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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DD中基于感觉数据特性抽取的概念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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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感觉识剐扣概念的判断分剐是直觉思堆和逻辑暑堆的基础 对感觉数据特性的抽取 可归 

纳 而一 毛性 映射 ，本文 惑 觉数据 特性 抽取 的 定性 映射 为模 型 提 出一种概 念 提升的 新 方法 和神 经 

闷r噜学 习 算法 ，相 比传 统的提 升 方法 ．谊 方法 更符 合^ 们 思 维推 理 的 习 噻，对确 定每 一模 糊概 念 粜 

属度 问题 似 乎变得 简 洁 实甩直 观 通 过 对 基准硅 学 习 ，实现 对感 觉概念 焉性 的棰 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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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感觉特征抽取 ．概念提升 ，基 准族 ，神经 日蝽学习算法 

感觉识别是人类思维的基础 ，知觉是对事物的 

属性整台的反映，为了识别事物的属性 ，各感觉和知 

觉神经元应针对其属性有一识别 和检测妁基准 ，否 

则 ．无法操 作 ]。感觉抽取的操作是 将感觉 属性 a 

{x)的数据 d (x)，转换为其特性 pd{x)，而感觉特性 

m(x 叉随定性基准 c，(x)而变，故感 觉数据特性抽 

取数学模型为二元函数 J(d(x)．c．fx))一P．(x)的形 

式，因 c．(x)可用区间( ，B)表示．这样，感觉抽取可 

归结为一定性映射0J，且 J(dLx) (x))随基准 c．(x) 

改变而改变。 

概念的提升是利用属性概念树进行爬升，使属 

性一个较具体的值被概念树上的父概念替代，并且 

对定性基准 Citx)利用基准变换放大或缩小(通常采 

用坐标平移 ，旋转)进行划分归并，利用划分 后的基 

准来实施概念的提升 ，用感觉数据抽取特性模型，斌 

过对基准 区间的调整来实现学习，使得属性值抽象 

度愈提高 ．从而完成概念的提升 ，其中．概念 的基准 

可随具体的对象和同题 及人们的认知结构丽变， 

特别是基准区 B̂1随人的大啮而变的现象也是思维科 

学特有的 ，不仅概念的判断 推理．而且思维操作所 

产生的各种不确定性和矛盾现象f如：模糊性 ，歧义 

性)都可 以从基准变换拽到它的逻辑根源“] 

目前对概念的提升，主要建立在正态隶属 云基 

础上，正态隶属云是指用来刻画模糊概念所涵盖论 

域中元素隶属于该概念 的程度，每一模糊概念所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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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囝鸟 
盖的论域 中元索都是以模糊概念的期望值对应的元 

素为汇聚中心，其它的元素各自隶属于该模糊概念 

的隶属度值 ，依此来接近汇聚中心 ，值 愈大．愈接近。 

这种方法对于概念上有种属关系的精确知识来说非 

常有效，但对KDD中普遍存在模糊概念进行提升 

显得力不从心 ] 本文另辟新径．以感觉数据特性抽 

取的定性映射为模型 ．借助于概念提升的思想 ，设计 

出一种基于感觉数据特性抽取定性映射模型的概念 

提升的新方法及概念提升的神经网络学习方法 

二 感觉数据特性抽取的数学模型 

为了建立感觉数据特性抽取的概念提升的数学 

模型 ．首先给出几个定义。 

定义 1 设 N(p)一eN J L∈N}为命题 p的判断 

基准 N．(p)的旗 ，林映射 T：N‘p卜卟J(p)为命题的 

基准变换，如果对任意 N．∈N(p)，存在一个 N ∈N 

fp)使得 ： 

T(N，)=N，，记为：T (N．)一N， 
一 般地，当基准族 为区间，采用 基准变换 为平 

移，完成区间放大 缩小 ，如 ，设命题 p(x)：“x是来成 

年人” 判断基准取：N。一(o，18)．随着年龄，经平移 

变换缩小为：N 一(0，8)，N =(8，12)．Nj一(】2，18) 

分别表示“儿童”，“少年”．“青少年”等基准区间。 

定义 2 设 a(x)一 ^ak(x)为事物 x的 131个 
一  

属性 ak(x)的整舍属性 ，dfx)=(d (x)，d (x)，⋯ ，d 

(x))是 a(x)的数据 向量 ，山(x)是 alc(x 的数据．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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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 在性质 (x)的一个定性基准 c (x)，使断言“x具 

有性质 p {x)”成立 则称 (x)为感觉抽取 J(d‘x)) 

在 基准 c (xl下的结论，记 ：J(d(x)．c (x))一口 (x)， 

当 m一1 r J(d(x)-c-(x))：pl(x)为简单感觉识别问 

题 

定义 2表明 感觉识别可视为数掘 d(x)和定性 

基准c (x)的二元函数．当基准n(x)变化+导致性质 

(x)也发生相应的变化 对感觉属性而言 ．c (x)可 

用一匹问( B)米表示 故感觉特性 抽取可归结为 
一 定性映射 

设 D =《d(x)}r-R ．R 为非 负实效集 P ： 

{pi(x)}为属性 a{x)的数值集 ．则 p (x)的定性基准 

c (x)可表示为一区问( 且) D 叉设 △为提升算 

子 ，记 

c】 iff d【x)∈( A) 

⋯ ’ ＼0否则 
于是我ff]来定义概念的提升 ： 

定义 5 由概念属性值 dtx)在感觉抽取定性映 

射的模型下．确定概念的提升映射： 

L：Dn×r—PI使得 ：L(d(x)，(％ B))一d(x)△ 

(al·A)一岛 Ⅲ  ̂pi(x) (1) 

其中 ．r一“ B)I ∈N}为概念的定性基准族。 

定 义 4 设 D 一{d(x))．(o B)是待提 升概念 

性质 P，(x／的定性基准．r—f《 A)Ii∈N}为定性基 

准集 ，则定义概念提升(1)式可写成 ： 

L(d(x)．( ．岛))一 

三、基于感觉数据特性抽取定性映射的模型 
— — 模糊概念“年龄”提升过程 

为了便于说 明．我仃]以“年 龄”这个普遗使用的 

概念为侧米舟绍 ．首先 ，设 D 一{0．1．2．⋯ 100}为 

“年龄”概念的属性的数值集．按照人们表示习惯和 

口常生活中常用的概念 则性质集 ={JL童 少 

年．青年I中年，老年J．若调整基准族为：P“ 一{ 0 

1o)，{lO·18)r(18 35) (35．45)．(45．1001}．对年龄 

的定性映射可表示为： 

L ge(man) 

(0． 10 

(0 

(10 

‘18 

(35 

(45 

]1 

(】0 18] 

18．35] 

(35．4s] 

(45．1oo] 

10] 

18] 

35] 

45] 

l00] 

~ age(mun) 

m 1 tJL童) 

毪 ( 】ll(少年) 

8 5]‘青年) 

8 Ⅲ(中年) 

吣(| ∞](老年 ) 

这样 t可视不同的场合调整基准区间 实现对 年龄” 

概念的提升，我仃]髂第一层提升 。 

其痰 ．若调整基准族 ”一 {(O+15)+(10，25)． 

(20．45)，(35．45)．(35 i00)}按 照人们 日常生活 中 

所期望的概念 ．对年龄提升为 ： 

L】(x)一L_{d (xⅢf d(x)∈(0】．岛) L 

L：(x)；LⅢ}(x)iff d(x)∈(口 ．岛) 

L， x)=L州 (x)iff d(x)∈‘ +如) 

【L (x)= “ (x)iff d(x)∈(0 ．且) 

若令 rn—rn⋯ 则 L：Dn×Po 一P ．写成 向量 

的形式 ： 

L d(x)， 

(a L，岛) 

(o7．岛) 

(a。 Bn) 

㈨ 帅 1． l】pI(x) 

2 
(x) 

岛(m J (x) 

d(x)△(ol，岛) 

d(x)A(a2 岛) 

d(x)△( ，Bn) 

(2) 

这样 ．在定 义 l的基础上 ．引进定义 4，为概念提 升 

提供了理论根据 ．我f『]可从下面的实例看出，更符台 

人们的日常思维、推理的习惯 ． 

一 46 · 

age(man) 

△ 

(0 

(0．15] 

(10，2s] 

(20，45] 

(35 10o] 

一 age(roap．) 

1 1 r8 “ 】|](少1L1 

I 6一 eta．as](青少年) 

l a～ s (中青年) 
【魂 Ⅲ](中老年) 

这样 “少 儿”看作“少年”、“儿童”的父概 念， 青 少 

年 看作“少年”、 青年”的父概念 其余类推 ，相当于 

密第一层提升的基础上实施第二层提升．得到提升 

后年龄的性质集 P =c少儿 ．青少年 ．中青年．中老 

年)。 

再次t按照人仃]期望的概念+若调整基准旗为： 

P。’一{(0．18) (18 1001} 对年龄概念提升 ； 

( ⋯，·( ]o1))=age(rrmn， 
f(0 l8] 、 ，盈 -o- (未成年)、 
(1g．~oo3]一 8 ]‘成年)J 

同样 ．“少儿”、 青少年”被父概念 未成年”代替 ． 青 

少年”、“中青年 、“中老年 被父概念“成年 替代．完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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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了第三次提升 。我们得到性质集 P 一{未成年， 

成年 }。 

最 后，若 调整基准旗为 ：r 一{(0，1。0) ．对年 

龄提 升 ：L(age(man)，(0．100))一age(man)△(0· 

1002一 l。Il(年 龄)．这样 ，通过 4欢完成 丁对 

“年龄”概念的提升 ，把年龄通过提升划丹成不同程 

度的抽象层 ，随着提升次数的增加，概念的抽象度就 

愈高 ．我们得到性质集 P {年龄1。 

四、基于感觉数据特性抽取模型概念提升的 

神经网络学习算法 

我们以“年龄”为倒 ，分折了基于感觉数据特 征 

抽取的概念提升的步骤 ，以下讨论这 种方法的神经 

网络学习算法 

对于有教师的学 习算法来讲 事先给定一组训 

练样本 ，比如 ： 

{(a．，B)li一1，2，⋯ ，n} (3) 

作为开始的定性基准族．代入(2)根据(1)式我们形 

式上得到以 x为未知元的方程组： 

fL(d(x)．(ⅡL． 1))一 (L_ ，P L(xJ 

I L(d(x)，( ， ))一瓯㈨ }P2(x) 1
⋯ ⋯ ⋯ ⋯ ⋯ ⋯ ⋯  

一  ¨  

【L(d ix)t【 ·艮))一岛㈨ ． P (x) 
一 般地讲 ．方 程组(4)是个矛盾方程组 ，如令 ： 

fL(d(x)，(口j，p ))一sa( l ．。，P． P (x) 

l 一 ～ l 
L(d(x)，(a2， ))一6 )P：(x) 

1 一 【5) ⋯ ⋯⋯⋯⋯⋯ 
～  

【L(d(x)·( ·艮))一6 )p (x) 

那幺．在通常情况下 ，性质 P．(x)≠P．(x)t这时，只要 

寻求一基准族：r。一{(a-，岛](a：， ]，⋯．( ．艮])． 

使得在该基准族上提升概念属性 P．(x)接近于人们 

期 望的属性 ．(x)．在人工神经 网络中．对应的误差 

函数 ： 

E((n ．岛 ( ，日j)．⋯t【n ．艮)) 

p,(x)-~ pj(x) (6) 

pI(x)与 ，(x)在语言值上近似。若令性质集 P 一{P． 

(x)．P2(x)．⋯ ．P (x)}．P 一 (P1(x)，P 2(x)t⋯ ·Pn 

(x)}．这样确定的误差代价函数可转换为确定两个 

集台间语言值上的近似 ，通过调整基准族来实现 

学习，使 得 P 接近 于P ．这样，完成 了对概 念的提 

升，直到用户满意为止 

结论 建立感觉数据特性抽取定性映射模型上 

模糊概念提升的神经 网络学习算法克服了当前普遍 

使用隶属度函数描述模糊概念提升的不足 ： 

首先，在确定隶属函数方面 ．采用基于感觉数据 

特征抽取定性映射．使得确定隶属函数变得非常简 

单，符台人们的思维 、推理 习惯，这样把原来指定论 

域中各元素对每一模糊概念的隶届度问题简化为确 

定备个模糊概念在给定基准族下进行的感觉检测 

其次．对模糊概念的提升的每一层采用统一的 

基准族来描述，基准族中区间的数 目由大到小．调整 

的整个过程 ，对于模糊概念约抽象度逐渐提高 r保证 

了整个提 升过程中慨念的不失真性 

最后 ，尤为重要的⋯点．我们给 出是概念提升的 

人工神经删络学习算法．由于人工神经同烙有独特 

的结构和大容量存贮信息及并行计算的特 点．相 比 

目前传统的概念提升的方法 ．有它的独特之处 t并且 

和感觉数据相结台，更符合人们 日常生活中思维 、推 

理 的习惯，甚至传 统方法 ．如 ：歧 义性 ，模糊性 ，单调 

性等可以从基准族变换找到逻辑根源 ．但传统的方 

法无法比拟。 

综上所述 ，基于感觉数据特征抽取概念提升方 

法简单切实可行 ．更符合人们的思维习惯 ．除此对概 

念提升的整个过程给以统一的数学描述 ，同时 ．概念 

之间具有继承性 ，进一步 ．还可以用面向对象来编程 

实现 ，限于篇幅 ，关于概念提升的神经网络学习算法 

的进一步研究 ，将另文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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