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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从代表未来知识发现模式一一知识元语义链接的角度论述文献知识元间隐含关联的潜在知识发现
的基本概念、方法和技术。
全书共9章。
第1章论述了潜在新知识发现问题的提出；第2章给出了语义文本知识挖掘的进展；第3章介绍了文本知
识元模型的演变：第4章讨论了知识元模型的数学理论基础，建立了知识科学方程组，引入范畴论表
示知识元的语义三角形模型；第5章讨论了文献知识元的分布与提取模型；第6章研究了数字化文本知
识元的映射模型：第7章建立了文本主题成因的知识元本体转换模型；第8章以电子病历为例介绍了文
本知识元的挖掘应用案例；第9章为结论与展望。

本书既是一本专著，也可以作为高等学校信息管理、知识管理、教育学、机械设计、网页挖掘、计算
机应用、图书情报与档案及其相关专业的研究生和本科高年级教材，还可供从事知识系统教学、研究
、开发和应用的科技工作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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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4.文本挖掘的层次从非结构化的数据中提取可以表达成结构化数据的知识，其难度是
相当高的。
但从另一方面看，需要提取的知识本身又是分层次的。
因此，大体上可以把文本挖掘分为元数据、特征和模板三个层次。
元数据：顾名思义，是“关于数据的数据”。
在面向知识网格中描述知识的一种方法是采用元数据。
从简化的角度看，元数据包括了用于注释内容的描述性声明。
元数据的目标是机器对数据的处理和声明。
在数据呈现非结构化形态的情况下，元数据是帮助人们从最基本的角度把握非结构化数据内容的最直
接的线索。
常见的元数据有标题、作者、发表时间、体裁、分类、关键词、摘要等公共“字段”，通过这些字段
，把有关的线索组织成结构化的数据。
元数据提取可看成是文本组织的结构化过程，元数据层是文本挖掘的最低层次。
特征：文本和多媒体数据的特征，是反映内容属性的量化指标，一般用向量的形式表示，当然向量也
是结构化数据的一种特殊形式。
因此，特征提取可看成是文本内容的结构化过程，特征层是文本挖掘的中间层次。
知识模板：它是在语义层面表示数据内容的核心部分的一种结构化表示。
一般的知识模板采用类似于“框架”的表述方式。
框架本身是结构化的，但要通过深层次的理解来获得并填充模板中相应的“槽”。
因此，知识模板生成可看成是文本内容知识的结构化过程，知识模板是文本挖掘的更高层次。
5.文本挖掘的特点谌志群等对文本挖掘模型做了归纳，其特点表现如下：①文本挖掘处理的是大规模
的文本集合，而不是一个或少量的文本文档。
②文本挖掘发现的知识是隐藏在大量文本文档中的，是新的、以前未知的模式或关系。
③文本挖掘抽取的知识是以真实世界为基础的，具有潜在价值，是直接可用的，它或者是某个特定用
户感兴趣的，或者是对于解答某个特定问题有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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