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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计算机技术的发展总是伴随着企业计算技术的应用，企业需求又进一步刺激了计算机等信息科学
技术的高速发展，数据库技术在企业业务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信息系统产生的数据量日益增多，企业应用中的业务数据在发挥了当期效用后，作为历史资料大量积
存起来。
这些历史数据中是否蕴藏着丰富的知识呢？
这些知识能否被利用来为企业决策服务呢？
这个问题在企业界和学术界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社会经济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企业在日常决策中感受到的压力越
来越大。
这种压力来自于：（1）决策速度的压力。
面对竞争激烈的市场，企业需要快速决策，需要对市场快速作出反应；（2）决策成本的压力。
快速发展中的企业，决策不容失误，否则后果严重；（3）决策难度的压力。
面对纷繁复杂的市场信息，需要处理的信息繁多，需要考虑的因素众多，决策难度显著增加。
企业决策者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
　　自从信息技术在企业实践中得到广泛应用以来，人们一直在寻找决策支持系统的良好解决方案，
希望信息技术的优势能在决策领域发挥重要作用。
这种决策辅助在今天显得尤为迫切。
在决策支持领域，传统的方法是由专家或信息技术人员总结并描述知识或规则，从外部输入系统，形
成知识库、模型库和方法库，结合数据库进行决策辅助的活动。
然而，由于知识太多而且具有复杂性和模糊性，难以准确描述和有效利用，模型又难以精确地表述具
体的应用，导致许多决策支持系统失败。
数据库知识发现技术（Knowledge Discovery in Database, KDD）的出现扭转了这种局面。
KDD是从一个系统内部自动获取知识，从大量数据中寻找蕴涵其中但尚未被发现的知识，这种数据应
用技术的出现，必然会更有力地支持企业的战略决策。
　　数据库知识发现是一个很新的研究领域，由于其具有为企业创造巨大经济效益的潜力，因而备受
国内外研究人员关注。
聚类分析是数据知识发现的关键技术之一，高维数据又是当前的重要应用领域之一，研究高维数据的
聚类知识发现，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本书正是基于这种考虑，紧紧围绕高维聚类的关键技术进行研究，提出了一整套高维聚类方法，其中
包括高维数据相似性的定义、高维聚类算法（包括硬聚类和软聚类）、离群点检测和高维聚类结果表
示方法等，为聚类知识发现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
全书共分为9章，内容包括：知识发现与KDD、聚类知识发现及其关键技术、高维数据相似性的定义
、基于粗图模型的聚类算法研究、高维二元数据的映射聚类算法、基于蚂蚁行为的聚类算法、高维数
据空间的离群点检测方法、高维数据聚类结果的表示和聚类知识发现数据建模及应用等。
　　本书适用于数据库知识发现领域的研究和应用人员，也可作为相关领域博士生、硕士生和高年级
本科生的参考书。
　　在本书写作过程中，获得了北京联合大学商务学院“供应链知识管理与创新”科研基地建设项目
资助，在此表示感谢。
陈云飞对本书第6章有重要贡献，在此表示感谢。
本书在写作中参阅了大量文献，在此向这些文献的作者们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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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知识发现是从数据集中抽取和精化新的模式的过程，基于数据库的知识发现（Knowledge Discovery in
Database，KDD）)是知识发现研究的主体和热点，而聚类知识发现又是知识发现的重要方面。
如何有效处理巨量、高维的数据，是当前聚类分析的关键技术。
本书围绕高维数据的聚类问题展开研究，在讨论高维数据相似I生尤其是高维二元数据相似性定义的基
础上，提出了基于粗图模型的硬聚类和软聚类算法、高维二元数据的映射聚类算法、基于蚂蚁行为的
聚类算法等，并进一步提出基于映射聚类的离群点检测方法；还特别讨论了高维聚类结果的表示方法
问题，提出了应用粗糙集高效表达聚类结果的方法；最后探讨了聚类知识发现数据建模的基本步骤，
给出了聚类知识发现的典型应用案例。
    本书学术性、知识性并重，可供从事数据仓库与数据挖掘教学、研究的师生、学者阅读，也可以为
从事数据挖掘、知识发现系统等软件工程技术人员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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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2.2KDD的一般机理和理论基础　　1.一般机理　　推理、联想和学习是人类智能活动的三大主
要功能，推理和联想的功能必须通过学习才能不断完善、充实，因而学习是一切智能活动的基础。
使计算机系统具有某些程度的学习能力，能够模拟人类的学习活动，一直是人工智能领域所追求的目
标。
　　储存在数据库中的结构化数据，是对现实世界某种程度上符号化和数据化的抽象，是对现实世界
事物某一程度、某一侧面的映射，所使用的抽象方式和抽象层次主要取决于具体的应用模式。
考虑到数据采集过程中可能引入误差，因而要求数据库至少能够在总体上反映现实世界，否则数据库
就不能使用。
数据库中的元组可以认为是一些低抽象程度的判断。
　　2.主要研究方法　　KDD的主要实施对象是关系数据库。
这是因为关系数据库具有归一化的组织结构、一体化的查询语言、方便的用户接口和能进行集合处理
的优点，而且在各行业中应用最广泛。
另外，关系数据库中各关系之间、各属性之间都是平等的，有利于知识发现过程中的并行计算。
由于KDD的研究对象比较特殊，一般都是大型数据库，其中的数据容量往往是一般人工智能系统所不
能比拟的，因此，KDD的研究方法及技术策略就有其鲜明的特色。
　　首先，在研究上遵循认识的基本过程，即实践一认识一再实践一再认识。
KDD一改过去以演绎逻辑为主的策略，在本质上以归纳逻辑为主，采用从个别到一般，从感性到理性
的知识抽象过程。
当然，在知识发现过程中，也不能完全抛弃演绎，而是归纳和演绎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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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学术性、知识性并重，可供从事数据仓库与数据挖掘教学、研究的师生、学者阅读，也可以为从
事数据挖掘、知识发现系统等软件工程技术人员提供参考。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高维聚类知识发现关键技术研究�>>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