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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检索中的网络数据挖掘技术探索 3

摘　要　缺少一种深入信息内容的网络信息搜索工具 ,是实现智能检索的主要困难。采用网络

数据挖掘技术是解决问题的关键。从智能信息检索的角度出发 ,主要考虑从网络信息内容的关

联度来挖掘网络数据。图 1。表 1。参考文献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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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能检索能帮助人们在开发网络信息资源时做到“取

其精华 ,去其糟粕”。它能摆脱表层信息的干扰 ,从信息内

容的角度出发 ,搜索出高质量的信息。目前 ,人们对信息检

索过程中的智能化要求主要体现在基于内容的检索、个性

化信息检索和知识检索。

因特网上的信息资源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数据库 ,除

具有开放性、异构性和分布性等特点外 ,还具有半结构化、

非结构化的动态关联特性。网络信息的特点决定了我们不

能像对待静态结构化的数据库信息那样来对待它。然而 ,

当前的一些网络信息搜索工具仍遵循了大型数据库的信息

检索思想 ,即对网页的标题、URL 等表征信息和没有进行深

度分析的关键词进行标引 ,然后建立网络信息的倒排文档 ,

将它们简单地聚合在一起。这种以数据库信息处理方式组

织起来的信息源 ,在检索中主要有 3 个弊端 :一是同一关键

词检索出来的信息“貌合神离”;二是检索结果中出现大量

的冗余信息 ;三是因为信息用户理解差异的存在 ,在使用某

些检索词时根本就检索不到任何信息。

基于内容的检索和个性化的信息检索 ,都是建立在网

络信息内容基础之上的 ,真正的知识性 ,是从对信息内容的

深层挖掘中体现出来的。面对因特网上源源生成的信息 ,

我们需要一种大批量、深入内容的信息处理技术 ,使其按照

内容特性聚集 ,并体现一定的知识性。将最初面向数据库

的数据挖掘技术引入到因特网中 ,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1 　面向因特网的数据挖掘

111 　数据挖掘的相关知识

数据挖掘 (Data Mining)是从大量的、不完全的、有噪声

的、随机的数据中 ,提取潜在有用的信息和知识的过程。数

据挖掘源自人工智能的机器学习领域 ,是在一个已知状态

的数据集上 ,通过设定一定的学习算法 ,从数据集中获取所

需的知识。这些知识能够用于信息管理、智能查询、决策支

持、过程控制以及其他方面。

数据挖掘的最初对象是一些大型的商业数据库 ,它通

过描述数据、计算统计变量 (比如平均值、均方差等) ,并将

这些变量用图表直观地表示出来 ,进而找出数据变量之间

的相关性 ,即发现知识 ,以提供解决问题的依据。随着数据

挖掘技术在商业数据库中的成功应用 ,它又被迅速移植到

电信、医疗保险等领域 ,因特网的出现为它提供了一个更为

广阔的用武空间。借用数据挖掘的原理来实现网络数据的

深层挖掘 ,发现并组织网络知识 ,是将网络信息检索技术推

向智能化高度的有效手段。

112 　网络数据挖掘模型设计

网络数据有不同于一般数据库中数据的特点 :异构和

半结构化。因特网上的每一个站点都是一个数据源 ,每一

个数据源都有自己的设计风格 ,即每个站点的信息和组织

都不一样 ,因特网就是一个巨大的异构数据库 ,不同于传统

的关系数据库。因特网上的数据非常复杂 ,没有统一的模

型描述 ,这些数据虽有一定的结构性 ,但因自述层次的存在

和复杂的相互关联 ,因而是一种非完全结构化的数据。鉴

于网络数据的这些特点 ,我们在将数据挖掘技术引入因特

网的时候 ,必须要做一定的预处理工作。在此基础上的网

络数据挖掘模型如图 1 所示。

3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项目 (编号 :01BTQ011)的研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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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网络数据挖掘模型

　　图 1 实际上是一个对传统搜索引擎改进的模型 ,将数据

挖掘技术加载到搜索引擎上 ,从而实现网络数据的挖掘。

XML 信息预处理模块是实现网络数据挖掘的关键环

节 ,但若遵循常规将 Spider 或 Robot 采集的异构网络数据 ,

按照一种统一的数据结构重新组合 ,将会因工作量太大而

难以实现。XML ( Extensible Markup Language) 的出现为解

决网络数据挖掘难题带来了希望。XML 是一种简单、开放、

高效且可扩充、符合国际标准的网络标记语言 ,它的扩展性

和灵活性使其能描述不同种类应用软件中的数据 ,从而描

述搜集的网页中的数据记录。用 XML 标引的网络数据是

一种半结构化的数据模型 ,但其文档描述可与关系数据库

中的属性一一对应起来 ,从而能实施精确的查询与模型抽

取 ,完成异构网络数据的整合工作。

2 　网络数据挖掘的算法及其对智能检索的支持

211 　算法分析

数据挖掘技术已在许多领域得到成功应用 ,针对不同

领域的数据类型 ,人们采用了不同的挖掘算法 ,目前比较成

熟的算法有关联规则、聚集、分类、神经网络和决策树等几

种。网络信息包罗万象 ,所有的这些算法在网络数据挖掘

中都能派上用场。从智能信息检索的角度出发 ,主要考虑

的是从网络信息内容的关联度来挖掘网络数据 ,所以这里

主要分析关联规则和分类两种挖掘算法。

21111 　关联规则

在个性化信息检索中 ,用户对信息的需求是强调兴趣

信息的相关性 ,而非相异性 ,根据用户信息需求心理确定适

当的规则 ,可提高数据挖掘的准度和深度。关联规则算法

的一般流程是 :

(1)选取合适的元素。要根据不同的统计级别 ,选择相

应的细节程度 ,细节的颗粒越细 ,预处理结果的实施性越

好 ,但相应的工作量也就越大。根据选取的元素 ,建立其属

性元组 :itemname ( Itemid 子类编号 ,itemname 子类名称 ,Su2

peritem 父类编号) 。

(2)确立挖掘规则。所谓的规则就是一个条件和一个

结论的和 ,即 If condition then result 。它是组织相关内容的

有效方法。衡量一个规则好坏的标准有三个 :支持度、可信

度和提高率 (兴趣度) 。下面以一个例子分别对其说明。用

户对旅游信息感兴趣的信息有两类 :旅游城市信息 (C) 和航

班信息 ( F) ,表 1 给出用户关心这两类信息的百分比。

表 1 　挖掘规则举例

信息元组 信息点击率 ( %)

C 45

F 40

C and F 20

　　支持度是指一个元组被点击的频率 ,比如 C 的支持度 S

(C) = 45 % ;可信度是相对于规则而言的 ,对于一般的规则 ,

它的可信度 = p (condition and result) / p (condition) 。比如

对于规则 if C then F , 其可信度为 p (if C then F) / p (C) =

20 % ÷45 % = 4414 %。单纯从支持度和可信度往往还不能

判别一个规则的优劣 ,所以还要引入提高率 (兴趣度) 的概

念 ,即兴趣度 = p (condition and result ) / p (condition) ×p ( re2
sult) 。兴趣度大于 1 的规则为优 ,而兴趣度小于 1 的规则无

实际意义。规则是根据这三个指标综合分析 ,最终确立的。

(3)加入分裂规则 ,以克服现实中数据爆炸的问题。

(4)加入时标或序列信息 ,以确立信息的时序性。

(5)标识信息 ,用以区别不同的事务。

21112 　分类

分类就是要达到“物以类聚”的目的。在智能信息检索

中 ,我们强调的“类”是指信息元组的内容属性。网络数据

挖掘达到了从内容属性分析信息元组的深度 ,其分类模式

是一个分类函数 (分类器) ,能够把数据集中的数据项映射

到某个给定的类上。

分类的主导思想是通过比较原始数据集与分类器中的

训练集的相似度 (距离) ,来确立原始数据集的最后归属。

训练集是由历史数据构成的 ,它是分类的标准 ,由一组数据

库记录或元组构成 ,每个元组就是一个特征向量 ,可表示为

(v1 ,v2 , ⋯,vn ;c) ,其中 vi 表示字段值 ,c 表示类别。训练集

必须能很好地覆盖原始数据 ,即原始类别要尽可能的全。

此外 ,各个类的数量应该大体一致 ,以便于原始数据集相似

度的计算和比较。在确定训练集的基础上 ,还要确定距离

函数 ,以此计算原始数据与训练集中某一元组的相似度。

假设训练集中的某一元组为 A ,有一原始数据集 B ,那么 A、

B 间的距离可用函数 d (A ,B) = 1 - score (A ,B) / score (A ,A)

计算出来。在计算出原始数据集相对于训练集中某一元组

的距离之后 ,我们根据距离的大小给定一个权值 ,距离越

大 ,表示该数据集与该元组内容的相关性越小 ,权值也就越

小。在计算出一系列的权值之后 ,就可以根据权值的大小

将该数据集归并到相应的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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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网络数据挖掘对智能检索的支持

无论是个性化信息检索 ,还是基于内容的检索 ,乃至知

识检索 ,网络信息检索系统智能化的关键是知道用户需求

什么、提供给用户的东西具有高质量 (内容上相关、知识含

量高) 。数据挖掘对网络智能检索的支持正体现在对用户

需求信息和网络源信息的深层分析 ,以提供智能检索必需

的关键知识。

21211 　用户知识的挖掘

虽然个体信息用户的信息需求具有特定性 ,但从用户

群整体来看 ,用户的信息需求又是随机的 ,这为一般的用户

需求信息分析带来很大的困难。数据挖掘从全局出发 ,以

丰富、动态的联机查询和分析来了解用户的信息需求。通

过在线提问、调查表等方式 ,系统可以获取关于用户的用户

名、用户访问 IP 地址、用户的职业、年龄、爱好等原始信息。

然后 ,采取一定的挖掘规则 (如关联规则、联机分析处理

等) ,对这些数据进行融合分析 ,其结果是为每个用户建立

一个信息需求模型。而且全方位的用户需求信息挖掘 ,可

以将同类信息需求的用户联系起来 ,从而实施“以一对众”

的检索方案。目前用户知识挖掘已步入实用阶段 ,如 IBM

公司新推出的 DB2 UDB 711 就是一种比较理想的用户知识

挖掘工具。

21212 　网络知识的挖掘

网络知识的挖掘就是要在具有极度不确定性的海量数

据中找出信息分布的规律 ,挖掘隐藏的信息并形成模型 ,从

而发现具有规律性的知识。网络信息分布的规律性就是网

络信息内在的关联性。对网络信息这种关联性的挖掘主要

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网络内容挖掘。网络内容挖掘是一

个从文本、图像、音频、视频、元数据等形式的网络源信息中

采用分类、聚类等形式的挖掘方法 ,发现有用信息 ,并将这

些信息按满足某种检索方式的形式加以组织的过程。二是

网络结构挖掘。网络结构挖掘是通过分析一个网页链接和

被链接数量以及对象来建立 Web 自身的链接结构模式。这

种模式可以用于网页归类 ,并且由此可以获得有关不同网

页间相似度及关联度的信息。这种链接结构模式有利于实

现智能导航。

3 　结束语
将数据挖掘技术引入到网络资源的开发中来 ,能加快智

能检索的发展。数据挖掘的结果是实现智能检索的基础 ,智

能检索的结果可为数据挖掘提供指南和线索。目前 ,以数据

挖掘技术为主导的网络数据挖掘产品已得到应用。例如 ,Net

Perceotion 公司开发的 Net percerptions , 能够挖掘用户信息 ,从

而为实现个性化信息服务打下基础。在开发无尽的网络数据

资源时 ,若能结合机器学习、模式识别等其他人工智能技术 ,

网络数据挖掘技术将在实际应用中更加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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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乐大典》编纂 600 周年国际研讨会暨
仿真影印出版首发式举行

　　4 月 17 日 ,由国家图书馆主办的《永乐大典》编纂 600

周年国际研讨会暨《永乐大典》仿真影印出版首发式在京举

行。全国政协副主席罗豪才到会表示祝贺。来自中国、美

国、英国、法国、澳大利亚、俄罗斯、日本、韩国等海内外 50 余

个研究机构和收藏单位的 90 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

《永乐大典》是明成祖朱棣于明永乐元年 (公元 1403 年)

命太子少师姚广孝和翰林学士解缙主持、3000 多文臣历时 4

年纂修而成。共辑录图书 8000 种 ,上自先秦 ,下迄明初 ,天

文地理 ,人事名物 ,无所不包。整部典籍共 22877 卷 ,外加目

录等 60 卷 ,装成 11095 巨册 ,全部用毛笔工楷书写 ,是世界

上最早、最宏伟的百科全书。目前 ,存世的《永乐大典》副本

零册约 400 册左右 ,约 800 余卷 ,不到原书的 4 % ,分散在 8

个国家和地区。《永乐大典》是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四大珍藏

之一 ,从 1912 年第一批《永乐大典》入藏到现在 ,已拥有 221

册 ,超过全球藏量的半数 ,居各处收藏的首位。

在《永乐大典》编纂 600 周年国际研讨会上 ,来自世界各

地的专家、学者就各国收藏、保护、研究《永乐大典》的状况 ,

《永乐大典》的修复、保护、数字化和出版情况进行了广泛而

深入的讨论。相信本次会议必将对《永乐大典》的收藏、保

护、研究、出版、数字化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

近年来 ,《永乐大典》在世界各地又续有发现 ,而这些新

发现的《永乐大典》也急需刊布 ,以嘉惠学林 ,使其得到充分

利用 ,因此 ,中国国家图书馆委托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将现存

我馆的 161 册连同现存国内其他馆收藏的 2 册《永乐大典》

率先仿真影印出版。

该社从 2001 年 12 月开始 ,用特制宣纸 ,套色印刷 ,原大

仿真分批出版现存于世的《永乐大典》。拟用一年半时间先

首批出版收藏于中国大陆的 163 册的大陆珍藏版。待首批

出完 ,再用一年半的时间陆续出版现藏于海外的 200 余册 ,

使之为学界、为大众所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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