼈和社区对其记忆的控制权，减少对中⼼化平台的依赖 

在数字时代，DMC不仅是⼀种保存记忆的技术⼯具，更是⼀种社会实践的变⾰，它重新定义
了记忆如何被创建、验证、保存和传承，为⼈类共同的⽂化遗产保护做出贡献。 



2. 技术架构 

数字纪念代币(DMC)的技术架构是⼀个多层次、⾼度集成的系统，专为纪念资产的创建、验证
和永久保存⽽设计。本章将详细阐述 DMC的技术基础，包括区块链层、共识机制和整体系统
架构，以展示如何通过创新技术实现记忆的永久保存。 

2.1 区块链层 

DMC区块链层是整个系统的基础，它提供了⼀个安全、可扩展、⾼效的分布式账本，专为纪
念资产的特殊需求⽽优化。 

2.1.1 核⼼区块链结构 

DMC 采⽤了⼀种混合架构，结合了传统区块链的安全性和有向⽆环图(DAG)的⾼吞吐量特性。
这种创新设计使 DMC能够同时实现两个看似⽭盾的⽬标：⾼交易处理能⼒和数据永久性。 

有向⽆环图(DAG)与区块链集成： 

DMC的区块链结构将交易组织在⼀个主链和多个侧链中。主链包含区块头和关键元数据，⽽
⼤量的纪念数据通过 DAG结构进⾏组织和链接。这种⽅法允许系统在保持强⼀致性的同时，
实现并⾏处理多个交易。 

Plain Text 
主链结构： 
Block { 
    Header { 
        prevBlockHash: 前一个区块的哈希值 
        merkleRoot: 主数据 Merkle树根 
        dagRoot: DAG结构根 
        timestamp: 时间戳 
        difficulty: 难度目标 
        nonce: 随机数 
    } 
    TransactionCount: 交易数量 
    MemorialDataRefs: 纪念数据引用 
} 
DAG结构： 
Transaction { 
    txId: 交易 ID 
    inputs: [输入引用] 
    outputs: [输出] 
    memorialData: 纪念数据 
    verificationProofs: 验证证明 
    signatures: 数字签名 



} 

这种结构使 DMC能够有效处理⼤量的纪念资产交易，同时确保数据的永久性和⼀致性。主链
提供了不可篡改的时间戳和顺序保证，⽽ DAG结构则提供了⾼交易吞吐量和并⾏处理能⼒。 

2.1.2 区块结构与数据组织 

DMC区块中包含了专⻔为纪念资产设计的数据结构，每个区块不仅记录了标准的交易信息，
还包含了纪念特定的元素： 

区块头部： 

• 标准头部元素（前⼀个区块哈希、时间戳、难度⽬标、随机数） 

• 纪念数据Merkle根：所有纪念数据的哈希树根 

• AI验证签名集合：由 AI代理进⾏的验证结果 

• 实物资产证明引⽤：链接到实物纪念品的证明 

• 记忆信任度分数：该区块中纪念数据的综合信任度 

纪念数据组织： 

纪念数据通过⼀种分层的Merkle树结构组织，允许⾼效验证和部分数据检索： 

Plain Text 
MemorialMerkleTree { 
    Root: 所有纪念数据的根哈希 
    MemorialNodes: [ 
        { 
            assetId: 纪念资产 ID 
            contentRef: 内容引用（IPFS/Arweave） 
            metadataHash: 元数据哈希 
            verificationPath: 验证路径 
        } 
    ] 
} 

这种结构允许验证者⾼效地验证特定纪念资产是否被包含在区块链中，⽽⽆需下载全部数据。

同时，它还⽀持"轻客户端"验证，使移动设备等资源受限的设备也能验证纪念资产的真实性。 

2.1.3 存储策略与数据持久性 

DMC实施了⼀种创新的分层存储策略，平衡了区块链的规模和数据的永久性： 

链上存储： 

• 纪念资产元数据 



• 所有权和权限信息 

• 验证记录和签名 

• 来源记录的哈希证明 

• 实物资产链接的关键标识符 

去中⼼化存储集成： 对于⼤型纪念数据（如⾼分辨率图像、视频、3D扫描等），DMC与多个
去中⼼化存储⽹络集成： 

• IPFS（星际⽂件系统）⽤于内容寻址和分布式存储 

• Arweave⽤于永久性存储保证 

• Filecoin⽤于激励⻓期存储 

DMC 通过智能合约实现了⼀种⾃动化机制，定期验证存储在这些⽹络上的纪念数据的可⽤性。
如果检测到可⽤性降低，系统会⾃动创建额外的副本或迁移到其他存储解决⽅案。 

数据持久性保证： 

DMC⽹络内建了⼀个数据持久性保证机制，通过经济激励确保重要纪念数据永久保存： 

Plain Text 
持久性保证金 = 基础保证金 × 数据大小 × 重要性因子 × 目标存储年限^0.7 

这种保证⾦机制确保了即使在⽹络参与者变化的情况下，重要纪念数据也能得到持续存储和验

证。 

2.1.4 ⽹络参数与性能特性 

DMC⽹络的技术参数经过精⼼设计，以平衡安全性、吞吐量和⽤户体验： 

• ⽬标区块时间：15秒，提供较快的交易确认⽽不牺牲安全性 

• 区块⼤⼩：动态调整，软上限为 5MB，根据⽹络负载⾃动调整 

• 交易吞吐量：理论最⼤约 3,000 TPS，实际稳定⽹络约 1,000 TPS 

• 确认时间：⼤多数交易在 45秒内达到三次确认 

• ⽹络延迟：全球节点间平均延迟<200毫秒 

这些参数使 DMC⽹络能够⾼效处理纪念资产交易，同时保持对终端⽤户友好的响应时间。 

2.2 记忆权益证明共识 

DMC的核⼼创新之⼀是记忆权益证明(MPoS)共识机制，这是⼀种专⻔为纪念资产保存设计的
协议，在传统权益证明(PoS)的基础上增加了特定于记忆验证和保存的组件。 



2.2.1 MPoS基本原理 

记忆权益证明是⼀种混合共识机制，结合了传统 PoS的经济安全性和专为记忆保存设计的新
颖验证机制。在MPoS中，验证者不仅根据其权益⾦额被选中⽣产区块，还根据其"记忆信任
度"——⼀个反映验证者在保存和验证纪念记录⽅⾯可靠性的指标。 

这种⽅法确保了参与⽹络保护的验证者不仅有经济激励，还有专业能⼒和良好记录来处理宝贵

的纪念资产。MPoS的基本公式如下： 

𝑃(𝑣!) =
𝑆! ⋅ 𝑀!

"

∑#$%& 𝑆$ ⋅ 𝑀$"
 

其中： 

• 𝑃(𝑣!) 是验证者𝑖被选中的概率 

• 𝑆! 是验证者𝑖的权益⾦额 

• 𝑀! 是验证者𝑖的记忆信任度分数 

• 𝛼 是记忆加权因⼦(可调节的协议参数) 

• 𝑛 是活跃验证者的总数 

这种选择机制⿎励验证者不仅要质押 DMC代币，还要建⽴良好的纪念验证记录，为⽹络的整
体安全性和可靠性做出贡献。 

2.2.2 记忆信任度计算 

记忆信任度分数是MPoS中的关键创新，它量化了验证者在处理纪念资产⽅⾯的能⼒和可靠
性。该分数通过复杂的多因素评估计算得出： 

𝑀! =
1
𝑘/

'

$%&
0𝜔& ⋅ 𝑉!$ + 𝜔( ⋅ 𝐴!$ + 𝜔) ⋅ 𝐶!$6 

 

其中： 

• 𝑉!$ 是第𝑗个评估期内验证者𝑖的纪念记录验证准确性 

• 𝐴!$ 是第𝑗个评估期内验证者𝑖的纪念数据可⽤性维护得分 

• 𝐶!$ 是第𝑗个评估期内验证者𝑖的上下⽂贡献分数 

• 𝜔&, 𝜔(, 𝜔) 是各因素的权重系数 

• 𝑘 是评估的时间窗⼝(通常为 100个纪念验证周期) 

验证准确性(V) 衡量验证者正确验证纪念资产真实性的能⼒。它通过以下⽅式计算： 

𝑉!$ =
𝑇𝑃!$ + 𝑇𝑁!$

𝑇𝑃!$ + 𝐹𝑃!$ + 𝑇𝑁!$ + 𝐹𝑁!$
 



其中 TP、TN、FP、FN分别代表真阳性、真阴性、假阳性和假阴性验证结果。 

可⽤性维护(A) 评估验证者保持纪念数据可访问性的表现： 

A{+,} =	
1

>M{+,}>
/

./	∈2{"#}3{456+768+7+9:};/,9#=

 

其中𝑀!$是验证者𝑖在期间𝑗负责的纪念资产集合，{Availability}是可⽤性测量函数。 

上下⽂贡献(C) 量化验证者为纪念资产添加有价值上下⽂信息的能⼒： 

C{+,} =	
1

>E{+,}>
/

.>	∈?{"#}3{@67A>}(>)

⋅ {Relevance}(e) 

其中𝐸!$是验证者𝑖在期间𝑗提供的上下⽂丰富集合，{Value}和{Relevance}分别评估其价值和
相关性。 

记忆信任度得分在⽹络中公开，验证者可以通过提⾼其验证质量、维护数据可⽤性和提供有价

值的上下⽂信息来提升其分数。 

2.2.3 验证过程详解 

纪念资产在 DMC⽹络中的验证是⼀个多阶段、多⽅参与的复杂过程，确保了⾼度的安全性和
可靠性： 

1. 提案阶段 

当⽤户提交新的纪念资产时，资产⾸先进⼊提案阶段。这⼀阶段包括： 

• 元数据提取和规范化 

• 初步格式和完整性检查 

• 资产分类和路由到适当的验证队列 

• ⽣成验证⼯作的初步计划 

2. 验证阶段 

验证阶段是整个过程的核⼼，包括多层验证： 

• AI验证层：专⻔的神经⽹络分析纪念资产的各个⽅⾯： 

￮ 内容真实性评估 

￮ 元数据⼀致性检查 

￮ 历史上下⽂匹配 

￮ 篡改和⽣成内容检测 

• ⼈类验证层：选定的验证者执⾏更深⼊的验证： 



￮ 专业知识应⽤(如历史学家验证历史⽂物) 

￮ 主观质量评估 

￮ ⽂化和伦理考量 

￮ 解决 AI验证中的边界情况 

• 共识验证层：多个验证者协作验证，应⽤不同专业知识： 

￮ 加权多签名验证 

￮ 协作证明⽣成 

￮ 对分歧的调解和解决 

3. 共识阶段 

共识阶段使⽤⼀种基于拜占庭容错(BFT)的协议，使验证者可以就纪念记录的状态达成⼀致： 

Plain Text 
共识过程： 
1. 准备阶段：验证者发布其对纪念资产的初步评估 
2. 提交阶段：验证者对评估进行加权投票 
3. 最终确认：当权重超过阈值(通常为 67%)时达成共识 
4. 分歧解决：如有重大分歧，启动更深入的验证过程 

这种多层次共识确保了即使在部分验证者试图引⼊虚假信息的情况下，系统也能维持真实性。 

4. 最终阶段 

⼀旦达成共识，纪念记录将永久提交到区块链： 

• ⽣成最终的验证证明 

• 更新资产的元数据和状态 

• 创建时间证明链接 

• 分配永久存储保证⾦ 

• 实施访问控制策略 

2.2.4 时间完整性验证 

DMC实现了⼀种创新的时间完整性验证机制，确保纪念记录随着时间的推移保持不变和可验
证： 



{TemporalIntegrity}(m) = 	 Y
{9}{D6EF}({G7HIJ}")

{+%&}

⊕ {Hash}(m) 

其中： 

• 𝑚 是纪念记录 

• 𝑡 是后续区块的数量 

• ⊕ 是 XOR操作 

• {Hash} 是安全的加密哈希函数 

这种机制创建了⼀种"累积哈希链"，随着每个新区块的添加⽽加强纪念记录的不可变性。它确
保过去的纪念记录⽆法在不改变整个后续区块链的情况下被修改。 

为了进⼀步增强安全性，DMC定期在公共区块链(如⽐特币和以太坊)上锚定其状态，创建跨
链验证点。这些锚定点提供了额外的安全层，确保即使 DMC⽹络本⾝受到攻击，纪念记录的
完整性也能得到验证。 

2.3 系统架构 

DMC系统架构采⽤模块化、分层设计，使各组件能够独⽴演化同时保持整体集成。这种架构
⽀持 DMC⽣态系统的所有功能，从核⼼区块链操作到⽤户应⽤程序。 

2.3.1 核⼼架构层 

DMC系统由五个主要层组成，每⼀层都有特定功能： 

 

1. 基础共识层 

基础共识层是整个系统的基础，实现核⼼区块链功能： 

• 记忆权益证明(MPoS)共识机制 



• 交易验证和区块⽣成 

• ⽹络通信和点对点协议 

• 密码学原语和安全基础 

该层使⽤⾼性能编程语⾔(如 Rust)实现，优化了吞吐量和安全性。它包括专⻔的优化，如并⾏
交易处理、状态分⽚和增量状态树，以处理⾼交易量的纪念操作。 

2. 纪念资产层 

纪念资产层管理与纪念资产相关的所有功能： 

• 资产通证化框架 

• 元数据标准和验证规则 

• 永久性保证机制 

• 来源跟踪和验证 

• 分类和索引系统 

该层实现了 DMC的核⼼业务逻辑，定义了创建、验证和管理纪念资产的规则和过程。它使⽤
基于⻆⾊的访问控制，确保只有授权实体才能修改纪念记录。 

3. AI集成层 

AI集成层托管和协调 DMC⽣态系统中的⼈⼯智能组件： 

• 记忆代理管理系统 

• 神经验证⽹络 

• 上下⽂丰富引擎 

• 代理协作框架 

• 学习和适应机制 

该层采⽤异构计算架构，结合 CPU和 GPU处理能⼒，实现⾼效的 AI操作。它通过标准 API
与其他层交互，允许 AI组件不断改进⽽不中断系统运⾏。 

4. RWA桥接层 

RWA(实物资产)桥接层连接数字表示和物理纪念品： 

• 物理-数字映射协议 

• 预⾔机⽹络接⼝ 

• 认证和验证框架 

• 跨媒介引⽤系统 



• 法律合规性检查 

该层实现了⼀套复杂的验证⽅法，确保声称代表特定物理物品的数字资产确实是真实的。它集

成了多种识别技术，从传统的条形码和 RFID到更先进的分⼦标记和 3D结构扫描。 

5. 应⽤层 

应⽤层为终端⽤户和开发者提供与 DMC⽣态系统交互的接⼝： 

• ⽤户钱包和⾝份系统 

• 开发者 API和 SDK 

• 纪念浏览和搜索⼯具 

• 集成和插件框架 

• 数据可视化⼯具 

该层采⽤现代Web3架构，⽀持去中⼼化应⽤(dApps)的开发。它提供了丰富的 API集，允许
第三⽅开发者创建基于 DMC协议的创新应⽤。 

2.3.2 数据流与处理模型 

DMC系统中的数据遵循⼀个结构化的流程，从创建到存储和访问： 

Plain Text 
数据流程： 
1. 采集：从用户输入或外部系统捕获纪念数据 
2. 预处理：格式标准化、元数据提取、内容分析 
3. 验证：通过 AI和人类验证者确认真实性和完整性 
4. 共识：验证者就数据状态达成一致 
5. 存储：数据分布存储在链上和去中心化存储网络 
6. 索引：创建元数据索引以支持高效查询 
7. 访问：通过权限控制机制管理数据访问 

DMC采⽤⼀种混合处理模型，结合了批处理和流处理⽅法，以优化不同类型的操作： 

• 流处理⽤于实时验证和快速响应交易 

• 批处理⽤于复杂的 AI分析和⼤规模数据迁移 

这种混合⽅法使系统能够有效地处理从⼩型个⼈纪念物到⼤型⽂化遗产数字化项⽬的各种⼯作

负载。 

2.3.3 互操作性框架 

DMC设计为⼀个开放的、互联的系统，能够与⼴泛的区块链⽣态系统和外部系统交互。互操
作性框架是实现这⼀⽬标的关键组件。 



跨链通信 

DMC实现了多种跨链通信机制： 

• 原⼦交换：允许 DMC代币和其他区块链资产之间的安全交换，遵循哈希时间锁合约
(HTLC)协议 

• 状态通道：为频繁的纪念数据操作提供⾼吞吐量的链下解决⽅案，只在通道开启和关

闭时与主链交互 

• 桥接合约：与主要区块链（如以太坊、波卡、Cosmos等）建⽴双向连接，允许资产
和数据的跨链移动 

通⽤状态验证协议 

DMC的跨链互操作性建⽴在⼀个形式化的通⽤状态验证协议基础上： 

σ0S{K2L}, S{M}6 = 	 {Verify} cπ, H0S{K2L}6, H0S{M}6e 

其中： 

• 𝑆NOP  是 DMC链状态 

• 𝑆Q 是外部链状态 

• 𝜎 是验证函数 

• 𝜋 是状态转换证明 

• 𝐻 是加密哈希函数 

这个协议使⽤零知识证明技术，允许⼀个链上的合约验证另⼀个链上的状态，⽽⽆需访问完整

的状态数据。 

外部系统集成 

除了区块链互操作性，DMC还提供了与各种外部系统的标准化接⼝： 

• ⾝份系统：与⾃主⾝份标准(DID)集成，⽀持W3C验证凭证 

• 传统数据库：通过安全⽹关连接到现有的机构记录系统 

• 物联⽹设备：与⽀持物理纪念品监控的传感器和设备集成 

• 媒体存档：与专业媒体保存系统连接，确保⾼质量媒体资产的完整性 

这种全⾯的互操作性使 DMC能够作为⼀个连接不同记忆保存系统的中枢，创建⼀个统⼀的、
可验证的纪念资产⽣态系统。 

2.3.4 扩展性策略 

为了适应不断增⻓的⽤户群和纪念资产数量，DMC实施了全⾯的扩展性策略： 

⽔平扩展 



DMC⽹络采⽤分⽚架构，将⼯作负载分布在专⻔的分⽚上： 

• 验证分⽚：专注于特定类型纪念资产的验证 

• 存储分⽚：优化特定数据类型的存储 

• 处理分⽚：为 AI操作和复杂计算提供计算资源 

分⽚之间使⽤跨分⽚通信协议进⾏协调，保持全局⼀致性的同时提⾼并⾏处理能⼒。 

垂直扩展 

每个 DMC节点都可以根据其⻆⾊和能⼒进⾏配置： 

• 轻型节点：⽤于低资源设备，仅处理最⼩验证 

• 标准节点：平衡的配置，适合⼤多数验证者 

• ⾼性能节点：具有⾼级硬件加速(GPU/TPU)的 AI验证节点 

• 存储节点：优化存储容量和检索速度 

这种灵活性使⽹络参与者能够根据⾃⼰的资源和专业知识做出贡献。 

层次扩展 

DMC采⽤多层扩展⽅法，将不同类型的操作分流到适当的层： 

• 第 1层：核⼼区块链，处理验证和共识 

• 第 2层：状态通道和侧链，处理⾼频和低价值交易 

• 存储层：去中⼼化存储⽹络，处理⼤型媒体资产 

• 计算层：分布式计算⽹络，处理 AI验证和复杂分析 

通过这种分层⽅法，DMC⽹络可以⽀持从个⼈纪念到⼤规模⽂化遗产保存项⽬的各种⽤例，
同时保持安全性和可靠性。 

3. 通证经济学 

DMC的经济模型精⼼设计，旨在创建⼀个可持续的⽣态系统，激励所有参与者⻓期贡献于纪
念资产的创建、验证和保存。本章详细阐述 DMC的通证经济学，包括通证模型、效⽤函数和
货币政策。 



 

3.1 双通证模型 

DMC⽣态系统采⽤双通证模型，将⽹络效⽤与纪念资产表示分离，这种设计允许灵活性和专
业化，同时保持系统的整体稳定性。 

3.1.1 DMC功能型代币 

DMC代币是⽹络的原⽣功能型代币，具有多种⽤途和特性，是整个⽣态系统的基础货币和治
理⼯具。 

功能与⽤途 

DMC代币在⽹络中服务于多个关键功能： 

1. 权益质押：验证者通过质押 DMC代币参与⽹络共识和安全维护。最⼩质押要求根据⽹
络发展阶段动态调整，初始设定为 10,000 DMC。权益质押不仅为验证者赚取奖励，还赋予他
们在⽹络中的投票权重。 

2. 治理投票：DMC持有者可以参与协议治理决策，包括技术升级、经济参数调整和资源
分配。投票权重通过⼆次⽅函数计算，平衡了⼤⼩持有者的影响⼒： 

{VotingPower} = 	k{TokensHeld	 × ReputationScore} 

3. 费⽤⽀付：创建、验证和更新纪念资产需要⽀付 DMC代币作为⽹络费⽤。这些费⽤按
照资产复杂性和存储需求动态计算： 

𝐹𝑒𝑒 = 𝐵𝑎𝑠𝑒𝐹𝑒𝑒 × (1 + 𝐶𝑜𝑚𝑝𝑙𝑒𝑥𝑖𝑡𝑦𝐹𝑎𝑐𝑡𝑜𝑟 × 𝑆𝑡𝑜𝑟𝑎𝑔𝑒𝐹𝑎𝑐𝑡𝑜𝑟) 



4. 验证激励：验证者和 AI代理根据其贡献获得 DMC代币奖励，包括区块⽣产、纪念验
证和上下⽂丰富。奖励分配遵循精⼼设计的公式，考虑⼯作难度、质量和⽹络需求。 

5. 访问控制：某些⾼级纪念服务需要持有或⽀付 DMC代币，如专业验证、⾼优先级处理
和扩展存储期限。 

代币供应与分配 

DMC代币的总初始供应量为 2亿枚，按照以下⽅式分配： 

• 公共销售：30%，通过多轮公开销售提供，确保⼴泛分布 

• ⽣态系统基⾦：25%，⽤于资助开发、集成和社区建设 

• 创始团队和顾问：15%，4年线性解锁，6个⽉锁定期 

• 基⾦会储备：20%，⽤于⻓期发展和战略伙伴关系 

• 验证者激励：10%，⽤于启动初始验证者⽹络 

DMC采⽤⼀种通胀模型，其初始年通胀率为 5%，并在 10年内逐渐降⾄ 1%，形成⼀个逐渐
减缓的供应扩张： 

{年度发⾏量|(t) = 	 {初始供应量| × IR ⋅ e{ST9} 

其中： 

• 𝐼R 是初始通胀率(5%) 

• 𝜆 是衰减因⼦(0.2) 

• 𝑡 是⾃主⽹启动以来的年数 

除了新铸造的代币外，⽹络费⽤的⼀部分会被销毁，创造通缩压⼒，特别是在⽹络使⽤率⾼的

时期。这种供需动态平衡旨在随着时间的推移创造价值，同时提供⾜够的流动性以⽀持⽹络功

能。 

3.1.2 纪念资产代币(MATs) 

纪念资产代币(MATs)是代表特定纪念资产的⾮同质化代币(NFTs)，是 DMC⽣态系统的核⼼产
品。每个MAT都是独特的，代表⼀个特定的纪念物，⽆论是数字原⽣的还是链接到实物纪念
品的。 

技术规范 

MATs基于 ERC-721标准，并添加了专⻔为纪念资产设计的扩展： 

Plain Text 
MemorialAssetToken { 
    // 标准 ERC-721元素 
    uint256 tokenId; 



    address owner; 
 
    // 纪念特定扩展 
    bytes32 contentHash; 
    VerificationStatus status; 
    ProvenenanceChain provenance; 
    mapping(address => AccessRights) accessControl; 
    RWALinkage physicalAsset; 
    ContextualMetadata context; 
    uint256 lastVerificationTime; 
    address[] verifiers; 
} 

这些扩展使MATs能够存储丰富的元数据，维护验证历史，并与实物资产建⽴安全连接。 

MAT分类系统 

MATs根据其特性和⽤途分为⼏个主要类别： 

1. 个⼈纪念MATs：代表个⼈或家庭记忆，如家庭相册、个⼈⽇记或家族谱系 

2. 历史⽂物MATs：代表具有历史意义的物品，包括⽂件、照⽚或历史事件的记录 

3. ⽂化遗产MATs：表示⽂化传统、习俗和⾮物质⽂化遗产 

4. 集体记忆MATs：代表社区共享的经历和事件，如⾃然灾害档案或社区⾥程碑 

5. 机构MATs：代表组织和机构的官⽅记录和成就 

每个类别都有特定的验证要求、元数据标准和访问控制策略。 

价值确定因素 

MAT的价值由多种因素决定，这些因素共同形成了⼀个复杂的价值模型： 

𝑉OUV = 𝑓(𝐻,𝐴, 𝑅, 𝐶, 𝑆) 

其中： 

• 𝐻 是历史意义：物品的历史重要性和⽂化影响 

• 𝐴 是认证强度：验证过程的严格程度和可靠性 

• 𝑅 是稀有因⼦：物品的独特性和存在的类似物品数量 

• 𝐶 是上下⽂丰富度：提供的背景和相关信息的深度 

• 𝑆 是社会认可：社区和专家对物品价值的认可程度 

这个价值函数不仅影响MAT的市场价值，还决定了其在⽹络中的处理优先级和存储分配。 

⽣命周期管理 



每个MAT从创建到永久保存都遵循⼀个定义明确的⽣命周期： 

 

1. 创建：初始元数据提交和资产登记 

2. 验证：通过 AI和⼈类验证确认真实性 

3. 丰富：添加上下⽂信息和关联 

4. 发布：公开访问或受控分享 

5. 管理：定期重新验证和元数据更新 

6. 永久保存：⻓期存储和访问权保证 

DMC协议提供了⼯具和机制，管理MAT的整个⽣命周期，确保⻓期价值和可访问性。 

3.2 效⽤函数 

DMC的经济设计基于数学建模的参与者⾏为，通过精⼼设计的效⽤函数来分析和优化各类⽹
络利益相关者的决策。 

3.2.1 验证者效⽤函数 

验证者是 DMC⽹络的核⼼参与者，负责维护共识和验证纪念资产。他们的效⽤函数模拟了其
经济决策过程： 



𝑈W = 𝔼[𝑅W] − 𝐶W − 𝜌 ⋅ 𝜎W( 

 

其中： 

• 𝑈W 是验证者的总体效⽤ 

• 𝔼[𝑅W] 是预期奖励（包括区块奖励和交易费⽤） 

• 𝐶W 是运营成本（硬件、电⼒、带宽等） 

• 𝜌 是⻛险规避参数（验证者对⻛险的敏感度） 

• 𝜎W( 是奖励的⽅差（收⼊的不确定性） 

验证者根据此函数优化其策略，包括质押⾦额、硬件投资和验证专业化。通过经济模拟，协议

参数经过调整，使验证者激励与⽹络安全性和效率⽬标保持⼀致。 

预期奖励计算 

验证者的预期奖励由多个因素决定： 

𝔼[𝑅W] = 𝑃X ⋅ 𝐵Y +/
Z

$%&
𝑃W(𝑗) ⋅ 𝐹$ + 𝑆Y  

其中： 

• 𝑃X 是被选为区块⽣产者的概率 

• 𝐵Y 是区块奖励 

• 𝑃W(𝑗) 是验证纪念资产𝑗的概率 

• 𝐹$ 是验证资产𝑗的费⽤ 

• 𝑆Y 是权益奖励 

• 𝑚 是待验证的纪念资产数量 

这种复杂的奖励结构⿎励验证者不仅参与区块⽣产，还参与⾼质量的纪念资产验证。 

专业化和声誉效应 

DMC设计⿎励验证者专业化，专注于特定类型的纪念资产验证。随着验证者在特定类别中建
⽴声誉，他们的效率提⾼，从⽽增加奖励： 

𝑉[\\(𝑐) = 𝑉]^X[(𝑐) ⋅ 01 + 𝜆 ⋅ 𝑅𝑒𝑝(𝑐)6 

其中： 

• 𝑉[\\(𝑐) 是类别𝑐的有效验证率 

• 𝑉]^X[(𝑐) 是基础验证率 

• 𝜆 是声誉增益因⼦ 



• 𝑅𝑒𝑝(𝑐) 是在类别𝑐中的声誉分数 

这种专业化机制创建了⼀个验证者⽣态系统，其中不同的参与者在不同类型的纪念验证中表现

出优势，提⾼整体⽹络的效率和质量。 

3.2.2 纪念创建者效⽤函数 

纪念资产创建者（包括个⼈⽤户、⽂化机构和社区组织）是 DMC⽣态系统的关键贡献者。他
们的决策由以下效⽤函数建模： 

𝑈_ = 𝛽& ⋅ 𝑃 + 𝛽( ⋅ 𝐴 + 𝛽) ⋅ 𝑅 − 𝐶_  

 

其中： 

• 𝑈_ 是创建者的效⽤ 

• 𝑃 是预期永久性因⼦（资产⻓期保存的可能性） 

• 𝐴 是认证强度（资产真实性的确认度） 

• 𝑅 是认可潜⼒（可能获得的社会和历史认可） 

• 𝐶_ 是创建成本（包括⾦钱、时间和精⼒） 

• 𝛽&, 𝛽(, 𝛽) 是反映创建者个⼈偏好的权重 

不同类型的创建者有不同的偏好权重：个⼈可能重视认可，⽽机构可能更注重永久性。理解这

些差异有助于设计针对不同⽤户群体的有效激励。 

永久性因⼦ 

预期永久性是创建者重视的关键属性，它取决于多个⽹络特性： 

𝑃 = 𝑓0𝑆 , 𝑅a , 𝐸b, 𝐿_6 

其中： 

• 𝑆  是治理稳定性（⽹络⻓期稳定运⾏的可能性） 

• 𝑅a 是数据冗余（存储副本的数量和分布） 

• 𝐸b 是经济激励（⻓期存储的财务⽀持） 

• 𝐿_ 是法律保障（数据所有权和访问权的法律保护） 

DMC协议通过强⼤的技术设计、经济激励和法律框架最⼤化这⼀因⼦，吸引重视⻓期保存的
创建者。 

创建成本优化 

为了降低创建者的⼊⻔⻔槛，DMC实施了⼏种成本优化策略： 

1. 补贴计划：对特定类型的纪念资产（如濒危⽂化遗产）提供创建费⽤补贴 



2. 批量折扣：对⼤量相关纪念资产提供费⽤折扣，⿎励⼤型保存项⽬ 

3. 声誉折扣：根据创建者的历史贡献提供累进折扣 

4. 延期付款：允许⾼价值资产的创建费⽤分期⽀付 

这些策略帮助平衡创建者成本和⽹络可持续性，使 DMC对⼴泛的贡献者群体具有吸引⼒。 

3.2.3 记忆代理效⽤函数 

AI记忆代理是 DMC⽣态系统的独特组成部分，执⾏验证、丰富和管理纪念资产的关键功能。
这些代理的⾏为通过专⻔的效⽤函数建模： 

𝑈^ = 𝛾& ⋅ 𝑉 + 𝛾( ⋅ 𝐸 − 𝛾) ⋅ 𝐵 

其中： 

• 𝑈^ 是代理的效⽤ 

• 𝑉 是验证准确性（正确识别真实和虚假内容的能⼒） 

• 𝐸 是丰富贡献（添加有价值上下⽂的能⼒） 

• 𝐵 是计算资源消耗（处理能⼒和存储使⽤） 

• 𝛾&, 𝛾(, 𝛾) 是系统级权重参数 

这个效⽤函数指导代理的训练和优化，平衡准确性与效率。不同类型的代理具有不同的权重配

置，反映其专⻔功能。 

准确性与误报权衡 

验证代理⾯临准确性与误报率的关键权衡，通过 ROC曲线（接收者操作特性曲线）分析： 

{ROC} = 	f(TPR, FPR) 

其中： 

• TPR是真阳性率（正确识别真实内容） 

• FPR是假阳性率（错误标记真实内容为虚假） 

DMC 系统根据纪念资产的类型和重要性动态调整操作点，对⾼价值历史⽂物采⽤低误报设置，
对⼀般个⼈纪念采⽤更平衡的配置。 

资源分配优化 

记忆代理需要智能分配有限的计算资源。DMC使⽤⼀种多⽬标优化⽅法： 

\ max
{c%,c&,…,c'} ∑

{'}{()*+,}-)".
{"/%}

⋅ {Performance}(a+, r+) 

受限于：∑#!%& 𝑟! ≤ 𝑅fgf^h  

其中： 



• 𝑎! 是代理任务（验证等） 

• 𝑟! 是分配给任务𝑖的资源 

• 𝑅fgf^h 是可⽤资源总量 

• {Value} 是任务价值函数 

• {Performance} 是资源性能函数 

这种⽅法确保计算资源被⽤于最⾼价值的纪念操作，提⾼整体系统效率。 

3.3 货币政策 

DMC 实施⼀套全⾯的货币政策，旨在确保⻓期经济稳定性、⽹络安全和持续的纪念资产保存。
这些政策经过精⼼设计，为⽹络创造可持续的经济环境。 

3.3.1 代币发⾏机制 

DMC代币的发⾏遵循⼀个预定义的数学模型，平衡了早期⽹络增⻓需求和⻓期价值保存： 

𝑆(𝑡) = 𝑆R +�
f

R
𝐼(𝜏), 𝑑𝜏 

其中： 

• 𝑆(𝑡) 是在时间𝑡的总供应量 

• 𝑆! 是初始供应量（2亿 DMC） 

• 𝐼(𝜏) 是在时间𝜏的发⾏函数 

发⾏函数结合了⻓期衰减趋势和短期季节性调整： 

𝐼(𝑡) = 𝐼R ⋅ 𝑒Sif ⋅ �1 + 𝛿 ⋅ sin �
2𝜋𝑡
𝑇 �� 

其中： 

• 𝐼R 是初始发⾏率（总供应量的 5%/年） 

• 𝜆 是⻓期衰减因⼦（0.2） 

• 𝛿 是季节性调整因⼦（0.1） 

• 𝑇 是季节性周期（1年） 

季节性调整考虑了纪念活动的周期性模式，如年度纪念⽇、假⽇和⽂化活动，这些时期通常有

更⾼的纪念创建活动。 

发⾏分配 

新铸造的代币按照固定⽐例分配给⽹络参与者： 



• 60% 分配给验证者，基于其质押量和贡献 

• 20% 分配给 DMC基⾦会，⽤于开发和⽣态系统⽀持 

• 10% 分配给记忆代理操作者，基于验证和丰富贡献 

• 10% 分配给社区库，由治理投票决定⽤途 

这种结构确保⼤部分新代币流向积极维护⽹络的参与者，同时为持续发展提供资源。 

3.3.2 动态费⽤结构 

DMC⽹络费⽤使⽤动态模型计算，适应不同纪念资产的复杂性和⽹络条件： 

𝐹Z = 𝐹] ⋅ (1 + 𝜂 ⋅ 𝐶Z + 𝜃 ⋅ 𝑆Z) ⋅ 𝑁\ 

其中： 

• 𝐹Z 是纪念操作费⽤ 

• 𝐹] 是基础费⽤（随治理决策调整） 

• 𝐶Z 是纪念复杂性因⼦（基于数据⼤⼩和验证难度） 

• 𝑆Z 是存储持久性因⼦（基于请求的存储期限） 

• 𝜂, 𝜃 是调节权重 

• 𝑁\ 是⽹络拥塞因⼦（随⽹络利⽤率变化） 

⽹络拥塞因⼦动态调整，确保在⾼需求期间优先处理⾼价值交易： 

𝑁\ = 1 + 𝛼 ⋅ max00, 𝑈 − 𝑈f^Y`[f6 

 

其中： 

• 𝑈 是当前⽹络利⽤率 

• 𝑈f^Y`[f 是⽬标利⽤率（通常为 70%） 

• 𝛼 是拥塞敏感度参数 

费⽤分配与销毁 

收集的费⽤按如下⽅式分配： 

• 向验证者⽀付 50%作为处理奖励 

• 向参与验证的 AI代理⽀付 20% 

• 销毁 30%，创造通缩压⼒ 

在⽹络利⽤率⾼的期间，销毁⽐例会增加： 



{销毁率| =	\min00.7, 0.3	 + 	0.5	 ⋅ {⽹络利⽤率|6 

这种动态销毁机制在需求⾼的时期增加了 DMC代币的稀缺性，平衡了供应增⻓。 

3.3.3 权益经济学 

DMC的权益机制设计⽤于⿎励⻓期⽹络参与和稳定性。质押奖励通过⾮线性函数计算，优先
奖励⻓期验证者： 

𝑅(𝑠, 𝑡) = 𝑟] ⋅ 𝑠 ⋅ �1 + 𝜅 ⋅ ln �1 +
𝑡
𝜏�� 

其中： 

• 𝑅(𝑠, 𝑡) 是质押𝑠代币时间𝑡的奖励 

• 𝑟] 是基础奖励率（初始设置为年化 8%） 

• 𝜅 是时间偏好因⼦（0.5） 

• 𝜏 是时间缩放参数（30天） 

这个公式创造了⼀种对⻓期质押的偏好，与纪念保存的永久性本质⼀致。它⽣成⼀个随时间逐

渐增加的奖励曲线，但增⻓率减缓，避免过度奖励。 

验证者绑定期 

为了防⽌波动性并确保验证者对⽹络的⻓期承诺，DMC实施了分层解绑期： 

• 标准解绑：21天等待期 

• 快速解绑：7天等待期，但收取 10%提前解绑费 

• 紧急解绑：1天等待期，但收取 30%紧急费 

这种结构为验证者提供了灵活性，同时通过经济抑制因素⿎励稳定性。 

复合权益与委托 

DMC允许两种参与质押的⽅式： 

1. 直接验证： 

2. 运⾏完整节点并直接参与共识流程 

3. 委托质押：将 DMC代币委托给验证者，分享奖励但不运⾏节点 

委托系统扩⼤了参与范围，允许⼩型持有者参与⽹络安全并获得奖励。委托奖励按以下⽅式分

配： 

𝑅a = 𝑅W ⋅
𝑆a

𝑆W + ∑𝑆a
⋅ (1 − 𝑓W) 

其中： 



• 𝑅a 是委托者的奖励 

• 𝑅W 是验证者的总奖励 

• 𝑆a 是委托者的质押⾦额 

• 𝑆W 是验证者的⾃有质押⾦额 

• 𝑓W 是验证者的佣⾦率（受市场竞争约束） 

3.3.4 永久性保证⾦制度 

DMC的独特创新之⼀是永久性保证⾦制度，这是⼀种专⻔设计的经济机制，确保纪念资产的
⻓期保存： 

Dj =	D8 ⋅ s	 ⋅ {ImportanceScore}(m) ⋅ Y{k} 

其中： 

• 𝐷b 是特定纪念资产的永久性保证⾦ 

• 𝐷] 是基础保证⾦率 

• 𝑠 是资产⼤⼩乘数 

• {ImportanceScore} 是资产重要性评分函数 

• 𝑌 是⽬标保存年数 

• 𝛽 是时间缩放因⼦（通常为 0.7） 

创建者在创建纪念资产时⽀付这笔保证⾦，它被锁定在智能合约中，专⻔⽤于资产的⻓期存储

和验证。保证⾦收益⽤于⽀付存储提供者和验证者，确保资产的⻓期可访问性。 

重要性评分 

资产重要性通过多因素评估确定： 

{ImportanceScore}(m) = 	w& ⋅ H/ +	w( ⋅ C/ +	w) ⋅ S/ +	wl ⋅ V/ 

其中： 

• 𝐻Z 是历史价值（由专家评估） 

• 𝐶Z 是⽂化重要性（由社区投票确定） 

• 𝑆Z 是社会影响（基于使⽤和引⽤） 

• 𝑉Z 是验证强度（基于所应⽤的验证⽅法） 

• 𝑤&, 𝑤(, 𝑤), 𝑤l 是权重因⼦ 

⾼重要性分数会增加永久性保证⾦要求，但也提⾼了资产的保存优先级和防篡改保护。 



4 纪念资产协议 

纪念资产协议(Memorial Asset Protocol, MAP)是 DMC的核⼼技术组件，定义了创建、验证、
管理和访问数字纪念资产的标准和流程。本章深⼊探讨MAP的设计和功能，展示其如何为纪
念资产提供强⼤的技术基础。 

4.1 资产通证化框架 

MAP提供了⼀个全⾯的框架，将物理和数字纪念物转化为可验证、可转移的区块链资产。该
框架的设计充分考虑了纪念资产的独特特性和需求。 

4.1.1 纪念资产数据结构 

每个纪念资产在 DMC中都由⼀个全⾯的数据结构表示，捕捉其所有相关属性和关系： 

Plain Text 
MemorialAsset { 
    // 核心标识 
    uint256 assetId;          // 唯一标识符 
    bytes32 contentHash;      // 内容加密哈希 
    address creator;          // 创建者地址 
    uint256 creationTimestamp; // 创建时间戳 
     
    // 验证信息 
    VerificationInfo[] verifications;     // 验证记录 
    ProvenenanceRecord[] provenanceChain; // 来源链 
     
    // 物理连接 
    RWALink[] physicalLinks;  // 实物资产链接 
     
    // 内容和上下文 
    ContextualData contextualInfo;  // 上下文信息 
     
    // 访问控制 
    PermissionSchema accessRights; // 访问权限设置 
} 

这种结构允许系统跟踪每个资产的完整历史和属性，同时⽀持灵活的扩展和特化。 

内容哈希⽣成 

为确保内容完整性，系统使⽤多层次⽅法计算内容哈希： 

H_{content} 	= 	 {Keccak256}({IPFS_CID}	‖{Timestamp}	‖{Creator}	‖{Metadata_Hash}) 



其中 ‖ 表示字符串连接。这种⽅法确保不仅资产内容，⽽且其创建上下⽂和元数据都受到密
码学保护。 

来源记录结构 

来源链由连续事件组成，每个事件捕捉资产历史中的⼀个关键时刻： 

Plain Text 
ProvenanceRecord { 
    uint256 recordId;        // 记录标识符 
    uint256 timestamp;       // 事件时间戳 
    EventType eventType;     // 事件类型（创建、转移、验证等） 
    address actor;           // 执行事件的实体 
    bytes32 evidenceHash;    // 支持证据的哈希 
    bytes signature;         // 事件签名 
    uint256 previousRecordId;// 前一个记录的链接 
} 

这种链式结构创建了⼀个不可篡改的审计跟踪，允许任何⼈验证资产的完整历史。 

4.1.2 通证化过程 

MAP定义了⼀个全⾯的过程，通过该过程实体和数字纪念物变成区块链资产： 

4. 提交阶段 

创建者启动通证化过程，提交以下内容： 

• 基本资产信息和元数据 

• 内容⽂件（如果是数字资产） 

• 实物链接证据（如果适⽤） 

• 初始来源声明 

• 访问权限规范 

系统执⾏初步验证检查： 

• 格式和元数据完整性 

• 重复检测 

• 基本合规性检查 

5. 验证阶段 

⼀旦提交，资产进⼊多级验证流程： 

初步 AI验证： 



• 内容分析和分类 

• ⼀致性和完整性检查 

• 篡改和合成检测 

• 上下⽂相关性评估 

专家验证： 

• 领域专家评估（历史学家、艺术鉴定师等） 

• 资产类型特定验证流程 

• 专业⼯具和⽅法应⽤ 

• 对实物资产进⾏物理鉴定（如适⽤） 

社区验证： 

• 信任节点进⾏独⽴验证 

• 多⽅⼀致性确认 

• 集体知识应⽤于边缘情况 

验证信⼼⽔平通过综合公式计算： 

𝐶W = 1 −Y
#

!%&
(1 − 𝑝! ⋅ 𝑤!) 

其中： 

• 𝐶W 是整体验证信⼼ 

• 𝑝! 是验证者 𝑖 的真实性概率评估 

• 𝑤! 是基于验证者信誉和专业知识的权重 

• 𝑛 是参与验证的验证者数量 

6. 上下⽂丰富阶段 

验证后，系统促进资产上下⽂丰富： 

• 历史背景添加 

• 相关事件和⼈物链接 

• ⽂化和社会上下⽂ 

• 地理和时间信息 

• 相关资产的关联 

AI代理和⼈类贡献者协作创建全⾯的上下⽂层，增强资产的教育和历史价值。 



7. 通证化阶段 

⼀旦验证和丰富完成，系统执⾏正式通证化： 

• 创建符合标准的 NFT表示 

• 建⽴证明链和验证记录 

• 实施访问控制策略 

• 分配永久性保证⾦ 

• 在多个存储层部署内容 

通证化完成后，纪念资产代币（MAT）被铸造，代表数字或物理纪念物在区块链上的所有权
和访问权。 

8. 发布阶段 

最后，资产根据创建者定义的访问策略发布： 

• 公共访问设置 

• 私⼈或受限访问控制 

• 时间锁定规则实施 

• 索引和发现元数据发布 

整个通证化过程由智能合约管理，确保透明度和不可篡改性。每个步骤都记录在区块链上，创

建可验证的流程审计跟踪。 

4.1.3 资产分类与标准化 

MAP定义了⼀个全⾯的纪念资产分类系统，为不同类型的纪念物建⽴特定的标准： 

主要分类维度 

1. 时间维度 

￮ 古代遗物（10,000 BCE - 600 CE） 

￮ 中世纪⽂物（600 CE - 1500 CE） 

￮ 早期现代物品（1500 CE - 1900 CE） 

￮ 现代纪念物（1900 CE - 现在） 

￮ 当代创建（当前时期创建的新纪念物） 

2. 形式维度 

￮ 物理实体（实体物品） 



￮ 数字原⽣（在数字环境中创建） 

￮ 混合形式（物理与数字组合） 

￮ 记录（⽂档、描述或叙述） 

￮ 体验（交互式或沉浸式纪念） 

3. 来源维度 

￮ 个⼈（个⼈或家庭历史） 

￮ 社区（社区共享历史） 

￮ 机构（组织或政府记录） 

￮ ⽂化（⽂化习俗和表达） 

￮ 历史（历史事件和⼈物） 

每个分类组合都有特定的元数据要求、验证流程和保存策略。这种分类法使系统能够应⽤适当

的处理规则，同时保持灵活性。 

标准化协议 

为了确保兼容性和互操作性，MAP定义了以下标准： 

1. 元数据模式：采⽤基于 JSON-LD的标准化元数据格式，兼容 Dublin Core、
Schema.org和 CIDOC CRM等现有标准 

json 

JSON 
{ 
  "@context": "https://schema.memorialcoin.org/v1", 
  "@type": "MemorialAsset", 
  "assetId": "dmc://asset/f7e2a1b3...", 
  "title": "抗战胜利纪念照片集", 
  "creator": { 
    "@type": "Person", 
    "name": "李明", 
    "identifier": "dmc://identity/8a72c4..." 
  }, 
  "dateCreated": "1945-09-03", 
  "description": "记录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庆祝活动的照片集", 
  "memorialType": "HistoricalRecord", 
  "category": "WarMemorial", 
  "culturalContext": "Chinese", 



  "spatialCoverage": { 
    "@type": "Place", 
    "name": "重庆", 
    "geo": { 
      "latitude": 29.5633, 
      "longitude": 106.5516 
    } 
  }, 
  "temporalCoverage": "1945-09-02/1945-09-05", 
  "format": "image/jpeg", 
  "language": ["zh-CN"], 
  "contentRef": "ipfs://Qm9a8b7c6d...", 
  "rightsStatus": "PublicDomain", 
  // 纪念特定元数据 
  "significanceStatement": "这些照片记录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历史性
时刻，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文化意义...", 
  "verificationStatus": "Verified", 
  "physicalLink": { 
    "linkType": "OriginalPhotographs", 
    "location": "国家博物馆", 
    "identifiers": ["PHOTO-1945-093-001", "PHOTO-1945-093-002", 
"..."] 
  } 
} 

2. 内容引⽤协议：标准化引⽤外部存储系统中的内容  

￮ IPFS/Arweave引⽤格式 

￮ 内容寻址标识符规范 

￮ 冗余存储指南 

3. 数据交换格式：定义系统间交换纪念数据的标准  

￮ 导⼊/导出规范 

￮ 批量迁移协议 

￮ 跨平台互操作性标准 

这些标准确保纪念资产在不同系统和平台之间保持⼀致性和可移植性，防⽌供应商锁定并增强

⻓期保存能⼒。 



4.1.4 ⽣命周期管理 

MAP定义了纪念资产的完整⽣命周期管理框架，从创建到永久保存： 

创建阶段 

1. 规划：定义纪念资产的⽬的、范围和预期寿命 

2. 捕获：收集原始数据（扫描实物物品、记录⼝述历史等） 

3. 结构化：组织数据并应⽤标准化元数据 

4. 提交：将资产提交到 DMC⽹络进⾏验证和通证化 

活跃阶段 

1. 初步验证：通过 AI和⼈类验证者的初步审查 

2. 深度验证：专家分析和多⽅验证 

3. 上下⽂丰富：添加历史背景、关联和解释性内容 

4. 通证化：创建代表资产的正式MAT 

5. 发布：根据访问控制策略使资产可⽤ 

保存阶段 

1. ⻓期存储：实施冗余、地理分布的存储策略 

2. 定期验证：安排定期完整性和可访问性检查 

3. 格式迁移：必要时更新数据格式以保持兼容性 

4. 保护增强：随着资产价值增加，增强安全措施 

接⼝阶段 

1. 发现：实施元数据索引和搜索功能 

2. 访问：提供符合权限的访问⽅法 

3. 利⽤：⽀持学术、教育和⽂化使⽤ 

4. 扩展：允许注释、评论和上下⽂添加 

⽣命周期中的每个阶段都由智能合约管理，跟踪所有操作并维护完整的变更历史。 

4.2 永久性机制 

MAP的核⼼⽬标之⼀是确保纪念资产的永久保存，超越传统数字系统的寿命。为实现这⼀⽬
标，协议实施了多层永久性机制。 



4.2.1 分布式存储冗余 

为确保数据不会因单点故障⽽丢失，MAP实施了全⾯的分布式存储策略： 

冗余模型与可靠性计算 

系统采⽤数学冗余模型，计算数据可靠性： 

𝑅a = 1 − (1 − 𝑎)# 

其中： 

• 𝑅a 是数据可靠性（成功恢复概率） 

• 𝑎 是单个存储节点的平均可⽤性 

• 𝑛 是冗余副本数量 

例如，如果单个节点可⽤性为 99.9%，5个冗余副本提供的可靠性为 1 - (1-0.999)^5 = 
0.9999999995，即"九个 9"的可靠性。 

动态冗余⽔平 

系统根据纪念资产的重要性动态调整冗余级别： 

n	 = 	n_{min} 	+	 ⌊{ImportanceScore} 	 ⋅ (n_{max} 	− 	n_{min})	\rªloor 

其中： 

• 𝑛 是为特定资产维护的副本数量 

• 𝑛Z!# 是最⼩副本数（通常为 3） 

• 𝑛Z^m 是最⼤副本数（最⾼可达 20） 

• {ImportanceScore} 是资产重要性分数（0-1范围） 

这确保关键历史记录和⽂化遗产获得最⾼级别的保护，同时仍为所有资产提供强⼤的基线保护。 

地理分布策略 

除了数字冗余，系统还强制实施地理分布策略： 

Plain Text 
GeographicRedundancyPolicy { 
    最小国家数量: 3 + floor(ImportanceScore/25), 
    最小大陆数量: 1 + floor(ImportanceScore/50), 
    政治风险分散: 要求副本分布在不同政治体系中, 
    自然灾害风险减轻: 避免所有副本位于同一地震/飓风区域 
} 

通过在地理上和政治上分散存储位置，系统可以抵御⼴泛的灾难场景，包括区域冲突、⾃然灾

害和政治审查。 



存储介质多样性 

为防⽌特定存储技术失效，系统维护多种存储介质： 

• 固态存储（闪存、SSD） 

• 磁性存储（硬盘、磁带） 

• 光学存储（归档级光盘） 

• 新兴技术（DNA存储、量⼦全息等） 

关键资产存储在多种介质上，降低因任何单⼀存储技术过时⽽导致的⻛险。 

4.2.2 时间链加强 

DMC创新性地使⽤区块链特性来加强纪念记录的永久性和不可篡改性： 

时间完整性验证 

系统实现⼀种时间完整性验证函数，将纪念记录与后续区块链接： 

V9(/,8) =	 {Verify}0H(m), H(b), {MerkleProof}(m, b)6 

其中： 

• 𝑉f 是时间验证函数 

• 𝑚 是纪念记录 

• 𝑏 是当前区块 

• 𝐻 是加密哈希函数 

• {MerkleProof} ⽣成⼀个证明，显示记录已包含在特定区块中 

这种链接确保纪念记录⽆法在不改变整个后续区块链的情况下被修改，随着时间的推移，篡改

变得指数级困难。 

记忆分数系统 

系统维护⼀个"记忆分数"，量化记录在链中的嵌⼊深度： 

{MemoryScore}(m, t) = 	 /
{9}n"

{+%R}

⋅ V9;/,8{01"}= 

其中： 

• 𝛼 是衰减因⼦（通常为 0.95） 

• 𝑡 是当前时间段 

• 𝑏fS! 是 𝑖 个时间段前的区块 



较⾼的记忆分数表示记录已深深嵌⼊区块链中，因此具有更强的不可篡改保证。 

跨链锚定 

为进⼀步增强安全性，DMC定期将其状态根哈希锚定到其他主要区块链： 

Plain Text 
CrossChainAnchoring { 
    目标链: [比特币, 以太坊, Solana, ...], 
    锚定频率: 根据目标链优化（比特币每周一次，以太坊每天一次）， 
    锚定方法: 在目标链上创建包含 DMC状态根的交易, 
    验证路径: 允许跨链验证特定记录的包含性 
} 

这种锚定创建了保护层，即使 DMC链本⾝受到攻击，纪念记录的完整性也能得到验证。 

定期记忆加强 

系统执⾏定期"记忆加强"操作，重新验证和重新提交较旧的记录： 

Plain Text 
MemoryReinforcement { 
    选择标准: 基于年龄、重要性和上次加强时间, 
    重新验证: 确认所有副本的完整性和一致性, 
    重新提交: 创建新的链上引用, 
    证明更新: 生成新的时间证明 
} 

这种定期加强确保即使是最古⽼的记录也保持活跃和可验证，防⽌数据腐烂和格式过时。 

4.2.3 经济永久性激励 

DMC使⽤经济激励来确保⻓期数据保存，超越纯技术措施： 

永久性奖励函数 

验证者和存储提供者通过专⻔的奖励函数获得⻓期保存纪念资产的激励： 

R{j>c/}(E,/,9) =	 rj ⋅ s	 ⋅ {ImportanceScore}(m) ⋅ t{k} 

其中： 

• 𝑅b[YZ 是永久性奖励 

• 𝑟b 是基础永久性奖励率 

• 𝑠 是质押或分配给资产的存储空间 

• 𝑚 是纪念资产 



• 𝑡 是保存时间 

• 𝛽 是时间缩放因⼦（通常为 0.8） 

这个公式创建了⼀个⾮线性奖励结构，随着时间的推移奖励增加，但增⻓率降低，防⽌过度奖

励同时确保⻓期动机。 

验证挑战系统 

为确保存储提供者真正维护数据，系统实施随机验证挑战： 

Plain Text 
ValidationChallenge { 
    选择: 随机选择要验证的资产和验证者, 
    挑战: 请求特定数据块的证明, 
    验证: 确认响应的正确性和及时性, 
    奖励/惩罚: 基于结果分配奖励或应用惩罚 
} 

这种挑战-响应机制防⽌存储提供者声称存储数据⽽实际上已删除它，确保⻓期可⽤性。 

存储保险机制 

DMC实施⼀种存储保险系统，为⾼价值纪念资产提供额外保障： 

Plain Text 
StorageInsurance { 
    保费计算: 基于资产大小、重要性和目标保存期, 
    保障范围: 数据丢失、损坏或不可访问性, 
    赔付机制: 资金支持额外恢复措施和副本创建, 
    风险评估: 动态评估不同存储策略的风险 
} 

通过将部分永久性保证⾦分配给这种保险系统，协议建⽴了⼀个安全⽹，保护最宝贵的历史记

录免受意外数据丢失。 

存储市场与拍卖 

DMC运⾏⼀个动态存储市场，存储提供者可以竞标存储特定类型的纪念资产： 

Plain Text 
StorageMarket { 
    存储拍卖: 提供者竞标特定资产类的存储权, 
    服务级别协议: 定义可用性、冗余和性能要求, 
    信誉系统: 跟踪提供者履行义务的历史, 
    验证激励: 奖励成功的长期存储证明 



} 

这种市场机制确保纪念资产被分配给最能提供可靠⻓期存储的提供者，同时优化整体系统经济

性。 

4.2.4 数据迁移与格式演化 

为防⽌技术过时导致的访问丢失，MAP实施了前瞻性的数据迁移和格式演化策略： 

格式溯源 

系统维护⼀个完整的数据格式系统： 

Plain Text 
FormatGraph { 
    Nodes: [格式定义], 
    Edges: [格式转换路径], 
    Compatibility: [兼容性矩阵], 
    AgeingModel: [过时预测] 
} 

该图允许系统跟踪格式关系，预测哪些格式可能需要迁移，并识别最佳转换路径。 

⾃动化迁移触发 

基于使⽤分析和技术趋势，系统⾃动触发数据迁移： 

{MigrationUrgency}(f)
= 	 {ObsolescenceRate}(f) × {AssetImportance} × {AccessFrequency} 

⾼紧迫性分数的资产被优先⽤于格式迁移，确保最有价值的资产永远不会因格式过时⽽变得⽆

法访问。 

保留原始格式 

虽然系统实施格式迁移，但原始数据永远不会被删除。每次迁移都创建⼀个新版本，同时保留

所有先前版本，包括原始捕获。这确保即使转换引⼊微⼩改变，原始数据也永远可⽤于未来的

⾼级恢复技术。 

开放标准承诺 

MAP优先使⽤开放、⽂档完善的格式标准，减少专有技术的依赖性。该协议维护⼀个优先格
式列表，这些格式被认为具有⻓期存储价值，并提供转换⼯具，帮助创建者迁移到这些格式。 

4.3 来源验证 

可靠的来源验证是纪念资产价值的基础。MAP实施了⼀套严格的来源验证机制，确保资产的
真实性和出处可以可靠地确定和验证。 



4.3.1 来源链结构 

每个纪念资产在 DMC中都维护⼀个完整的数字化来源记录，从创建到当前所有权和位置： 

来源链数据模型 

来源链被建模为⼀系列经过密码学保护的事件： 

𝑃 = (𝑒&, 𝑡&, 𝑠&), (𝑒(, 𝑡(, 𝑠(), … , (𝑒# , 𝑡#, 𝑠#) 

其中： 

• 𝑒! 是事件（创建、转移、验证、展览等） 

• 𝑡! 是事件时间戳 

• 𝑠! 是事件的加密签名 

• 𝑛 是记录的事件总数 

这种结构确保来源记录不能被篡改或伪造，因为每个事件都链接到前⼀个事件，创建⼀个连续

的、密码学安全的链。 

来源验证函数 

系统实施递归验证函数来确认完整的来源链有效性： 

{ValidProvenance}(P) = 	 ¯

{o}{@>c+p:?5>o9};>",9",E",q{"1%}=

{+%&}

 

其中： 

• 𝑃!S& 是截⾄事件𝑖 − 1的来源链 

• {VerifyEvent} 是⼀个函数，确认单个事件的有效性，检查签名、时间顺序和内部⼀致
性 

• ⋀  表示逻辑"与"操作，确保所有事件都通过验证 

这种递归结构确保⼀个⽆效事件会使整个后续链失效，防⽌部分篡改。 

证据锚定 

每个来源事件都可以锚定到外部证据： 

Plain Text 
EvidenceAnchoring { 
    物理证据: 实体文档、收据、证书的数字化哈希, 
    媒体证据: 照片、视频记录的引用, 
    证人证明: 可信机构或个人的签名证明, 
    科学分析: 材料测试、年代测定结果的参考 



} 

这种多源证据⽅法创建⼀个强⼤的验证⽹络，使伪造完整来源变得极其困难。 

4.3.2 多因素认证 

DMC采⽤多因素认证⽅法，结合多种验证技术确保纪念资产的真实性： 

认证因素类型 

系统利⽤多种独⽴认证⽅法： 

1. 加密认证：  

￮ 创建者和管理员的数字签名 

￮ 加密证明（零知识证明、时间证明） 

￮ 密钥持有证明 

2. AI认证：  

￮ 基于 AI的⽂体计量分析 

￮ 内容⼀致性验证 

￮ 技术特征分析（例如，图像的数字⽔印检测） 

3. 物理认证（适⽤于 RWA）：  

￮ 材料组成分析 

￮ 年代测定（碳 14、光释光等） 

￮ 物理特性测量 

4. 社会认证：  

￮ 可信实体（专家、机构）的证明 

￮ 社区共识验证 

￮ 信誉背书系统 

认证强度量化 

系统计算综合认证强度： 

𝐴X = 1 − exp�−/
'

!%&
𝑤! ⋅ 𝑓!� 

 



其中： 

• 𝐴X 是综合认证强度（0-1范围） 

• 𝑓! 是单个因素的认证强度 

• 𝑤! 是基于因素可靠性的权重 

• 𝑘 是应⽤的认证因素数量 

这个⽅程创建⼀个渐近接近 1但永远不会达到 1的函数，反映了认证永远不可能 100%确定的
现实。 

因素独⽴性保证 

系统确保不同认证因素的独⽴性，防⽌级联故障： 

Plain Text 
FactorIndependence { 
    技术分离: 确保因素使用不同的底层技术, 
    验证者分离: 不同因素由不同实体验证, 
    数据分离: 每个因素基于不同的数据特征, 
    故障模式分析: 确保没有会影响所有因素的单一故障点 
} 

这种独⽴性确保即使⼀种认证⽅法被破解，资产的整体真实性仍受其他⽅法的保护。 

4.3.3 争议解决机制 

对于存在真实性或来源争议的纪念资产，MAP实施了正式的争议解决流程： 

争议启动 

任何持有⾜够 DMC代币的实体都可以对资产的来源或真实性提出正式挑战，提供： 

• 挑战理由详述 

• ⽀持证据 

• 挑战保证⾦（防⽌恶意挑战） 

证据收集阶段 

⼀旦启动挑战，系统进⼊⼴泛的证据收集阶段： 

• ⾃动汇总所有现有验证数据 

• 通知相关⽅提交额外证据 

• 部署⾼级 AI分析⼯具进⾏深⼊检查 

• 邀请独⽴专家提供意⻅ 



陪审团选择 

系统选择专⻔的验证者陪审团来评估争议： 

Plain Text 
JurySelection { 
    规模确定: 基于资产重要性和争议复杂性（通常 5-12名陪审员）, 
    专业知识匹配: 选择与资产类型相关专业的验证者, 
    中立性检查: 排除与争议方有关联的验证者, 
    声誉要求: 只选择具有高验证准确率的验证者 
} 

选定的陪审团成员承诺在指定时间框架内评估证据并提交判决。 

⻉叶斯决策框架 

陪审团使⽤⻉叶斯推理来评估真实性，明确考虑先前概率和新证据： 

𝑃(𝐴|𝐸) =
𝑃(𝐸|𝐴) ⋅ 𝑃(𝐴)

𝑃(𝐸|𝐴) ⋅ 𝑃(𝐴) + 𝑃(𝐸|¬𝐴) ⋅ 𝑃(¬𝐴) 

其中： 

• 𝐴 是资产真实性的命题 

• 𝐸 是提交的证据 

• 𝑃(𝐴|𝐸) 是给定证据后真实性的后验概率 

• 𝑃(𝐸|𝐴) 是假设资产真实的情况下观察到证据的可能性 

• 𝑃(𝐴) 是资产真实性的先验概率 

这个框架提供了⼀个结构化⽅法来整合新旧证据，并明确量化不确定性。 

争议解决与执⾏ 

基于陪审团的裁决，系统更新资产状态： 

• 更新来源记录以反映争议结果 

• 如果证明是假的，修改验证状态 

• 重新分配争议保证⾦（胜⽅收回加奖励） 

• 创建永久记录，解释决策和结论 

这种结构化争议解决确保所有声称都可以被质疑和验证，维持系统的整体真实性。 

 



4.3.4 跨媒介来源跟踪 

MAP创新地解决了物理和数字域之间的来源跟踪挑战： 

物理-数字链接 

1. 物理嵌⼊标识符： 

￮ 加密微标记（纳⽶级不可⻅标记） 

￮ 分⼦级 DNA存储标记 

￮ 独特物理结构扫描 

￮ 防篡改全息标签 

2. 多模式验证：结合多种物理识别技术 

￮ 光谱分析确认材料成分 

￮ 显微结构捕获唯⼀纹理 

￮ 重量、尺⼨和物理特性测量 

￮ 放射性碳年代测定（适⽤时） 

3. 物理证⼈框架： 

￮ 授权物理监护⼈⽹络 

￮ 定期实地验证和数字记录对⽐ 

￮ 多⽅验证要求防⽌欺诈 

￮ 专家鉴定与区块链记录集成 

事件与交互记录 

MAP跟踪纪念资产的完整历史，包括物理和数字域中的所有事件： 

Plain Text 
AssetTimeline { 
    创建事件, 
    所有权转移, 
    位置变更, 
    展览历史, 
    验证事件, 
    修复活动, 



    数字化事件, 
    格式迁移, 
    研究引用 
} 

每个事件都经过密码学签名并链接到先前事件，创建⼀个不可篡改的历史记录。事件也可以包

括外部证据，如照⽚、视频或第三⽅证明。 

来源可视化与分析 

为⽀持更深⼊的来源分析，MAP提供⾼级可视化⼯具： 

1. 来源图谱：资产关系的图形表示 

2. 时间线分析：识别历史异常和断档 

3. 认证热图：可视化证据强度和验证覆盖 

4. 不确定性标记：明确标注存在争议或未完全证实的来源声明 

这些⼯具使研究⼈员和纪念资产使⽤者能够评估来源强度并做出明智的判断。 

4.3.5 多⽅验证协议 

MAP实施⼀种去中⼼化的多⽅验证协议，确保没有单⼀机构可以单⽅⾯声明资产的真实性： 

验证者⻆⾊与资格 

系统识别不同类型的验证者，每种都有特定的资格要求： 

1. 技术验证者：验证数字签名、加密证明和技术完整性 

2. 领域专家：提供基于学科专⻓的内容验证 

3. 历史验证者：验证历史上下⽂和时间线⼀致性 

4. 社区验证者：提供社区共识和⽂化背景 

5. 机构验证者：代表受信任机构（博物馆、档案馆等）验证 

验证者通过去中⼼化信誉系统获得资格，该系统结合专业证书、过往表现和社区认可。 

验证共识机制 

验证决策通过加权共识机制达成： 

ValidationConsensus	 =
³∑{+%&}"

{'}2 ⋅ v+´

³∑{+%&}"
{'}2 ´

> 	ThresholdValue 

其中： 

• 𝑣! 是验证者 𝑖 的验证决定（0或 1） 



• 𝑤! 是基于验证者资格和声誉的权重 

• 𝑛 是参与验证的验证者数量 

• ThresholdValue 是基于资产类型和重要性的批准阈值 

不同类型的资产需要不同级别的验证严格性，范围从个⼈纪念物的简单验证到重要历史⽂物的

严格多层验证。 

验证证明与证书 

成功验证的资产接收密码学验证证明： 

Plain Text 
ValidationProof { 
    AssetIdentifier, 
    ValidationLevel, 
    ValidatorSignatures[], 
    EvidenceReferences[], 
    ValidationTimestamp, 
    ValidationExpiration 
} 

这些证明作为资产元数据的永久部分存储，并可以独⽴验证。对于⾼价值资产，证明会定期更

新，确保持续验证。 

5. AI集成 

⼈⼯智能是 DMC⽣态系统的核⼼组成部分，执⾏复杂的验证、上下⽂丰富和⽤户交互功能。
本章深⼊探讨 DMC如何将先进的 AI技术与区块链基础设施集成，创建⼀个智能的、⾃我改
进的纪念系统。 



 

5.1 记忆代理 

记忆代理是 DMC中的专⻔ AI系统，设计⽤于处理纪念资产的特定⽅⾯。这些代理结合了最
先进的机器学习技术，⽤于保存和验证⼈类记忆。 

5.1.1 代理类型与功能 

DMC生态系统部署了多种专门化的 AI代理，每种都有特定职责： 

验证代理 

验证代理专注于确认纪念资产的真实性和完整性： 

• 内容分析以检测伪造或篡改 
• 跨多个数据源的一致性验证 
• 与已知真实样本的比较 
• 元数据和内容间的一致性检查 

这些代理使用多模态深度学习模型，能够分析文本、图像、音频和视频内容，识别微

妙的不真实指标。 



管理代理 

管理代理负责组织和分类纪念资产： 

• 基于内容和元数据的分类 
• 关联内容之间的联系识别 
• 资产索引和可搜索性优化 
• 集合和展览组织 

这些代理实施先进的知识图谱技术，创建资产间的语义连接，支持复杂查询和发现。 

丰富代理 

丰富代理通过添加上下文和背景增强纪念资产： 

• 历史上下文研究和整合 
• 相关人物、地点和事件链接 
• 文化和社会背景添加 
• 多语言描述和翻译 

这些代理部署检索增强生成模型，能够从可验证源整合信息，为纪念资产提供丰富的

环境。 

保存代理 

保存代理监控和维护长期数据完整性： 

• 定期文件完整性检查 
• 格式过时和兼容性监控 
• 主动迁移规划 
• 存储健康评估 

这些代理使用预测模型来识别风险因素，在问题发生前启动预防措施。 

交互代理 

交互代理促进用户与纪念资产的交流： 

• 个性化展示和叙述 
• 基于自然语言的查询接口 
• 沉浸式体验生成 
• 个人关联和相关性识别 

这些代理利用对话式 AI和个性化算法，为每个用户创造引人入胜的体验。 



5.1.2 代理治理模型 

DMC实施了一个全面的治理框架，确保 AI代理按照社区期望运行，同时保持技术效

率： 

治理参数 

代理治理模型可以表示为一个多维框架： 

𝐺^ =	 (𝐶^ , 𝑃 , 𝐼 , 𝐸^) 

 

其中： 

• 𝐺^是代理治理模型 
• 𝐶^是约束集（定义允许的行为范围） 
• 𝑃  是权限结构（确定代理可以访问什么） 
• 𝐼  是激励机制（引导代理朝向期望行为） 
• 𝐸^ 是评估框架（测量性能和符合性） 

每个代理类型都有特定的治理参数，反映其独特角色和挑战。 

⾏为验证 

所有代理行动都通过定义的约束集进行验证： 

𝑉𝑎𝑙𝑖𝑑𝐴𝑐𝑡𝑖𝑜𝑛(𝑎, 𝐶^) = ¯\𝑡𝑒𝑥𝑡𝑆𝑎𝑡𝑖𝑠𝑓𝑦(𝑎, 𝑐)
_∈P3

 

其中： 

• 𝑎 是提议的代理行动 
• 𝐶^ 是适用的约束集 
• 𝑆𝑎𝑡𝑖𝑠𝑓𝑦 评估行动是否满足特定约束 

约束包括伦理界限、资源限制、数据隐私规则和输出质量标准。 

治理权⼒分配 

代理治理权力在多个利益相关者之间分配： 

• 技术开发者控制实现和升级 
• 社区治理投票控制行为参数 
• 领域专家定义领域特定规则 
• 系统监督者负责异常检测 



这种分散的治理防止了单一实体对 AI系统的完全控制，确保了平衡的发展。 

5.1.3 代理共识机制 

当面对复杂决策或高价值资产时，DMC 依赖多个代理的集体判断： 

集体决策公式 

代理集体决策通过加权聚合函数计算： 

𝐷Z =
∑ 𝑤!#
!%& ⋅ 𝑑!
∑ 𝑤!#
!%&

 

其中： 

• 𝐷Z 是关于纪念资产的集体决策 
• 𝑑! 是代理 𝑖 的决策或评估 
• 𝑤! 是分配给代理 𝑖 的权重（基于过去性能和专业化） 
• 𝑛 是参与决策的代理数量 

这种方法允许专门化代理在其专业领域做出更大贡献，同时仍整合所有可用见解。 

动态权重调整 

代理权重随时间根据性能动态调整： 

𝑤!(𝑡 + 1) = 𝑤!(𝑡) ⋅ 01 + 𝜂 ⋅ (𝑎! − 𝑎·)6 

其中： 

• 𝑤!(𝑡) 是时间 𝑡 时代理 𝑖	的权重 
• 𝑎! 是代理 𝑖 的准确度（与验证结果比较） 
• 𝑎是所有代理的平均准确度 
• 𝜂 是学习率（控制适应速度） 

这种自适应机制确保表现更好的代理逐渐获得更多影响力，同时防止任何单一代理主

导决策过程。 

异常检测与处理 

系统监控代理决策中的不一致，识别需要人类审查的异常： 

AnomalyDetection { 

    识别: 检测显著偏离共识的代理决策, 

    隔离: 隔离极端离群值，防止它们不当影响结果, 



    升级: 将显著分歧标记给人类专家审查, 

    学习: 从人类解决的异常中更新决策模型 

} 

这种异常处理确保代理共识保持强健，即使面对棘手的边缘情况或前所未见的内容。 

 

5.1.4 代理训练与改进 

DMC中的记忆代理不是静态系统，⽽是持续学习和改进的 AI： 

分布式训练基础设施 

训练基础设施建⽴在⼀个分布式计算⽹络上，允许模型同时保持去中⼼化和计算效率： 

Plain Text 
TrainingArchitecture { 
    DataCoordinationLayer: 负责隐私保存的训练数据管理 
    ModelCoordinationLayer: 协调分布式训练过程 
    EvaluationLayer: 独立评估模型性能 
    DeploymentLayer: 安全部署更新的模型 
} 

这种架构允许⽹络验证者和专⻔的 AI 操作者参与训练过程，同时维护模型完整性和性能标准。 

联邦学习⽅法 

为保护隐私和数据主权，DMC采⽤联邦学习⽅法训练 AI代理： 

1. 本地训练：每个参与节点使⽤本地数据训练模型更新 

2. 梯度聚合：中央协调者聚合模型更新，⽽不接收原始数据 

3. 全局更新：更新后的全局模型分发给所有参与节点 

4. 差分隐私：添加校准噪声，防⽌反向⼯程单个数据点 

这种⽅法允许代理从⼴泛的纪念数据中学习，⽽不会泄露敏感信息或集中存储个⼈记忆。 

持续评估与审计 

AI代理受到持续监控，确保⾼性能和伦理⾏为： 

{AgentScore} = 	α ⋅ {Accuracy} + 	β ⋅ {Fairness} + 	γ ⋅ {Robustness} − 	δ ⋅ {Bias} 

 

其中： 

• {Accuracy} 是正确识别和处理纪念资产的能⼒ 



• {Fairness} 是跨不同⽂化和历史背景公平操作的能⼒ 

• {Robustness} 是应对异常情况和攻击的能⼒ 

• {Bias} 是模型中可测量的偏⻅和不公平性 

• 𝛼, 𝛽, 𝛾, 𝛿 是权重因⼦ 

低于阈值的代理会⾃动被标记进⾏审查和再训练。此外，定期的外部伦理审计确保 AI系统遵
守社区标准。 

专业化与多样性 

DMC培养不同专业化的代理多样性，⽽不是单⼀通⽤ AI： 

1. ⽂化专家：专注于特定⽂化背景和传统 

2. 时代专家：专精于特定历史时期 

3. 媒体专家：专⻔处理特定媒体形式（照⽚、⽂本、视频等） 

4. 科学专家：专注于科学⽂物和记录验证 

5. 艺术专家：专⻓于艺术作品和创意表达评估 

这种多样性确保每种纪念资产类型都由具有相关专业知识的系统处理，提⾼验证准确性和上下

⽂丰富质量。 

5.1.5 代理集体智能 

DMC不仅依赖单个 AI代理，还利⽤集体智能原则，使多个代理协同⼯作，产⽣更⾼质量的结
果： 

集体验证协议 

多个专⻔代理协作验证复杂资产： 

Plain Text 
CollectiveVerificationProtocol { 
    初步分析: 所有相关代理独立评估资产 
    证据共享: 代理共享其发现和置信度 
    冲突解决: 识别并解决矛盾的发现 
    集体决策: 根据专业化和置信度的加权共识 
    解释生成: 集体决策的可解释说明 
} 

这种⽅法结合了不同专业知识，创建⽐任何单⼀代理更健壮的验证过程。 

⾃组织专家系统 

DMC⽀持资产复杂性⾃组织的代理组合： 



AgentAllocation(m) 	= 	 {a_i	|	Relevance(a_i, m) 	> 	θ} 

其中： 

• 𝑚 是被分析的纪念资产 

• 𝑎! 是可⽤代理集合中的代理 

• {Relevance} 是代理对特定资产相关性的测量 

• 𝜃 是相关性阈值 

这种动态组合确保每个资产都由最适合其特定特征的代理⼦集处理。 

知识蒸馏与跨代理学习 

代理不仅从⼈类反馈学习，还相互学习： 

Plain Text 
CrossAgentLearning { 
    知识转移: 专门代理向通用代理传授专业知识 
    错误分析: 共同分析和学习错误情况 
    互补强化: 识别和填补集体知识中的空白 
} 

这种跨代理学习加速了整体系统的改进，特别是在稀有或新颖资产类别⽅⾯。 

5.2 神经验证系统 

DMC的神经验证系统是其 AI能⼒的关键组成部分，专注于确定纪念资产的真实性、完整性和
出处。 

5.2.1 篡改与合成内容检测 

随着 AI⽣成内容的进步，DMC实施了专⻔系统来区分真实纪念物和合成创作： 

多模态⼀致性检查 

系统分析内容中不同模态的⼀致性： 

Plain Text 
ModalityConsistencyCheck { 
    物理一致性: 光照、阴影、透视等物理属性 
    时间一致性: 技术、风格、参考点的时代适当性 
    语义一致性: 内容的逻辑和上下文一致性 
    创作痕迹: 人类创作与 AI生成的标记差异 
} 

这些检查创建⼀个⼀致性评分，标记可能的合成或篡改内容。 



⽣成对抗检测 

DMC实施先进的 GAN（⽣成对抗⽹络）检测器，识别 AI⽣成的内容： 

{GANDetectionScore} = 	D(x) =
{1}

{1	 +	e{Sp(r)}}
 

其中： 

• 𝐷(𝑥)是检测器输出（0-1范围，1表示可能是 AI⽣成的） 

• 𝑓(𝑥) 是分析内容特征的深度神经⽹络 

该检测器不断更新，以跟上⽣成技术的进步，确保即使⾯对越来越复杂的 AI合成，也能维持
⾼准确性。 

历史⼀致性验证 

系统分析内容与已知历史事实和背景的⼀致性： 

Plain Text 
HistoricalConsistencyCheck { 
    年代测试: 验证创作日期与内容兼容性 
    技术分析: 确认使用的技术在声称时期可用 
    文化标记: 识别与特定时期、地点相关的文化元素 
    异常识别: 标记历史不准确或不一致 
} 

这些检查特别适⽤于历史纪念物，可以识别⽇后创建但声称为历史作品的复制品。 

认证信⼼计算 

系统计算综合认证信⼼分数： 

{AuthenticationConªidence} = 	 Y
{J}(&	S	(&	S	I")⋅t")

{+%&}

 

 

其中： 

• 𝑐! 是检测⽅法 𝑖 的信⼼分数 

• 𝑤! 是基于⽅法可靠性的权重 

• 𝑘 是应⽤的检测⽅法数量 

这种⽅法结合多种检测技术的优势，提供更可靠的整体认证。 



5.3 上下⽂丰富流程 

上下⽂丰富是 DMC的关键功能，使纪念资产超越简单的数据点，成为丰富、有意义的记忆。
神经系统⾃动分析和丰富资产，添加历史、⽂化和个⼈背景。 

5.3.1 个性化叙事⽣成 

DMC的上下⽂丰富系统可以为不同受众创建个性化叙述，使纪念资产更加引⼈⼊胜和相关： 

受众适应模型 

系统根据⽤户特征调整呈现： 

Plain Text 
AudienceAdaptationModel { 
    知识水平: 调整解释的深度和专业术语 
    文化背景: 提供相关文化参考和比较 
    语言偏好: 调整语言复杂性和风格 
    兴趣领域: 强调与用户兴趣相关的方面 
    交互历史: 基于先前互动的个性化 
} 

这种适应确保从⼉童到学者的所有⽤户都能获得有意义的纪念体验。 

多层次叙事⽣成 

系统创建具有多层次深度的叙事，允许⽤户选择他们的探索级别： 

Plain Text 
NarrativeLayers { 
    概览层: 简洁的高级摘要（30-60秒体验） 
    背景层: 中等深度的上下文和解释（3-5分钟体验） 
    深入层: 详细的历史、背景和分析（15-30分钟体验） 
    专家层: 学术级深度与原始资料引用（无时间限制） 
} 

⽤户可以在层次之间⽆缝移动，根据他们的兴趣和可⽤时间定制体验。 

关联⽣成 

系统识别个⼈与纪念资产之间的潜在联系： 

{Relevance}(u,m) = 	 /
{+%&}"

{4}2

⋅ {sim}(u+, m+) 

其中： 

• {Relevance} 是⽤户 𝑢 与纪念资产 𝑚 之间的总体相关性 



• 𝑢! 是⽤户特征（如地理位置、兴趣、家族历史） 

• 𝑚! 是资产特征（如位置、主题、相关⼈物） 

• {sim} 是特定维度的相似度函数 

• 𝑤! 是维度权重 

• 𝑘 是考虑的维度数量 

这种⽅法能够识别和强调可能对特定⽤户有特殊意义的纪念资产⽅⾯，创造个⼈连接。 

情感适应叙事 

系统调整叙事的情感语调以适应上下⽂和⽤户偏好： 

Plain Text 
EmotionalToneMapping { 
    庄重: 用于悲剧性历史事件和纪念物 
    振奋: 用于成就和胜利的纪念 
    反思: 用于复杂的文化和历史遗产 
    教育: 用于主要聚焦于信息传递的情境 
    个人: 用于与用户有直接联系的资产 
} 

情感⾳调通过词汇选择、叙事节奏和强调点的细微调整来表达，创造适合特定纪念情境的体验。 

5.3.2 跨资产关联图谱 

DMC不仅丰富单个资产，还创建资产之间的连接⽹络，形成⼀个全⾯的记忆图谱： 

关系类型分类 

系统识别资产之间多种类型的关联： 

Plain Text 
RelationshipTypes { 
    时间关系: 先于、同时、后于、时期内 
    空间关系: 相邻、包含、重叠、源自 
    概念关系: 类似于、对立于、演变自、派生自 
    创作关系: 创作者相同、团队相关、机构相关 
    主题关系: 事件相关、主题相同、背景共享 
} 

每种关系都被明确定义并通过证据和信⼼度量进⾏⽀持。 

知识图构建 

系统构建⼀个不断扩展的纪念资产知识图： 



Plain Text 
MemorialKnowledgeGraph { 
    节点: 纪念资产及相关实体（人物、地点、事件等） 
    边: 带类型和权重的实体间关系 
    属性: 节点和边的元数据和特性 
    证据: 支持每个关系的引用和证据 
} 

这个知识图⽀持复杂查询和推理，允许⽤户发现隐藏的连接和模式。 

关联强度量化 

系统通过多因素模型量化资产之间的关联强度： 

{ConnectionStrength}(m&, m() = 	 /
{+%&}"

{5}2

⋅ c+(/%,/&) 

其中： 

• 𝑚& 和 𝑚( 是两个纪念资产 

• 𝑐! 是第 𝑖 种关系的连接度量 

• 𝑤! 是关系类型的权重 

• 𝑟 是考虑的关系类型数量 

这种量化允许系统识别最强的连接，优先展示最相关的关联。 

时空导航接⼝ 

基于关联图谱，系统提供直观的时空导航接⼝： 

1. 时间线视图：沿时间轴可视化相关资产 

2. 地理映射：在互动地图上显示位置相关资产 

3. 关系⽹络：以图形⽅式可视化资产间的连接 

4. 主题聚类：根据主题和概念组织相关资产 

这些接⼝使⽤户能够从多个维度探索记忆集合，发现新的连接和⻅解。 

6 实物资产桥接 

数字纪念代币(DMC)的独特创新之⼀是其实物资产桥接系统，它在实体纪念品与其区块链表示
之间创建安全、可验证的连接。本章详细探讨实物纪念资产数字化的技术、⽅法和保障措施。 



6.1 物理-数字映射 

物理-数字映射是将实体纪念品连接到其区块链表示的技术基础。DMC实施多种⽅法确保这些
连接的安全性和可靠性。 



 



6.1.1 资产识别⽅法 

DMC⽀持多种物理资产识别技术，适应不同类型的纪念品： 

加密标签系统 

为可标记的物品部署先进的加密标签： 

1. ⾼安全性 NFC标签：  

￮ 包含唯⼀密钥的防克隆芯⽚ 

￮ 密码学挑战-响应认证 

￮ 防篡改机制（物理破坏尝试时失效） 

￮ 耐久性设计，适⽤于⻓期保存 

2. 加密⼆维码：  

￮ 多层次加密信息 

￮ 部分损坏也可读取的错误纠正 

￮ 隐写信息验证层 

￮ 可视和紫外线验证要素结合 

3. 微点阵标记：  

￮ 微⽶级激光蚀刻标记 

￮ 三维结构编码信息 

￮ 只能⽤特殊设备读取 

￮ 对⽂物最⼩物理影响 

⽣物计量特征采集 

对于不适合物理标记的珍贵⽂物，DMC使⽤⾮侵⼊式⽣物计量⽅法： 

Plain Text 
BiometricIdentification { 
    材料指纹: 高分辨率表面材质扫描 
    微观结构: 自然形成的唯一微观特征捕获 
    化学特征: 使用光谱分析的材料成分图谱 
    物理特性: 精确重量、尺寸和密度测量 
} 



这些⽣物计量特征创建了⼀个唯⼀"指纹"，可⽤于将物理物品与其数字表示匹配。 

地理空间锚定 

对于不可移动纪念物（如纪念碑、历史建筑）： 

Plain Text 
GeoSpatialAnchoring { 
    精确测量: 厘米级 GPS和地形测量 
    3D扫描: 高精度整体结构捕获 
    物理标记: 隐蔽参考点安装 
    周边特征: 周围不变环境特征记录 
} 

地理空间锚定创建持久性环境参考，即使纪念物本⾝发⽣变化也可以识别。 

综合识别模型 

DMC采⽤多因素⽅法识别和验证物理资产： 

C+(j,u) =	ϕ
+v{E+/}"67"(9),<"(=)>

w
 

其中： 

• 𝐶! 是使⽤⽅法 𝑖 的信⼼分数 

• 𝑝 是物理资产 

• 𝑑 是数字表示 

• 𝑓! 和 𝑔! 是分别应⽤于物理和数字对象的特征提取函数 

• {sim}+ 是⽅法 𝑖 的相似度函数 

• 𝜑! 是将相似度转换为置信度的归⼀化函数 

这种模型允许系统使⽤最适合每种资产类型的识别⽅法的组合。 

6.1.2 复合验证模型 

为实现最⾼级别的安全性，DMC结合多种识别和验证⽅法： 

集成置信度计算 

物理-数字映射的总体置信度通过集成多种⽅法的结果计算： 

𝐶fgf^h(𝑝, 𝑑) = 1 −Y
Z

!%&
01 − 𝛾! ⋅ 𝐶!(𝑝, 𝑑)6 

其中： 

• 𝐶fgf^h 是总体验证置信度 



• 𝐶! 是⽅法 𝑖 的置信度 

• 𝛾! 是分配给⽅法 𝑖 的权重 

• 𝑚 是使⽤的验证⽅法数量 

这种公式优先考虑多种确认，确保即使⼀种⽅法失效，系统仍能维持总体安全性。 

⽅法权重优化 

⽅法权重通过⻉叶斯优化过程确定，以最⼤化特定资产类型的验证准确性： 

Plain Text 
WeightOptimization { 
    训练集: 已知真实物理-数字对 
    测试案例: 包括真实匹配和假匹配 
    目标函数: 最大化准确识别率同时最小化误报 
    约束: 确保没有单一方法主导总体结果 
} 

权重根据资产类型、可⽤验证⽅法和安全要求进⾏定制。 

异常检测与处理 

系统实施专⻔的异常检测机制，识别潜在欺诈： 

Plain Text 
AnomalyDetection { 
    矛盾识别: 检测不同验证方法之间的冲突 
    历史一致性: 确保当前验证与过去记录一致 
    可疑模式: 识别与已知欺诈行为相似的模式 
    统计离群值: 检测显著偏离预期参数的结果 
} 

检测到的异常触发更严格的验证过程，可能包括⼈类专家审查和实地检查。 

6.1.3 篡改证明机制 

DMC实施强⼤的篡改检测系统，确保物理资产的完整性： 

变化检测算法 

系统能够检测物理资产的变化： 

𝛥(𝑝f, 𝑝fS&) =/
'

!%&
𝑤! ⋅ |𝑓!(𝑝f) − 𝑓!(𝑝fS&)| 

其中： 

• 𝛥 是变化检测函数 



• 𝑝f 是时间 𝑡 的物理资产状态 

• 𝑓! 是特征 𝑖 的提取函数 

• 𝑤! 是特征重要性权重 

• 𝑘 是监控的特征数量 

这种⽅法可以检测物理变化、损坏或篡改，触发检验和记录更新。 

篡改警报系统 

当检测到重要变化时，系统启动篡改响应协议： 

{TamperAlert}(p, d) = 	 {cases}1	&	{如果	|Δ0p9, p{9S&}6 > 	θ{x}	R&	{否则|{cases} 

其中 𝜃y 是篡改检测阈值，根据资产类型和重要性校准。警报触发⼀系列保护⾏动，包括通知
相关⽅、启动调查和锁定相关数字资产。 

环境监测集成 

对于⾼价值资产，系统可以集成物联⽹环境监测： 

Plain Text 
EnvironmentalMonitoring { 
    物理传感器: 温度、湿度、光照、振动监测 
    访问控制: 记录物理进入和交互 
    位置跟踪: 监控资产移动 
    状态评估: 定期物理状况检查 
} 

这些传感器提供持续的环境和状态数据，补充定期物理验证，创建全⾯的资产护理记录。 

不可篡改证据链 

所有验证检查和状态更新被记录在不可篡改的链上证据链中： 

Plain Text 
EvidenceChain { 
    验证事件: 包括时间戳、验证者和结果 
    状态更新: 记录所有物理变化 
    环境数据: 从监测系统汇总 
    篡改警报: 触发的警报及响应 
} 

这种持续记录确保资产的完整历史可追溯，包括任何物理变化、维护活动和所有权转移。 



6.2 预⾔机实现 

预⾔机是 DMC ⽣态系统中的关键组件，它们将区块链与物理世界连接，提供可靠的外部信息。
DMC部署专⻔的预⾔机⽹络，确保实体纪念资产的状态准确反映在区块链上。 

6.2.1 预⾔机⽹络架构 

DMC预⾔机系统采⽤多层次架构，确保⾼可靠性和安全性： 

分层预⾔机结构 

预⾔机⽹络遵循分层组织结构： 

Plain Text 
OracleNetwork { 
    PrimaryOracles[] validators;     // 执行初始数据收集和报告 
    SecondaryOracles[] verifiers;    // 独立验证主预言机报告 
    DisputeResolvers[] arbitrators;  // 解决冲突报告 
    OracleRegistry registry;         // 维护授权预言机记录 
    ReputationSystem reputation;     // 追踪预言机性能和可靠性 
} 

这种结构确保没有单⼀预⾔机可以单⽅⾯更新链上数据，实施多层次检查和平衡。 

预⾔机专业化 

预⾔机根据专业知识和能⼒进⾏专业化： 

1. 物理验证预⾔机：执⾏实地检查和物理验证 

2. 媒体预⾔机：处理图像、视频和⾳频验证 

3. 位置预⾔机：验证地理位置和空间信息 

4. 分析预⾔机：执⾏材料和成分分析 

5. 历史预⾔机：验证与历史记录的⼀致性 

专业化允许预⾔机开发深度专业知识，提⾼其验证特定类型纪念资产的能⼒。 

预⾔机选择算法 

针对特定验证任务的预⾔机选择使⽤加权随机算法： 

𝑃(𝑜!) =
𝑅! ⋅ 𝐸! ⋅ (1 − 𝐶!)

∑#$%& 𝑅$ ⋅ 𝐸$ ⋅ 01 − 𝐶$6
 

其中： 

• 𝑃(𝑜!) 是预⾔机 𝑖 被选中的概率 



• 𝑅! 是预⾔机的声誉分数 

• 𝐸! 是预⾔机在资产类别上的专业度 

• 𝐶! 是预⾔机的冲突因⼦（与资产创建者或所有者的关联） 

• 𝑛 是符合条件的预⾔机数量 

这种算法优先选择⾼声誉、相关专业知识且⽆利益冲突的预⾔机，同时保持随机性以防⽌操纵。 

6.2.2 数据验证机制 

预⾔机提供的数据在被接受为真实之前必须通过严格的验证： 

多⽅验证协议 

预⾔机数据通过多⽅共识验证： 

V(d_o) 	= 	 {Consensus}├({v_i(d_o, s_i)	|	i	 ∈ O}┤) 

其中： 

• 𝑉(𝑑g) 是预⾔机数据 𝑑g 的验证结果 

• 𝑣! 是预⾔机 𝑖 的验证函数 

• 𝑠! 是预⾔机 𝑖 可获得的状态信息 

• 𝑂 是参与预⾔机集合 

• {Consensus} 是共识函数 

共识函数基于加权投票实现： 

{Consensus}(X) = 	 {cases}1	&	{如果	| /
{r	∈M}t?

⋅ x	 > 	θ	0	&	{否则|{cases} 

其中： 

• 𝑤m 是报告 𝑥 的权重（基于预⾔机声誉） 

• 𝜃 是共识阈值（通常为总权重的 2/3） 

链下验证聚合 

为提⾼效率，预⾔机在提交链上更新前执⾏链下验证聚合： 

Plain Text 
OffChainAggregation { 
    初始报告: 由主预言机提交 
    验证收集: 从次级预言机收集验证 
    冲突识别: 识别和标记有分歧的报告 
    共识形成: 在链下达成初步共识 



    证明生成: 创建包含验证的聚合证明 
} 

这种⽅法减少了链上交易量，同时维持⾼安全标准。 

真实性分数计算 

系统计算每个预⾔机报告的真实性分数： 

{TruthScore}(r) = 	
∑{+%&}"

{@}A ⋅ {Agree}(r+, r)

∑{+%&}"{@}A
 

其中： 

• {TruthScore}(r) 是报告 𝑟 的真实性分数 

• 𝑅! 是验证者 𝑖 的声誉 

• {Agree}(r+, r) 是验证报告 𝑟! 与原始报告 𝑟 的⼀致度 

• 𝑣 是验证者数量 

⾼真实性分数表示报告得到了⼴泛共识验证，可被视为⾼度可靠。 

6.2.3 预⾔机激励机制 

DMC实施全⾯的激励机制，确保预⾔机准确、及时地执⾏其职责： 

奖励函数 

预⾔机根据其贡献质量获得奖励： 

RH(H,c,6) =	 r8 +	r6 ⋅ {acc}(o) +	rI ⋅ {con}(o, r) 

其中： 

• 𝑅g 是预⾔机 𝑜 的总奖励 

• 𝑟] 是基础奖励（⽤于覆盖基本运营成本） 

• 𝑟  是准确度乘数 

• 𝑟_ 是共识贡献乘数 

• {acc}(o) 是预⾔机的准确度函数 

• {con}(o, r) 是预⾔机对特定报告共识的贡献 

准确度函数测量预⾔机报告与验证结果的⼀致性： 

{acc}(o) = 	
1
|RH|

/
{c	∈zB}{E+/}(c,65)

 

其中： 



• 𝑅g 是预⾔机 𝑜 的报告集 

• 𝑎Y 是报告 𝑟 的实际结果（由最终共识确定） 

• {sim} 是相似度函数，量化报告与实际结果的接近程度 

声誉系统 

预⾔机声誉随时间根据性能动态调整： 

{Rep}{9{&}(H) = 	α ⋅ {Rep}9(H) +	(1	 − 	α) ⋅ {Perf}9(H) 

其中： 

• {Rep}{9{&}(H) 是预⾔机在 𝑡 + 1 时的声誉 

• {Rep}9(H) 是当前声誉 

• {Perf}9(H) 是最近性能评分 

• 𝛼 是权重因⼦（通常为 0.8），决定历史表现的重要性 

声誉影响预⾔机被选中的概率、其报告的权重以及获得的奖励，创造强烈的激励以维持⾼质量

服务。 

抵押和惩罚 

预⾔机必须质押 DMC代币作为其报告的担保： 

Plain Text 
StakingRequirements { 
    基础抵押: 成为预言机的最低抵押 
    任务抵押: 执行特定验证任务的额外抵押 
    抵押期: 报告后的锁定期，允许挑战 
    惩罚条件: 不准确、延迟或冲突的报告 
} 

提交被证明不准确的报告将导致部分抵押被削减，削减的代币分配给识别错误的实体和验证预

⾔机。 

6.3 法律框架 

DMC建⽴了全⾯的法律框架，为数字表示与实物资产的连接提供明确的法律基础。这⼀框架
考虑了不同司法管辖区的复杂法律环境和资产类型的多样性。 

6.3.1 资产分类系统 

DMC根据其法律地位和所有权结构对实物资产进⾏分类： 

法律分类类别 



系统定义了五个主要法律类别： 

1. 私⼈纪念品：个⼈拥有的物品  

￮ 完全所有权明确 

￮ 所有权证明和来源记录 

￮ ⾃主处置权 

￮ 转让和继承规则 

2. ⽂化遗产：具有集体或国家意义的物品  

￮ 监管限制和保护状态 

￮ 公共利益声明 

￮ 出⼝和处置限制 

￮ 数字表示的特殊规定 

3. 公共纪念物：开放访问的结构或场所  

￮ 公共所有权或信托状态 

￮ 访问权和使⽤限制 

￮ 维护责任分配 

￮ 数字表示许可架构 

4. 机构档案：正式管理的集合  

￮ 机构治理框架 

￮ 获取和处置政策 

￮ 访问和使⽤协议 

￮ 数字化权利声明 

5. 数字原⽣纪念物：⽣来就是数字的纪念资产  

￮ 原创权和版权状态 

￮ 复制和派⽣权利 

￮ 许可和使⽤条款 



￮ 跨平台持久性规定 

分类确定过程 

资产的法律分类通过结构化决策过程确定： 

Plain Text 
ClassificationProcess { 
    所有权确认: 确定当前法律所有者 
    法律状态评估: 识别任何限制或保护 
    跨境考虑: 评估多司法管辖区问题 
    权利清单: 明确所有相关权利持有者 
    分类决策: 应用决策树确定最终类别 
} 

分类结果决定适⽤的法律框架和合规要求。 

混合资产处理 

许多纪念资产跨越多个类别，需要特殊处理： 

Plain Text 
HybridAssetFramework { 
    主要分类: 确定主导法律框架 
    补充规则: 识别次要类别的适用规则 
    冲突解决: 解决跨类别法律冲突 
    合规矩阵: 创建多层次合规要求图 
} 

这种灵活的框架处理复杂的法律情境，例如私⼈拥有但受⽂化保护法律约束的物品。 

6.3.2 司法管辖合规框架 

DMC实施了⼀个灵活的合规框架，以适应不同司法管辖区的法律要求： 

合规验证系统 

系统针对相关法规验证每个资产： 

C,(6) =	 ¯
.c	∈z#3{LH/j7:}(6,c)

 

其中： 

• 𝐶$ 是司法管辖区 𝑗 的合规函数 

• 𝑎 是资产 

• 𝑅$ 是相关法规集 



• {Comply} 评估特定法规的合规性 

• ⋀  表示逻辑"与"操作，确保所有适⽤规则都得到遵守 

动态监管更新 

系统维护⼀个不断更新的监管数据库： 

Plain Text 
RegulatoryMonitoring { 
    法规跟踪: 监控相关司法管辖区的变化 
    影响分析: 评估法规变化对现有资产的影响 
    合规提醒: 通知受影响资产的所有者/管理员 
    政策更新: 调整系统政策以适应新要求 
} 

这种主动⽅法确保即使在不断变化的监管环境中也保持合规性。 

跨境合规协调 

系统协调可能涉及多个司法管辖区的资产： 

Plain Text 
CrossBorderCompliance { 
    主要司法管辖区: 确定主要适用法律体系 
    冲突识别: 识别跨司法管辖区要求冲突 
    合规优先级: 应用分层合规策略 
    文档要求: 维护跨司法管辖区文档 
} 

这种协调对于具有国际意义或在全球范围内展示的⽂化遗产特别重要。 

监管沙盒与法律创新 

DMC与监管机构合作开发新框架： 

Plain Text 
RegulatoryInnovation { 
    沙盒计划: 与监管机构合作的试点项目 
    法律模板: 用于数字-物理映射的标准化法律文档 
    政策提案: 推动法律框架现代化的倡议 
    行业标准: 与遗产机构合作开发标准 
} 

这些努⼒旨在建⽴明确的法律基础，⽀持实物资产的数字表示和保存。 



6.3.3 争议解决协议 

DMC实施了专⻔的法律争议解决机制，处理与实物资产相关的纠纷： 

争议分类 

系统根据争议类型分类法律问题： 

Plain Text 
DisputeCategories { 
    所有权争议: 关于资产法律所有权的纠纷 
    真实性争议: 关于资产真实性或出处的纠纷 
    权利争议: 关于使用、复制或展示权的纠纷 
    合规争议: 关于监管要求遵守的纠纷 
    代表争议: 关于数字表示准确性的纠纷 
} 

每类争议有特定的解决流程和证据要求。 

分层争议解决 

DMC实施分层争议解决⽅法：物理-数字链接 

1. 物理嵌⼊标识符：  

￮ 加密微标记（纳⽶级不可⻅标记） 

￮ 分⼦级 DNA存储标记 

￮ 独特物理结构扫描 

￮ 防篡改全息标签 

2. 多模式验证：结合多种物理识别技术  

￮ 光谱分析确认材料成分 

￮ 显微结构捕获唯⼀纹理 

￮ 重量、尺⼨和物理特性测量 

￮ 放射性碳年代测定（适⽤时） 

3. 物理证⼈框架：  

￮ 授权物理监护⼈⽹络 

￮ 定期实地验证和数字记录对⽐ 



￮ 多⽅验证要求防⽌欺诈 

￮ 专家鉴定与区块链记录集成 

为⽀持争议解决和持续验证，DMC建⽴了物理证⼈⽹络： 

Plain Text 
PhysicalWitnessNetwork { 
    认证证人: 经过验证和授权的物理检查员 
    区域覆盖: 全球地理分布的证人网络 
    专业分工: 按资产类型和专业知识分类的证人 
    调度系统: 用于验证请求的效率分配 
    验证协议: 标准化物理检查程序 
} 

物理证⼈执⾏实地检查，验证实物资产的存在、状态和特征，创建数字世界与物理现实之间的

可信桥梁。 

7 治理 

DMC协议的去中⼼化治理是确保系统⻓期活⼒、适应性和社区参与的关键。本章详细阐述
DMC的治理结构、决策流程和参与机制，展示了⼀个平衡安全性、创新和包容性的治理⽣态
系统。 

7.1 DAO结构 

DMC实施了⼀个多层次、专业化的去中⼼化⾃治组织(DAO)结构，分配决策权⼒和责任。 

7.1.1 多层治理模型 

DMC治理结构由相互关联的专业机构组成，每个机构有明确的责任领域： 

Plain Text 
MemorialDAO { 
    MemorialCouncil executiveBody;       // 执行和协调机构 
    CuratorCollective curatorBody;       // 管理纪念内容和标准 
    ValidatorAssembly technicalBody;     // 网络安全和技术发展 
    TokenholderCongress economicBody;    // 经济和财务决策 
    DisputeTribunal judicialBody;        // 争议解决和合规 
} 

这种专业化治理确保决策由最合格的参与者做出，同时维持整体⼀致性。 

纪念理事会 

纪念理事会服务于执⾏协调⻆⾊： 



• 由 9名理事组成，任期交错，每年更换三分之⼀ 

• 负责执⾏批准的提案和⽇常运营 

• 协调不同治理机构间的活动 

• 代表 DMC与外部组织和合作伙伴交流 

理事选举基于经验、贡献历史和社区声誉的组合。 

管理员集体 

管理员集体负责纪念内容和标准： 

• 由具备专业知识的内容管理员组成 

• 开发和维护纪念资产元数据标准 

• 监督验证流程和质量保证 

• 推荐内容管理政策和最佳实践 

成员资格基于专业技能、⼯作历史和同⾏评估。 

验证者⼤会 

验证者⼤会专注于⽹络技术⽅⾯： 

• 由活跃⽹络验证者组成 

• 监督协议升级和技术改进 

• 管理⽹络安全和性能参数 

• 推荐验证激励和要求的变更 

投票权重基于验证历史、记忆信任分数和技术贡献。 

代币持有者⼤会 

代币持有者⼤会管理经济和财务事务： 

• 向所有 DMC代币持有者开放 

• 控制库房资⾦分配 

• 批准预算和经济参数调整 

• 投票决定主要经济政策变更 

投票权重通过⼆次投票机制确定，平衡⼤⼩持有者的影响⼒。 

争议法庭 

争议法庭处理系统内的争议： 

• 选择具有法律和领域专业知识的成员 



• 审理与资产真实性和所有权相关的争议 

• 解释治理规则和协议 

• 提供合规性指导和监督 

成员选择强调公正性、专业知识和决策历史。 

7.1.2 投票机制 

DMC实施多种专⻔投票机制，针对不同决策类型优化： 

⼆次投票 

⽤于⼀般治理决策的⼆次投票机制： 

{VotePower}(v) = 	k{t5 ⋅ w5} 

其中： 

• {VotePower}(v) 是投票者的有效投票权 

• 𝑡W 是投票者的代币权益 

• 𝑤W 是基于声誉的投票者权重 

这种⽅法平衡了代币持有量的经济权⼒和参与者的声誉贡献，防⽌财富集中导致的治理垄断。 

信念投票 

为资源分配决策实施的信念投票机制： 

{Conviction}(p, t) = 	 {Conviction}(p, t − 1) ⋅ α +	{Votes}(p, t) ⋅ (1	 − 	α) 

其中： 

• {Conviction}(p, t) 是提案 𝑝 在时间 𝑡 的信念 

• 𝛼 是衰减因⼦（通常为 0.9） 

• {Votes}(p, t) 是提案 𝑝 在时间 𝑡 的投票 

信念随着时间的推移积累，要求持续⽀持才能批准提案，防⽌短期投机和快速攻击。重要性越

⾼的决策需要越⾼的信念阈值。 

预测市场治理 

对于战略决策，DMC使⽤基于预测市场的治理（Futarchy）： 

{Decision}(A, B) = 	 {cases}A	&	{如果	|\mathbb{E}[V|A]

>	\mathbb{E}[V|B]	B	&	{否则|{cases} 

其中： 

• 𝔼[𝑉|𝐴] 是给定决策 𝐴 的预期价值 



• 𝔼[𝑉|𝐵] 是给定决策 𝐵 的预期价值 

参与者在不同决策选项的结果上下注，创建⼀个市场预测，指导最终选择。这种⽅法利⽤集体

智慧和真实激励机制做出更好的预测。 

委托投票 

为增加参与率，DMC⽀持灵活的委托投票： 

Plain Text 
DelegationSystem { 
    全局委托: 将所有治理决策的投票权委托给受信任代表 
    领域委托: 将特定类型决策的投票权委托给专家 
    提案级委托: 为单个提案灵活选择代表 
    动态重配置: 随时取消或重新分配委托 
} 

委托提⾼了有效参与率，同时允许专业知识在复杂决策中发挥作⽤。 

7.1.3 治理激励对⻬ 

DMC实施全⾯的激励机制，⿎励积极、知情和负责任的治理参与： 

治理奖励函数 

参与者基于贡献质量获得治理奖励： 

R|(6,H) =	 r8 ⋅ {success}(a, o) +	rj ⋅ {participation}(a) +	rI ⋅ {contribution}(a) 

其中： 

• 𝑅` 是治理奖励 

• 𝑎 是参与者 

• 𝑜 是治理结果 

• 𝑟] 是基础奖励率 

• 𝑟b 是参与奖励率 

• 𝑟_ 是贡献奖励率 

• {success} 衡量结果质量（与既定⽬标⽐较） 

• {participation} 衡量参与级别（投票、讨论等） 

• {contribution} 衡量价值贡献（提案、分析等） 

这种多因素奖励⿎励不仅仅是参与，还有⾼质量的贡献和成功的结果。 

声誉系统 



除经济奖励外，DMC维护⼀个治理声誉系统： 

Plain Text 
GovernanceReputation { 
    参与历史: 跟踪历史投票和参与模式 
    提案质量: 评估提交提案的成功率 
    预测准确性: 记录治理预测的准确性 
    社区贡献: 测量对治理讨论的贡献 
} 

声誉影响治理权重、委托吸引⼒和某些治理⻆⾊的资格，创造⻓期参与和负责任⾏为的激励。 

治理质押 

某些治理活动需要质押 DMC代币，创造经济激励对⻬： 

Plain Text 
GovernanceStaking { 
    提案质押: 提交提案需要最低质押，成功时返还 
    争议质押: 启动争议需要质押，胜诉方收回 
    验证质押: 对验证结果提出异议需要质押 
    挑战质押: 挑战现有决策需要比例质押 
} 

质押要求防⽌垃圾提案和⽆根据的挑战，同时确保参与者有动⼒推动⾼质量成果。 

透明度和问责制 

DMC实施强制透明措施，促进问责治理： 

Plain Text 
GovernanceTransparency { 
    投票记录: 所有治理投票的公开、可验证记录 
    决策跟踪: 从提案到实施的完整决策审计跟踪 
    影响评估: 重大决策后的结果评估 
    冲突披露: 强制利益冲突披露 
} 

这些措施确保治理参与者对其决策和⾏动负责，促进更⾼的决策质量和诚信。 

7.2 提案机制 

提案是 DMC治理系统的基本构建块，提供了⼀个结构化流程，通过这个流程社区可以建议、
讨论和实施变更。 



7.2.1 提案⽣命周期 

每个治理提案都遵循明确定义的⽣命周期，确保全⾯评估和社区参与： 

理念阶段 

提案过程始于初步理念形成： 

• 社区讨论论坛上的⾮正式概念共享 

• 早期反馈收集和概念精炼 

• 潜在影响和要求的初步评估 

• 与现有提案和优先事项的协调 

此阶段⽆需正式结构，专注于想法形成和社区兴趣评估。 

形式化阶段 

有前景的想法进⼊正式提案准备： 

• 使⽤标准化提案模板 

• 详细⽬标和预期结果说明 

• 实施计划和资源需求 

• 影响分析和⻛险评估 

• 初始⽀持者收集 

提案作者必须质押最低数量的 DMC代币，防⽌低质量提案泛滥。 

讨论阶段 

正式提案进⼊结构化社区讨论： 

• 固定讨论期（通常为 14天） 

• 专⻔讨论空间和⼯具 

• 主题专家意⻅征询 

• 提案调整和完善 

• 社区情绪评估 

讨论期结束时，提案可以根据反馈修改，然后进⼊投票阶段或撤回进⼀步完善。 

投票阶段 

讨论后，提案进⼊正式投票： 

• 投票期根据提案范围设定（7-30天） 



• 使⽤适当投票机制（⼆次投票、信念投票等） 

• 达到最低参与率阈值要求 

• 根据提案类型的通过阈值 

• 实时投票结果可视化 

投票期不可缩短，确保所有利益相关者有时间参与，防⽌时间操纵攻击。 

实施阶段 

获得批准的提案进⼊实施： 

• 详细实施计划制定 

• 资源分配和任务分配 

• 进度跟踪和透明报告 

• ⾥程碑验证和质量保证 

• 持续社区更新 

实施由相关治理机构监督，确保忠实执⾏社区决策。 

评估阶段 

实施后，进⾏正式的后果评估： 

• ⽬标达成度测量 

• 意外后果识别 

• 学习和改进机会记录 

• 未来相关提案的建议 

这种闭环评估创建组织学习机制，提⾼未来决策和实施质量。 

阶段转换模型 

提案在各阶段间的转换由概率模型描述： 

𝑃(𝑠f{&|𝑠f , 𝑝) =
exp0𝑓(𝑠f , 𝑠f{&, 𝑝)6

∑XC∈} exp0𝑓(𝑠f , 𝑠~, 𝑝)6
 

其中： 

• 𝑃(𝑠f{&|𝑠f , 𝑝) 是提案 𝑝 从状态 𝑠f 转换到 𝑠f{& 的概率 

• 𝑓 是考虑提案质量、社区⽀持和资源需求的打分函数 

• 𝑆 是可能状态的集合 

这种模型帮助预测提案成功的可能性，指导提案者和⽀持者的努⼒。 



7.2.2 提案评估框架 

DMC使⽤全⾯的评估框架来⼀致、客观地评估提案： 

多因素评分系统 

提案通过加权多因素系统评分： 

𝑆(𝑝) =/
#

!%&
𝑤! ⋅ 𝑐!(𝑝) 

其中： 

• 𝑆(𝑝) 是提案 𝑝 的总体分数 

• 𝑐! 是标准 𝑖 的评估函数 

• 𝑤! 是标准 𝑖 的权重 

• 𝑛 是评估标准的数量 

关键评估标准包括： 

1. 技术可⾏性：提案的技术可⾏性和实施复杂性  

￮ 依赖技术的成熟度 

￮ 实施复杂性和⻛险 

￮ 与现有系统的兼容性 

￮ 技术债务和⻓期维护考虑 

2. 经济可持续性：提案的财务影响和可持续性  

￮ 实施和运营成本 

￮ 预期投资回报 

￮ ⻓期经济后果 

￮ 财务⻛险和不确定性 

3. 与使命⼀致性：提案与 DMC核⼼使命的⼀致程度  

￮ 纪念保存⽬标促进 

￮ 与核⼼价值观⼀致 

￮ ⻓期愿景⽀持 

￮ 社区优先事项⼀致 



4. 安全影响：对系统安全和完整性的影响  

￮ 攻击⾯变化 

￮ 安全保证和验证 

￮ 隐私和数据保护影响 

￮ 灾难恢复考虑 

5. 社区⽀持：提案享有的社区⽀持程度  

￮ 早期讨论参与 

￮ ⽀持多样性（不同利益相关者群体） 

￮ 批评和关注的性质 

￮ 历史类似提案的接受模式 

影响评估矩阵 

每个提案都经过影响评估矩阵分析： 

Plain Text 
ImpactMatrix { 
    直接影响: 对目标领域的立即变化 
    间接影响: 次级和附带效应 
    短期效应: 6个月内的结果 
    长期影响: 超过 2年的预期结果 
    可逆性: 变更撤销的难度 
    分配效应: 对不同利益相关者群体的不同影响 
} 

这种矩阵帮助识别可能被忽视的后果，确保全⾯评估。 

阈值和决策规则 

不同类型和范围的提案有不同的评估阈值： 

Plain Text 
ApprovalThresholds { 
    技术提案: 较高技术可行性要求，验证者大会审查 
    经济提案: 严格财务分析，代币持有者大会批准 
    内容提案: 由管理员集体评估的内容标准影响 
    治理提案: 广泛社区支持和法律合规性要求 



} 

清晰的阈值确保决策⼀致性，同时认识到不同类型提案的独特要求。 

7.2.3 预测市场提案评估 

DMC集成预测市场进⾏提案评估，利⽤集体智慧和真实激励： 

提案预测市场 

每个重要提案都有相关的预测市场： 

π(p) =	\mathbb{E}[{Impact}(p)|{Market}] 

其中： 

• 𝜋(𝑝) 是提案 𝑝 的预测影响 

• \mathbb{E}[{Impact}(p)|{Market}] 是市场隐含的预期影响 

参与者在不同结果上分配虚拟或真实代币，创建⼀个集体预测机制。 

对数市场评分规则 

预测市场使⽤对数市场评分规则设计： 

{Cost}(Δq) = 	b	 ⋅\ln

⎝

⎜
⎛

/

{/}>rj��"{	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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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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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b	 ⋅\ln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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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 {Cost}(Δq) 是交易 𝛥𝑞 的成本 

• 𝑞! 是结果 𝑖 的数量 

• 𝑏 是流动性参数，控制价格对交易反应的敏感度 

• 𝑚 是可能结果的数量 

这种机制确保市场具有⾜够的流动性，同时保持价格反应的准确性。 

关键预测指标 

预测市场跟踪多个成功指标： 

Plain Text 
PredictionMetrics { 
    成功概率: 提案通过并成功实施的可能性 
    目标实现: 提案达到既定目标的可能程度 
    负面副作用: 发生意外问题的可能性和严重程度 



    时间线准确性: 按时完成的可能性 
    资源预测: 所需资源与预测的一致性 
} 

这些细粒度预测提供了丰富的信息，超出了简单的⼆元"通过/不通过"预测。 

预测市场-治理整合 

DMC在治理中使⽤预测市场有多种⽅式： 

1. 信息⼯具：市场预测作为决策者的额外输⼊ 

2. 筛选机制：仅预测具有⾼成功可能性的提案进⼊正式投票 

3. 条件实施：提案批准后，市场继续评估实施结果 

4. 全⾯治理：市场直接决定某些类型的决策（完全 Futarchy） 

这种灵活集成允许根据决策类型和要求调整预测市场的⻆⾊。 

7.3 记忆管理员⻆⾊ 

记忆管理员是 DMC⽣态系统中的关键参与者，负责纪念资产的质量、完整性和上下⽂丰富。
管理员职责需要专业知识、诚信和对纪念保存的承诺。 

7.3.1 管理员选择过程 

DMC实施了⼀个严格的过程，选择合格的记忆管理员： 

⻉叶斯选择模型 

管理员选择使⽤⻉叶斯概率模型： 

𝑃(𝑐|𝑞) =
𝑃(𝑞|𝑐) ⋅ 𝑃(𝑐)

𝑃(𝑞)  

其中： 

• 𝑃(𝑐|𝑞) 是给定资格 𝑞 选择候选⼈ 𝑐 的概率 

• 𝑃(𝑞|𝑐) 是给定候选⼈的资格概率（似然） 

• 𝑃(𝑐) 是候选⼈的先验概率 

• 𝑃(𝑞) 是资格的边际概率 

这种⽅法将客观资格标准与社区声誉和先前贡献相结合。 

资格评估 

候选管理员根据多维度标准评估： 

Plain Text 



CuratorQualifications { 
    领域专业知识: 相关学科知识和教育 
    技术能力: 必要技术工具的掌握 
    验证历史: 先前验证工作的质量和准确性 
    社区声誉: 在相关社区的声誉和尊重 
    伦理记录: 诚信和专业行为历史 
} 

每个维度通过标准化过程评估，综合形成整体资格评分。 

专业化途径 

DMC认可不同类型的管理专业化： 

1. 学科专家：特定知识领域（历史、艺术、科学等）的深度专业知识 

2. 技术专家：数字保存、媒体分析或数据管理⽅⾯的技术专⻓ 

3. 社区管理员：特定社区或⽂化群体纪念传统的代表 

4. 流程专家：验证和元数据管理流程的专家 

5. 集成专家：连接不同类型纪念资产的综合视⻆ 

选择过程适应这些不同专业化，确保管理员集体具有⼴泛技能。 

培训与认证 

新管理员通过结构化⼊职和培训： 

Plain Text 
CuratorTraining { 
    理论模块: 纪念保存原则和标准 
    技术模块: 系统工具和流程培训 
    指导计划: 与经验丰富的管理员配对 
    认证评估: 知识和技能验证 
    持续教育: 定期更新和高级培训 
} 

定期再认证确保管理员保持最新知识和技能，适应不断发展的纪念保存最佳实践。 

7.3.2 管理员责任 

记忆管理员履⾏多种关键职责，确保纪念资产的质量和价值： 

资产验证 

管理员负责确认纪念资产的真实性： 

• 应⽤领域知识评估历史准确性 



• 实施专⻔的验证协议和⼯具 

• 协调专家意⻅和分析 

• 记录验证过程和决策 

• 分配验证信⼼级别 

验证⼯作必须遵循明确的指南，确保⼀致性和透明度。 

元数据丰富 

管理员增强纪念资产的元数据： 

• 标准化描述和分类 

• 添加历史和⽂化上下⽂ 

• 确保元数据完整性和准确性 

• 实施跨资产链接和关联 

• 维护多语⾔和可访问描述 

丰富的元数据显著提⾼资产的价值、可发现性和可⽤性。 

分类与组织 

管理员维护系统化的纪念资产组织： 

• 应⽤和改进分类系统 

• 创建策划集合和展览 

• 确保⼀致的分类实践 

• 开发导航和发现⼯具 

• 识别和填补集合缺⼝ 

这些组织活动使⽤户能够有意义地浏览和探索纪念资产。 

质量保证 

管理员确保⾼质量纪念内容： 

• 定义和实施质量标准 

• 进⾏定期质量审查 

• 识别改进领域 

• 解决低质量内容问题 

• 推⼴最佳实践 



严格的质量保证过程维护整个系统的纪念完整性。 

社区参与 

管理员促进社区参与记忆保存： 

• 组织协作管理活动 

• 指导和⽀持新贡献者 

• 促进社区反馈和讨论 

• 举办教育活动和研讨会 

• 与相关领域建⽴伙伴关系 

这种参与扩⼤了可⽤专业知识的范围，同时培养了更⼴泛的记忆保存社区。 

7.3.3 声誉系统 

DMC实施全⾯的声誉系统，跟踪和激励⾼质量的管理⼯作： 

管理员声誉模型 

管理员声誉通过递归更新计算： 

R(c) = 	β ⋅ R{jc>5}(I) +	(1	 − 	β) ⋅
1
|AI|

/
{6	∈4D}{�A67+9:}(6)

 

其中： 

• 𝑅(𝑐) 是管理员 𝑐 的声誉 

• 𝑅bY[W(𝑐) 是先前的声誉 

• 𝛽 是历史权重因⼦（通常为 0.8） 

• 𝐴_ 是管理员 𝑐 管理的资产集合 

• {Quality}(a) 是资产 𝑎 的质量评分 

这种模型平衡了历史表现与最近贡献，创造了⼀个渐进但反应灵敏的声誉测量。 

多维度质量评估 

资产质量通过多个维度评估： 

Quality 

受众适应模型 

系统根据⽤户特征调整呈现： 

Plain Text 
AudienceAdaptationModel { 



    知识水平: 调整解释的深度和专业术语 
    文化背景: 提供相关文化参考和比较 
    语言偏好: 调整语言复杂性和风格 
    兴趣领域: 强调与用户兴趣相关的方面 
    交互历史: 基于先前互动的个性化 
} 

这种适应确保从⼉童到学者的所有⽤户都能获得有意义的纪念体验。 

多层次叙事⽣成 

系统创建具有多层次深度的叙事，允许⽤户选择他们的探索级别： 

Plain Text 
NarrativeLayers { 
    概览层: 简洁的高级摘要（30-60秒体验） 
    背景层: 中等深度的上下文和解释（3-5分钟体验） 
    深入层: 详细的历史、背景和分析（15-30分钟体验） 
    专家层: 学术级深度与原始资料引用（无时间限制） 
} 

⽤户可以在层次之间⽆缝移动，根据他们的兴趣和可⽤时间定制体验。 

关联⽣成 

系统识别个⼈与纪念资产之间的潜在联系： 

{Relevance}(u,m) = 	 /
{+%&}"

{4}2

⋅ {sim}(u+, m+) 

其中： 

• {Relevance} 是⽤户 𝑢 与纪念资产 𝑚 之间的总体相关性 

• 𝑢! 是⽤户特征（如地理位置、兴趣、家族历史） 

• 𝑚! 是资产特征（如位置、主题、相关⼈物） 

• {sim} 是特定维度的相似度函数 

• 𝑤! 是维度权重 

• 𝑘 是考虑的维度数量 

这种⽅法能够识别和强调可能对特定⽤户有特殊意义的纪念资产⽅⾯，创造个⼈连接。 

情感适应叙事 

系统调整叙事的情感语调以适应上下⽂和⽤户偏好： 



Plain Text 
EmotionalToneMapping { 
    庄重: 用于悲剧性历史事件和纪念物 
    振奋: 用于成就和胜利的纪念 
    反思: 用于复杂的文化和历史遗产 
    教育: 用于主要聚焦于信息传递的情境 
    个人: 用于与用户有直接联系的资产 
} 

情感⾳调通过词汇选择、叙事节奏和强调点的细微调整来表达，创造适合特定纪念情境的体验。 

{Quality}(a) = 	 /
{,%&}#

{*}E

⋅ q,(6) 

其中： 

• 𝑞$ 是维度 𝑗 的质量评估函数 

• 𝛾$ 是维度 𝑗 的权重 

• 𝑙 是质量维度的数量 

关键质量维度包括： 

• 验证严格性：验证过程的彻底性和严谨性 

• 元数据完整性：元数据的全⾯性和准确性 

• 上下⽂丰富度：添加的上下⽂信息的深度和相关性 

• 创建速度：完成任务的及时性 

• 社区反馈：⽤户和同⾏对管理⼯作的评价 

同⾏评审机制 

管理员⼯作接受结构化同⾏评审： 

Plain Text 
PeerReviewSystem { 
    随机分配: 管理工作随机分配给同行审查 
    双盲评审: 相互匿名的评审过程 
    标准化评分: 使用明确标准的一致评分 
    详细反馈: 具体改进建议 
    争议解决: 评审分歧解决机制 
} 

同⾏评审不仅提供质量控制，还促进管理员间知识共享和标准提⾼。 



声誉激励 

声誉系统创造多层次激励： 

Plain Text 
ReputationIncentives { 
    经济奖励: 更高声誉导致更高奖励率 
    工作分配: 高声誉管理员获得优先访问高价值资产 
    治理权重: 声誉影响某些治理决策的投票权重 
    专业认可: 公开可见的声誉徽章和排名 
    角色进阶: 获得更高级别管理员角色的资格 
} 

这些激励⿎励⻓期卓越表现和持续贡献，同时认可不同形式的专业知识。 

动态专业化 

声誉系统跟踪不同领域的专业化： 

Plain Text 
SpecializationTracking { 
    领域特定分数: 不同资产类别的专业声誉 
    技能图谱: 可视化管理员技能和专长 
    专业化推荐: 基于表现历史的工作分配 
    缺口识别: 识别需要更多专业知识的领域 
} 

这种细粒度跟踪确保管理⼯作分配给最合格的专家，同时⿎励管理员发展独特专⻓。 

8 安全考量 

在保存珍贵记忆的使命中，安全是 DMC协议的基本要素。本章详细阐述 DMC的全⾯安全框
架，包括威胁建模、数据完整性保护和隐私考量。 

8.1 威胁模型 

DMC通过彻底的威胁分析和防御策略规划确保系统安全。 

8.1.1 攻击向量分类 

DMC安全框架应对多种潜在攻击向量： 

共识攻击 

针对记忆权益证明机制的攻击： 

• ⽆利害关系攻击：尝试在多个分叉上同时投票 



• ⻓程攻击：试图重写深层历史记录 

• 短程重组：临时链重组尝试 

• 贿赂攻击：通过经济激励影响验证者 

DMC的MPoS设计专⻔解决这些漏洞，通过记忆信任度、时间锁定和经济抵押机制。 

⾝份伪造 

伪造纪念资产或篡改来源： 

• 虚构创建：提交完全虚构的纪念资产 

• 来源篡改：歪曲或伪造资产历史 

• ⾝份盗⽤：冒充合法创建者或验证者 

• ⼈⼯⽣成内容：使⽤ AI创建看似真实的伪造记录 

多层次验证和专⻔的 AI检测系统防范这些威胁，结合⼈类专家和技术分析。 

预⾔机操纵 

篡改物理-数字映射机制： 

• 报告篡改：提交虚假验证数据 

• 合谋攻击：多个预⾔机协调提供错误信息 

• ⼥巫攻击：单⼀实体控制多个预⾔机⾝份 

• 抢跑攻击：预⾔机基于私⼈知识进⾏交易 

多层预⾔机架构和声誉抵押系统防范这些攻击，确保预⾔机诚实⾏为。 

治理漏洞 

尝试操纵决策过程： 

• 投票收买：购买或影响治理投票 

• 提案洪⽔：⽤过多提案淹没系统 

• 参数操纵：微妙修改关键系统参数 

• 时间操纵：利⽤低参与时期推动有争议决策 

分层治理、时间锁定和经济抵押机制防⽌治理攻击，确保协议完整性。 

经济攻击 

针对代币经济学的攻击： 

• 市场操纵：⼈为影响 DMC或MAT价格 

• 挖矿集中化：验证资源集中化 



• 割⾲菜计划：短期获利的欺骗性项⽬ 

• 闪电贷攻击：利⽤短期流动性进⾏市场操纵 

经济设计包括防御机制，如限流控制、流动性限制和抵押锁定。 

漏洞评分系统 

DMC使⽤综合威胁评分系统优先处理安全⻛险： 

𝑉(𝑎) = 𝐼(𝑎) ⋅ 𝐸(𝑎) ⋅ 𝐷(𝑎) 

其中： 

• 𝑉(𝑎) 是攻击 𝑎 的漏洞分数 

• 𝐼(𝑎) 是影响严重性（1-10，10最严重） 

• 𝐸(𝑎) 是利⽤难度（1-10，1最容易） 

• 𝐷(𝑎) 是检测概率（0-1，0表示⽆法检测） 

这种评分⽅法指导安全资源分配，优先解决最危险和最可⾏的威胁。 

8.1.2 纵深防御策略 

DMC实施纵深防御策略，部署多层次安全措施： 

安全架构层 

系统设计包括多层独⽴安全机制： 

Plain Text 
SecurityArchitecture { 
    密码安全层: 基础密码学保护 
    共识保护层: 共识机制内建安全特性 
    AI验证层: 神经网络异常检测 
    治理安全层: 治理过程中的安全保障 
    经济安全层: 基于激励的攻击缓解 
} 

这种层次化⽅法确保即使⼀层被突破，其他层仍能提供保护。 

全⾯防御效果 

系统整体安全性建模为穿透所有防御层的概率： 

P({compromise}) = 	 Y
{o}q({8:j6EE}")

{+%&}

 

其中： 



• P({compromise}) 是成功⼊侵的概率 

• P({bypass}+) 是绕过防御层 𝑖 的概率 

• 𝑛 是防御层数量 

通过实施独⽴安全层，系统显著降低了成功攻击的可能性。 

验证与审计 

DMC实施严格的代码验证和安全审计： 

Plain Text 
SecurityValidation { 
    形式验证: 关键组件的数学正确性证明 
    渗透测试: 定期由独立安全专家进行测试 
    开源审查: 社区代码审查和漏洞赏金计划 
    形式审计: 有资质的第三方安全审计 
} 

持续验证确保早期识别和解决安全问题，维持整体系统健壮性。 

恢复计划 

即使是最安全的系统也需要灾难恢复计划： 

Plain Text 
RecoveryFramework { 
    持续监控: 实时异常检测系统 
    应急响应: 预定义安全事件响应流程 
    隔离程序: 受损组件隔离机制 
    回滚能力: 安全恢复到先前状态 
    通信协议: 透明的安全事件报告 
} 

全⾯的恢复机制确保系统能够有效应对和从安全事件中恢复。 

8.1.3 ⾃适应安全措施 

DMC实施不断发展的⾃适应安全措施，应对新兴威胁： 

安全进化函数 

安全配置随时间动态调整： 

𝑆f{& = 𝑓(𝑆f, 𝑇f , 𝑅f) 

其中： 

• 𝑆f 是时间 𝑡 的安全配置 



• 𝑇f 是当前威胁形势 

• 𝑅f 是⻛险评估 

• 𝑓 是适应函数 

这种动态⽅法确保安全措施不断进化以应对新威胁。 

强化学习安全最优化 

DMC使⽤强化学习优化安全参数： 

𝑓(𝑆, 𝑇, 𝑅) = argmax}C𝔼Õ∑�!%R 𝛾!𝑅f{!|𝑆f = 𝑆, 𝑇f = 𝑇, 𝑆f{& = 𝑆~Ö 

其中： 

• 𝛾 是折扣因⼦，平衡短期和⻓期安全 

• 𝑅f{! 是未来⻛险减少 

• 𝑆~ 是可能的下⼀个安全配置 

这种⽅法允许系统学习最有效的安全响应，随着时间推移⾃我调整。 

威胁智能集成 

DMC集成多来源威胁智能，保持最新威胁意识： 

Plain Text 
ThreatIntelligence { 
    外部源: 与安全研究团体的信息共享 
    内部监控: 系统行为异常模式检测 
    预测分析: 基于历史数据的威胁预测 
    自动响应: 基于威胁智能的安全调整 
} 

持续威胁情报确保系统能够主动⽽⾮被动应对新兴安全挑战。 

红队演习 

DMC进⾏定期红队安全评估： 

Plain Text 
RedTeamFramework { 
    定期渗透: 计划内系统攻击模拟 
    漏洞赏金: 鼓励负责任漏洞披露 
    对抗模拟: 高级情景和攻击链模拟 
    结果整合: 将发现直接纳入安全改进 
} 



这种主动安全测试确保系统在真实攻击发⽣前识别和解决漏洞。 

8.2 数据完整性 

确保纪念资产数据的⻓期完整性是 DMC的基本⽬标。系统实施多种策略，保护存储数据免受
损坏、篡改或丢失。 

8.2.1 密码验证链 

DMC实施强⼤的密码验证链，确保数据不可篡改： 

完整性哈希链 

纪念数据完整性通过增量哈希链保护： 

H9 =	 {Hash}0H{9S&}‖K0‖�0‖�0)6 

其中： 

• 𝐻f 是时间 𝑡 的完整性哈希 

• 𝐷f 是数据块 

• 𝑇f 是时间戳 

• 𝑆f 是签名集 

• ‖ 是连接操作符 

每个新哈希依赖于所有先前哈希，创建⼀个不可篡改的链，任何单点修改都会使所有后续哈希

⽆效。 

周期性重验证 

系统实施周期性重验证以确保持续完整性： 

V_t	 = 	 {Verify}(H_0, {H_i	|	0	 < 	i	 ≤ t}, {S_i	|	0	 ≤ i	 < 	t}) 

其中： 

• 𝑉f 是时间 𝑡 的验证结果 

• 𝐻R 是创世哈希 

• 𝐻! 是所有中间哈希 

• 𝑆! 是相应签名 

定期重验证确保早期记录的完整性得到持续验证，识别潜在数据退化。 

默克尔证明系统 

DMC使⽤增强型默克尔树进⾏⾼效数据完整性验证： 



Plain Text 
MerkleSystem { 
    AssetMerkleTree: 所有纪念资产的树状结构 
    HistoricalMerkleTrees: 不同时间点的树快照 
    CrossReferenceTrees: 资产间关系的树 
    VerificationProofs: 优化的包含和一致性证明 
} 

这种结构使客户端能够⾼效验证特定资产的完整性，⽽⽆需下载完整区块链。 

交叉链验证 

为最⾼安全性，DMC在多个区块链上锚定重要数据： 

Plain Text 
CrossChainAnchoring { 
    PrimaryAnchoring: 在 DMC主链上的完整数据 
    BitcoinAnchoring: 定期在比特币上锚定状态根 
    EthereumAnchoring: 在以太坊上存储验证检查点 
    ArweaveAnchoring: 在 Arweave上备份完整数据 
} 

这种跨链冗余确保即使 DMC主链受到攻击，数据完整性仍可通过其他链验证。 

8.2.2 擦除编码数据冗余 

DMC实施最佳擦除编码策略，确保数据冗余和恢复能⼒： 

可靠性优化 

系统计算最佳冗余参数，平衡可靠性和资源使⽤： 

{Reliability}(n, k, p) = 	 /

{o};FG=j
"(&Sj){'1"}

{+%J}

 

其中： 

• {Reliability} 是成功恢复概率 

• 𝑛 是总⽚段数 

• 𝑘 是最⼩所需⽚段 

• 𝑝 是单个⽚段可⽤性概率 

• 0#!6 是⼆项式系数 

系统动态调整参数 𝑛 和 𝑘，根据资产重要性和存储成本优化冗余级别： 



n	 = Ø
k

ln(1 − {TargetReliability})/ln(1 − p)Ú	 

编码策略 

DMC实施层次化编码策略： 

Plain Text 
EncodingStrategy { 
    内层编码: 单个资产内的冗余（例如，Reed-Solomon） 
    中层编码: 相关资产组间的冗余 
    外层编码: 全网级别的系统冗余 
    时间编码: 随时间的冗余积累 
} 

这种多层次⽅法确保即使⾯对⼤规模故障，也能恢复关键数据。 

⽚段分布 

系统智能分布数据⽚段，最⼤化⽣存可能性： 

Plain Text 
FragmentDistribution { 
    地理分布: 跨多个物理位置分散片段 
    网络分布: 在不同存储提供者间分配片段 
    技术分布: 使用不同存储技术和介质 
    治理分布: 在不同治理模型组织间分布 
} 

这种分布策略减轻了各种⻛险，从⾃然灾害到组织失败。 

恢复优化 

DMC优化数据恢复流程，确保最⾼效资源使⽤： 

Plain Text 
RecoveryOptimization { 
    渐进式恢复: 首先恢复最重要元数据 
    并行获取: 同时从多个来源请求片段 
    部分可用性: 在完全恢复前提供有限功能 
    优先级排序: 基于重要性的恢复队列 
} 

这些优化确保即使在⾯临部分数据丢失时，系统仍能恢复最关键功能。 



8.2.3 时间⼀致性验证 

DMC实施时间⼀致性验证，检测未经授权的历史修改： 

⼀致性评估函数 

系统评估数据随时间的⼀致性： 

C_t(d) 	= 	 {Consistent}(d, {h_i(d)	|	i	 < 	t}) 

其中： 

• 𝐶f(𝑑) 是时间 𝑡 数据 𝑑 的⼀致性状态 

• ℎ!(𝑑) 是时间 𝑖 的历史快照 

• {Consistent} 是⼀致性评估函数 

⼀致性函数实施加权⽐较： 

{Consistent}(d, H) = 	
{∑{F	∈D}tH ⋅ {sim}(d, h)|

∑{F	∈D}tH

>	θI 

其中： 

• 𝑤� 是分配给历史快照 ℎ 的权重 

• {sim} 是相似度函数 

• 𝜃_ 是⼀致性阈值 

变化检测算法 

DMC采⽤专⻔算法检测随时间的异常变化： 

Plain Text 
ChangeDetection { 
    快照比较: 与历史版本的直接比较 
    趋势分析: 识别与预期演变模式的偏差 
    统计异常: 检测统计上不可能的变化 
    物理验证: 与物理资产对比验证 
} 

这些算法可以区分正常的数据演变（如格式迁移）和可疑修改。 

证⼈⽹络 

DMC部署分布式证⼈⽹络，监控数据⼀致性： 

Plain Text 
WitnessNetwork { 



    独立观察者: 跨不同实体分布的证人 
    定期证明: 时间数据状态的加密证明 
    异常警报: 检测到不一致时的快速通知 
    验证共识: 关于数据状态的多方共识 
} 

这种分布式监控确保没有单⼀实体可以悄悄修改历史记录。 

不变历史 

DMC维护不可变的历史层： 

Plain Text 
ImmutableHistory { 
    完整历史链: 所有数据状态的完整链 
    只追加存储: 禁止修改旧数据的存储模型 
    版本控制: 所有更改的明确版本控制 
    差异可视化: 随时间变化的透明显示 
} 

这种不变性确保即使数据需要更新，原始记录仍被保存，保持完整的历史记录审计跟踪。 

8.3 隐私关注 

DMC平衡纪念保存的永久性与个⼈和敏感信息的隐私保护。协议实施全⾯的隐私框架，尊重
数据主体权利同时保存重要记忆。 

8.3.1 选择性披露框架 

DMC实施细粒度访问控制，允许选择性信息披露： 

访问控制模型 

系统实施基于策略的访问控制： 

A(u, d) = 	 {Policy}(u, d) ∧ {Consent}(d, u) 

其中： 

• 𝐴(𝑢, 𝑑) 是⽤户 𝑢 访问数据元素 𝑑 的权限 

• {Policy} 是访问策略函数 

• {Consent} 是同意验证函数 

访问策略结合基于⻆⾊和基于属性的控制： 

{Policy}(u, d) = 	∃r	 ∈ RA, a	 ∈ AA:	{HasPermission}(r, d) ∨ {MeetsCondition}(a, d) 

其中： 



• 𝑅� 是分配给⽤户 𝑢 的⻆⾊集 

• 𝐴� 是与⽤户 𝑢 相关的属性集 

多级披露 

DMC⽀持不同详细程度的数据披露： 

Plain Text 
DisclosureLevels { 
    公开级: 对所有人可见的基本信息 
    摘要级: 敏感细节删除的概要视图 
    学术级: 经认证研究人员可访问的扩展信息 
    保管级: 仅向指定保管人提供的完整访问 
    创建者级: 原始创建者保留的私人信息 
} 

这种分层披露允许适当平衡访问与隐私。 

加密数据保管 

敏感数据通过先进加密⽅案保护： 

Plain Text 
EncryptionSchemes { 
    属性加密: 基于用户属性的访问控制 
    函数加密: 允许在保持数据加密的同时执行函数 
    阈值加密: 需要多方共同解密敏感数据 
    时间锁加密: 在预定义时间前限制解密 
} 

这些加密⽅案保护敏感信息，同时允许根据严格定义的规则有限访问。 

知情同意框架 

DMC实施健壮的知情同意机制： 

Plain Text 
ConsentFramework { 
    细粒度控制: 对特定数据元素的精确同意 
    时间界限: 同意的时间限制和过期 
    用途限制: 特定用途的数据使用限制 
    撤销机制: 在可能情况下撤销同意的选项 
} 

同意记录在区块链上，创建不可篡改的许可审计跟踪。 



8.3.2 差分隐私实施 

为聚合数据和分析，DMC实施差分隐私保护： 

隐私保存查询 

系统提供具有隐私保证的数据查询： 

ℳ(𝑥) = 	f(x) + 	Lap �
Δf
ϵ � 

其中： 

• ℳ(𝑥) 是隐私保护查询机制 

• 𝑓(𝑥) 是原始查询函数 

• {Lap} 是拉普拉斯分布 

• 𝛥𝑓 是函数 𝑓 的敏感度 

• 𝜖 是隐私参数，控制噪声量 

这种⽅法确保统计查询不会泄露个体数据，保护个⼈隐私同时允许有价值的集体⻅解。 

隐私预算管理 

DMC谨慎管理隐私预算，防⽌通过多个查询进⾏细化： 

𝜖fgf^h =/
�

!%&
𝜖!  

其中： 

• 𝜖fgf^h 是总隐私预算 

• 𝜖! 是查询 𝑖 的隐私参数 

• 𝑞 是查询数量 

预算分配基于数据敏感性和预期⽤例，确保⻓期隐私保护。 

联邦学习⽅法 

DMC使⽤联邦学习允许在保持原始数据私密的情况下进⾏ AI训练： 

Plain Text 
FederatedLearning { 
    本地训练: 在数据持有者环境中进行 
    模型聚合: 仅共享模型更新，不共享原始数据 
    差分隐私: 为模型更新添加校准噪声 
    安全聚合: 加密协议用于模型组合 
} 



这种⽅法实现隐私保护的 AI训练，⽽不损害模型质量。 

匿名化技术 

DMC实施强健的匿名化管道： 

Plain Text 
AnonymizationPipeline { 
    标识符移除: 删除直接标识信息 
    生物特征模糊化: 隐藏或修改生物特征 
    数据广义化: 将精确值替换为范围 
    综合数据生成: 统计上相似但无真实个体的数据 
} 

这些技术通过创建研究和分析可⽤但不包含个⼈信息的数据集，保护个⼈隐私。 

8.3.3 时间隐私衰减 

DMC实施⼀种随时间的隐私模型，反映历史信息随时间变化的敏感性： 

隐私衰减函数 

系统基于时间调整隐私级别： 

𝑃(𝑑, 𝑡) = 𝑃R(𝑑) ⋅ 𝑒SiI⋅f 

其中： 

• 𝑃(𝑑, 𝑡) 是时间 𝑡 数据 𝑑 的隐私保护级别 

• 𝑃R(𝑑) 是初始隐私级别 

• 𝜆a 是特定于数据类型的隐私衰减率 

• 𝑡 是经过的时间 

衰减率根据伦理考量、法律要求和历史意义进⾏校准： 

λu = 	f0{sensitivity}(d), {signiªicance}(d), {consent}(d)6 

历史解密触发器 

某些敏感数据可能具有预定义的历史解密条件： 

Plain Text 
HistoricalDecryption { 
    时间触发器: 在特定日期解密内容 
    事件触发器: 在特定事件发生后解密 
    文化重要性: 当资料获得历史意义时解密 
    管理机制: 过渡期间的监督和责任 



} 

这种机制认可某些信息随时间增加历史重要性，同时尊重当代隐私关注。 

共识敏感度确定 

资料的隐私敏感度通过社区共识确定： 

Plain Text 
SensitivityDetermination { 
    多方评估: 多个利益相关者评估敏感度 
    伦理委员会: 特别委员会审查边界案例 
    历史专家意见: 历史学家评估文化重要性 
    隐私代表: 代表数据主体和公众利益 
} 

这种参与式⽅法确保在隐私保护与历史保存之间取得平衡。 

后代访问权 

系统为纪念主体后代提供特殊访问途径： 

Plain Text 
DescendantAccess { 
    血统验证: 确认与数据主体的关系 
    分级访问: 基于关系接近度的访问级别 
    内容控制: 后代对敏感内容展示的发言权 
    额外上下文: 允许后代添加历史上下文 
} 

这些规定尊重家族对祖先记忆的关联，同时维持整体隐私框架。 

9 实施路线图 

DMC 协议将通过分阶段、有序的开发和部署计划实施，确保系统组件的逐步整合和社区采⽤。 

9.1 第 1阶段：基础（2025年第 3季度 - 2026年第 1季度） 

初始阶段专注于建⽴ DMC的核⼼基础设施和基本功能： 

核⼼区块链开发 

• 记忆权益证明共识原型实施 

• 基础区块链架构和⽹络层 

• 核⼼智能合约和核⼼协议逻辑 



• 初始节点⽹络和测试环境 

• 基本区块⽣产和验证功能 

代币基础 

• DMC代币合约开发和审计 

• 基本代币经济模型实施 

• 基础代币功能（转账、质押、投票） 

• 初始流动性和代币分配机制 

• 钱包集成和基本交互 

最⼩可⾏纪念资产协议 

• 基础纪念资产数据结构 

• 简化版资产通证化流程 

• 初始元数据标准和验证规则 

• 基本访问控制和权限管理 

• 简化的来源记录系统 

初始治理框架 

• 基础 DAO结构和投票机制 

• 核⼼治理参数和决策流程 

• 基本提案系统和实施路径 

• 初始社区参与渠道 

• 治理⽂档和流程指南 

第 1阶段⾥程碑 

1. 测试⽹启动（2025年第 3季度） 

2. 内部验证者⽹络（2025年第 4季度） 

3. DMC代币⽣成事件（2025年第 4季度） 

4. 基础纪念资产创建功能（2026年第 1季度） 

5. 主⽹启动——基础功能（2026年第 1季度） 

9.2 第 2阶段：扩展（2026年第 2季度 - 2026年第 4季度） 

第⼆阶段将增强核⼼功能并整合更先进的技术组件： 



AI验证系统整合 

• 多模态神经验证⽹络部署 

• 初始 AI代理训练和部署 

• 验证者-AI协作框架 

• 纪念资产分类和内容分析 

• 篡改和合成内容检测系统 

先进管理员⼯具 

• 专业管理员界⾯和控制⾯板 

• 增强型元数据编辑和验证⼯具 

• 上下⽂丰富和关联创建⼯具 

• 协作管理和质量控制系统 

• 管理员培训和认证框架 

RWA桥接组件 

• 初始物理-数字映射协议 

• 基础预⾔机⽹络部署 

• 物理资产标识系统集成 

• 实体纪念品验证框架 

• 多⽅物理验证协议 

增强治理功能 

• 专业化治理机构实施 

• ⾼级提案评估框架 

• 预测市场治理⼯具 

• 治理分析和可视化仪表板 

• 社区审议和协作平台 

第 2阶段⾥程碑 

1. AI验证系统启动（2026年第 2季度） 

2. 管理员平台 beta发布（2026年第 3季度） 

3. 初始 RWA整合示范（2026年第 3季度） 



4. 增强治理系统部署（2026年第 4季度） 

5. 第⼀批进阶纪念资产（2026年第 4季度） 

9.3 第 3阶段：整合（2027年第 1季度 - 2027年第 3季度） 

第三阶段聚焦⼴泛的⽣态系统整合和互操作性： 

跨链互操作性 

• 以太坊、波卡桥接实施 

• 跨链资产转移协议 

• 状态验证系统和证明 

• 多链锚定和验证 

• 去中⼼化跨链治理协调 

预⾔机⽹络扩展 

• 去中⼼化预⾔机节点⽹络扩展 

• ⾼级数据验证和共识 

• ⾏业伙伴关系和集成 

• 专⻔物理验证服务 

• 跨区域预⾔机覆盖 

外部系统整合 

• 博物馆和档案管理系统 API 

• 学术研究平台集成 

• 社交媒体和分享接⼝ 

• 内容管理系统插件 

• 教育机构⼯具集 

开发者⽣态系统 

• SDK和 API⽂档 

• 开发者⻔户和资源 

• 第三⽅应⽤示例 

• 开发者资助计划 

• 社区⿊客⻢拉松和开发活动 



第 3阶段⾥程碑 

1. ⾸个跨链资产转移（2027年第 1季度） 

2. 扩展预⾔机⽹络启动（2027年第 1季度） 

3. 主要⽂化机构伙伴关系（2027年第 2季度） 

4. 开发者平台发布（2027年第 2季度） 

5. ⾸批⽣态系统资助接收者（2027年第 3季度） 

9.4 第 4阶段：成熟（2027年第 4季度起） 

最终阶段标志着 DMC协议的成熟和持续进化： 

完全去中⼼化治理 

• 创始团队权威的完全过渡 

• 全社区治理和决策 

• 分布式维护和开发 

• ⾃持续创新和改进机制 

• 多⽅利益相关者代表 

先进 AI代理部署 

• 下⼀代神经验证⽹络 

• ⾃主管理 AI代理系统 

• 增强型上下⽂丰富引擎 

• 个性化交互和展示代理 

• 代理集体智能框架 

全⾯ RWA法律框架 

• 全球司法管辖区法律协议 

• 标准化物理资产通证化 

• 跨境纪念资产规定 

• 机构和政府伙伴关系 

• 国际标准和认证 

⻓期可持续性倡议 

• 永久保存基⾦会建⽴ 



• 节能共识机制改进 

• 代币经济可持续模型 

• 世代间治理设计 

• 社会影响测量与优化 

第 4阶段⾥程碑 

1. 完全去中⼼化 DAO转型（2027年第 4季度） 

2. 下⼀代 AI代理发布（2028年第 1季度） 

3. 国际 RWA框架批准（2028年第 2季度） 

4. 永久保存基⾦会建⽴（2028年第 3季度） 

5. 可持续性路线图 2030（2028年第 4季度） 

10 应⽤场景 

DMC协议⽀持各种纪念应⽤场景，满⾜从个⼈记忆保存到⼤规模⽂化遗产项⽬的需求。本章
探讨实际应⽤示例，展示 DMC如何解决不同领域的纪念挑战。 

10.1 个⼈纪念 

DMC为个⼈和家庭提供强⼤⼯具，创建持久的数字纪念物： 

亲⼈纪念 

DMC使个⼈能够为逝去亲⼈创建永久纪念： 

• 多媒体内容集合（照⽚、视频、⾳频记录） 

• 时间线和⽣平故事 

• 个⼈物品和纪念品的数字孪⽣ 

• 访问控制，供家庭私⼈或更⼴泛分享 

• 后代可扩展的协作空间 

例如，⼀个家庭可以创建祖⽗的永久纪念资产，包含他的照⽚、讲述的故事录⾳、重要⽂件的

扫描和他珍爱物品的数字表示。这个纪念会被永久保存，不受平台变更或技术演进影响。 

家族史档案 

DMC⽀持全⾯的家族历史保存： 

• 家谱数据与可验证的历史记录 

• 家族⽂物和照⽚的安全存档 



• 世代故事和传统的⼝述历史 

• 家族历史的地理和社会背景 

• 持续进化的协作家族叙事 

通过 DMC，家族可以创建⼀个永久的、可验证的世代记录，家庭成员可以随时间添加内容，
同时保持先前贡献的不可篡改性。 

个⼈成就记录 

个⼈可以记录和验证重要成就： 

• 教育和职业⾥程碑 

• 创意作品和贡献 

• 运动成就和记录 

• 志愿服务和社区影响 

• 个⼈成⻓和转变的叙事 

这些经过验证的记录可以作为个⼈成就的永久档案，可⽤于专业⽬的或个⼈回顾。 

遗产规划⼯具 

DMC提供数字遗产规划的创新⽅法： 

• 时间锁和条件访问机制 

• 数字遗产转移协议 

• 未来消息和记忆胶囊 

• 多代访问规划 

• 与传统遗产规划整合 

这使个⼈能够规划他们的数字遗产如何被保存和传递，确保重要记忆和资产能持续数代。 

10.2 ⽂化遗产保存 

DMC为⽂化机构提供强⼤⼯具，⽤于数字化、验证和分享珍贵⽂化遗产： 

⽂物数字化与验证 

⽂化机构使⽤ DMC记录和验证⽂物： 

• ⾼精度 3D扫描和建模 

• 全⾯元数据和来源⽂档 

• 材料组成和状况报告 

• 历史背景和⽂化意义 



• 验证专家的多⽅鉴定 

例如，⼀家博物馆可以创建古代陶器的验证数字表示，包括详细扫描、来源历史和专家鉴定，

确保数字记录与实物⽂物的可验证链接。 

历史遗址保存 

DMC⽀持历史遗址的全⾯数字保存： 

• 实景捕捉和虚拟重建 

• 按时间的结构变化记录 

• 地理环境和景观整合 

• ⽂化和历史上下⽂层 

• 社区记忆和⼝述历史收集 

这使历史遗址能被完整记录，即使实体结构发⽣变化或损坏，其数字记录也将永久保存。 

⾮物质⽂化遗产 

DMC为⾮物质⽂化表达提供理想平台： 

• 传统知识和实践记录 

• 语⾔保存和⼝述传统 

• 表演艺术和仪式⽂档 

• 传统技艺和⼯艺流程 

• 社区参与和知识传承 

这对濒危⽂化传统特别重要，确保这些⽆形遗产不会随最后 practitioners的消逝⽽丢失。 

跨⽂化交流项⽬ 

DMC促进⽂化交流和共享： 

• 跨机构合作展览 

• ⽂化对话和交流记录 

• 多语⾔和跨⽂化解释 

• 全球可访问性和包容性倡议 

• ⽂化间关联和影响分析 

这创造了⼀个平台，使不同⽂化传统能够保存其独特性，同时参与更⼴泛的全球⽂化对话。 

10.3 历史⽂档 

DMC提供强⼤的历史记录⼯具，确保重要事件和叙事的准确、可验证记录： 



重⼤事件档案 

DMC⽀持重⼤历史事件的全⾯档案： 

• 多源⼀⼿资料收集 

• 参与者和⽬击者证词 

• 时间线重建和因果分析 

• 媒体覆盖和公共反应 

• ⻓期影响和遗产记录 

通过收集和验证各种视⻆，DMC创建历史事件的可信记录，抵制历史修正主义和虚假信息。 

⼝述历史计划 

DMC为⼝述历史收集提供理想平台： 

• 结构化采访收集和保存 

• 语⾳-⽂本转录和主题索引 

• 发⾔者验证和背景资料 

• 跨叙事的主题联系 

• 随着时间推移的演变观点 

这些计划捕捉可能不会在正式历史记录中反映的个⼈经历和视⻆，创建更丰富、更有⼈⽂⾊彩

的历史理解。 

学术研究档案 

研究⼈员可以建⽴可验证的学术记录： 

• 原始研究数据和分析 

• ⽅法论⽂档和试验设计 

• 同⾏评审和验证记录 

• 发现演变和项⽬时间线 

• 跨研究团队的协作记录 

这增强了研究透明度和可复制性，同时确保关键数据和发现的⻓期保存。 

新闻和媒体存档 

DMC为新闻内容提供防篡改存档： 

• 原始报道的时间戳记录 

• 编辑历史和变更跟踪 



• 来源验证和事实核查记录 

• 媒体素材的出处和真实性 

• ⻓期可访问性和可引⽤性 

这为未来研究⼈员提供可信新闻记录，防⽌后期修改或内容丢失扭曲历史记录。 

10.4 机构应⽤ 

各类机构可以利⽤ DMC记录其历史、成就和遗产，确保组织记忆的连续性： 

企业历史 

企业可以保存其发展历程： 

• 公司⾥程碑和关键决策 

• 产品演变和创新记录 

• 领导转变和组织变化 

• 品牌遗产和视觉资产 

• 员⼯故事和经历 

这为企业提供了可验证的历史记录，加强品牌传承，并在领导层更替中维持机构知识。 

教育机构记录 

学校和⼤学可以保存其丰富历史： 

• 学院历史和建筑演变 

• 学术成就和研究贡献 

• 校友故事和回忆 

• 学⽣⽣活和⽂化记录 

• 教育⽅法随时间的变化 

这创建了机构⾝份的连续性，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学⽣和教师。 

政府纪念项⽬ 

政府实体可以创建官⽅历史记录： 

• 公共服务和政策演变 

• 社区发展和转型 

• 地⽅治理和决策 

• 公⺠参与和社区活动 



• 公共空间和基础设施变化 

这些项⽬提供地⽅和国家历史的官⽅记录，同时使公⺠能够贡献他们的视⻆和经历。 

⾮营利使命⽂档 

⾮营利组织可以记录其影响和遗产： 

• 使命演变和项⽬历史 

• 社区服务和影响评估 

• 志愿者贡献和故事 

• 受益⼈证词和经历 

• 组织学习和最佳实践 

通过记录这⼀⼯作，⾮营利组织可以展示其⻓期影响，吸引⽀持者，并为未来领导者提供宝贵

⻅解。 

10.5 创意记忆⼯件 

DMC为艺术家和创作者提供创新⼯具，记录和保存其创意遗产： 

艺术家遗产保存 

创作者可以建⽴经验证的作品档案： 

• 完整创作⽬录和演变 

• 创作过程和技术⽂档 

• 展览历史和批评接收 

• 艺术家陈述和理念解释 

• 影响和合作关系 

这确保艺术家的⼯作和意图被准确保存，防⽌未来误解或遗忘。 

⽂学作品保存 

作家可以确保其作品真实性： 

• 原创⼿稿和编辑历史 

• 创作背景和影响 

• 作者注释和意图记录 

• 接收历史和⽂化影响 

• 衍⽣作品和翻译跟踪 

这为学者和读者提供作品的权威记录，同时保护作者的知识产权和创意遗产。 



⾳乐创作档案 

⾳乐家可以保存其⾳乐创作： 

• 作品录⾳和表演 

• 作曲过程和乐谱 

• 技术创新和设备使⽤ 

• 协作者和影响 

• ⾳乐演变和创作脉络 

这创建了⾳乐创作的永久记录，让未来听众能够理解其背景和意义。 

协作创意项⽬ 

创意团队可以记录复杂协作过程： 

• 贡献者⻆⾊和投⼊ 

• 创意演变和决策 

• ⼯作流程和⽅法论 

• 跨学科融合和创新 

• 项⽬影响和遗产 

这确保每位贡献者的⼯作得到认可，同时保存整体创作过程的记录以供未来研究。 

11 结论 

数字纪念代币(DMC)代表了⼈类记忆保存⽅法的根本变⾰。通过将区块链技术的不可篡改性、
⼈⼯智能的认知能⼒和实物资产桥接的物理连接相结合，DMC创建了⼀个全⾯的框架，⽤于
创建、验证和永久保存对个⼈和集体来说最重要的记忆。 

11.1 愿景回顾 

DMC项⽬的核⼼愿景是创建⼀个永恒的数字纪念⽣态系统，其中： 

1. 记忆超越技术局限：重要记忆可以永久保存，不受技术变迁、平台关闭或媒体退化的

影响。DMC的多层次存储策略、跨链锚定和数据迁移框架确保纪念资产能够超越当前技术限
制。 

2. 真实性通过密码学保障：数字纪念物的真实性和来源可以通过强⼤的密码学证明和多

⽅验证得到保证。DMC的综合验证框架结合 AI分析、专家评估和社区共识，创建真实性的强
有⼒保证。 

3. 物理与数字世界桥接：实体纪念品可以与其数字表示安全链接，创建跨越物理和数字

领域的⽆缝纪念体验。DMC的创新 RWA桥接功能通过多模式识别和验证维护这些连接。 



4. 社区掌控记忆：个⼈和社区可以⾃主控制其集体记忆，不依赖单⼀实体或平台。DMC
的去中⼼化治理结构确保没有单⼀实体可以控制或审查保存的记忆。 

5. 知识与情感兼顾：记忆保存不仅关乎事实和数据，还涉及其情感和⽂化意义。DMC通
过专⻔的上下⽂丰富流程和叙事⽣成，确保保存记忆的⼈⽂维度。 

这⼀愿景的重要性在我们⽇益数字化的世界中不断增⻓，随着越来越多的个⼈和⽂化记忆以数

字形式创建和保存，需要确保这些记忆的⻓期可访问性和真实性。 

11.2 技术创新概述 

DMC协议引⼊了⼏项关键技术创新，解决传统记忆保存⽅法的根本局限： 

1. 记忆权益证明(MPoS)：这种独特的共识机制专为纪念资产设计，在传统 PoS之上增
加了记忆信任度维度，创建特定激励以维护记忆完整性和永久性。 

2. 神经验证系统：DMC的多模态 AI架构能够分析和验证各种媒体类型，识别伪造或篡
改，同时理解更深层的内容和上下⽂关系。 

3. RWA链接协议：DMC的实物资产桥接系统使⽤多种识别和验证⽅法创建实体物品与
其数字表示之间安全、可验证的连接。 

4. 时间完整性验证：DMC实施专⻔机制，强化数据随时间的完整性，确保早期记录不可
被⽆声修改，创建完整、持续不断的历史记录链。 

5. 分层数据保存：DMC的存储架构结合链上元数据、去中⼼化存储集成和创新的数据可
⽤性采样，确保重要记忆的⻓期保存。 

6. 多⽅验证协议：DMC的验证框架整合多个视⻆和专业领域，创建⽐单⼀验证者更强⼤
的证明系统。 

7. 记忆管理员⽣态系统：DMC创建了⼀个专⻔⻆⾊⽣态系统，负责纪念资产的质量、上
下⽂和⻓期价值。 

这些创新共同创建了⼀个前所未有的记忆保存系统，能够应对数字保存领域最紧迫的挑战。 

11.3 社会影响 

DMC的影响远超技术领域，延伸到更⼴泛的社会、⽂化和历史领域： 

1. ⽂化遗产保护：DMC为保存濒危⽂化传统提供了强⼤⼯具，包括⾮物质⽂化遗产、语
⾔和⼝述传统，帮助社区保存可能因全球化压⼒⽽⾯临丧失的知识。 

2. 历史真实性：通过创建防篡改、密码学验证的历史记录，DMC抵制历史修正主义和虚
假信息，确保重要事件的真实记录对未来世代可⽤。 

3. 集体记忆形成：DMC促进社区成员共同参与记忆创建和保存，增强社区认同感并建⽴
社区叙事所有权。 



4. 世代间沟通：DMC建⽴⼀座桥梁，使未来世代能够真实了解当前和过去的历史、⽂化
和个⼈故事，创建跨时间的连接。 

5. 数字主权：通过赋予个⼈和社区对其记忆的控制权，DMC 减少了对中⼼化平台的依赖，
增强了⽂化⾃主权和数据主权。 

6. 记忆多样性：DMC平台上多样化的视⻆和经历有助于更全⾯的历史理解，确保边缘化
声⾳能够被听到并保存。 

7. 创伤性记忆处理：DMC为敏感或创伤性集体记忆的保存提供了框架，既保存历史真相
⼜尊重受影响社区。 

这些社会影响体现了 DMC不仅是⼀种技术解决⽅案，也是⼀种⽂化和社会实践变⾰，彻底改
变我们与过去关系和集体记忆保存⽅式的变⾰。 

11.4 未来展望 

展望未来，DMC协议将沿着⼏个关键⽅向发展： 

1. 技术进步：持续集成新兴技术，如量⼦抗性加密、先进神经⽹络架构和下⼀代存储解

决⽅案，以增强协议能⼒和适应未来技术变迁。 

2. 采⽤扩⼤：与更多⽂化机构、教育团体和社区组织建⽴伙伴关系，扩⼤ DMC⽣态系统，
使更多珍贵记忆得到保存。 

3. 标准制定：与国际标准组织合作，开发数字纪念物通证化和保存的公认标准，促进更

⼴泛的互操作性和采⽤。 

4. 研究合作：与学术界建⽴合作，推进记忆保存、AI验证和区块链永久性的前沿研究。 

5. 教育倡议：发展教育项⽬，培训新⼀代记忆管理员、验证者和贡献者，确保⻓期可持

续性。 

6. 法律框架拓展：继续发展跨司法管辖区的法律框架，解决数字和物理纪念结合带来的

新兴法律挑战。 

7. 社会影响评估：持续研究和衡量 DMC对社区、⽂化保存和集体记忆的⻓期影响，确保
协议实现其社会使命。 

DMC的旅程才刚刚开始。随着协议的成熟和采⽤的扩⼤，其潜⼒将继续展现——创建⼀个数
字记忆的永恒档案，将我们最珍贵的故事、经验和⽂化传统传递给未来世代。 

在这个⽇益数字化的世界，DMC 代表了⼈类记忆如何被创建、验证、保存和传递的范式转变。
通过创建⼀个去中⼼化的记忆保存基础设施，DMC为⼈类持续努⼒保护其集体遗产免受时间
侵蚀和技术过时的伤害做出了贡献，确保那些对我们最有意义的事物永远不会丢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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